
守護海洋人人有責

塑膠垃圾毋庸置疑已經衝擊危

害到海洋生態與人類日常生活了，

專家估計每年約有800萬噸的塑膠

垃圾隨著河川進入海洋中。自從大

洋中的垃圾海造成各種航海的危害

後，全世界已經掀起一股掃除海洋

垃圾的風潮。這幾年的「世界海洋

日」，都以思索如何解決塑膠污染

為主題，今年(2019)的世界海洋日

更是以「一起守護、恢復海洋」為

主題，邀請全民一同參與環境保護

行動。近年來許多國家與企業體認

拋棄式塑膠製品對地球的危害，紛

紛發起限塑行動，然而其中看似不

起眼的吸管卻成了漏網之魚。

四處可見的塑膠危害

近來網路盛傳一段影片，片

中研究人員小心地從海龜鼻孔中

拔出一根吸管，過程中涓涓鮮血

從鼻孔流出，海龜面露痛苦的表

情實在令人不忍，然而吸管只是

其中的塑膠共犯之一，誤食塑膠

袋造成海龜或鯨豚假飽卻餓死的

案例更是時有所聞。

海洋垃圾無國界。在臺灣西

岸，冬季會有大陸沿岸的海漂垃圾

隨著冷水團入侵，夏季時沿岸的地

區則有東南亞國家飄來的垃圾。不

只是水表，甚至在將近一萬公尺深

的馬里亞納海溝中也可發現塑膠垃

圾，連居住在其中的深海魚類(如

鮟鱇魚)腹中都有塑膠垃圾。

塑膠分解速度相當緩慢，裂解

成塑膠微粒之後又被魚蝦貝類的幼

生吞入腹中，隨著食物鏈過程的傳

遞，又回到人類餐桌的海鮮中。英

國科學家發現，以過濾水中有機

物顆粒為食的二枚貝，體內累積

了上萬顆的塑膠微粒，而更令人

擔心的是常用於料理的食用鹽已

經混有塑膠微粒的案例。雖然當

前並沒有明確的醫學研究證實塑

膠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但是

盡量不攝入無法消化的塑膠微粒

畢竟是最安全的原則。

小吸管大災害

劉備說莫以惡小而為之，吸管

常出現在淨灘垃圾中，雖然它體積

小，但人們常忽略吸管對環境的殺

傷力，而不經意地濫用、丟棄。在

手搖杯飲料風行的臺灣，環保單位

估計每年國人損耗約30億支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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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實際使用量為三分之一，消耗

量也相當驚人，加上吸管體積小和

難以清洗，所以很難回收再利用。

還好近年來，關於吸管的危害

漸漸被大家所重視，全球各國紛紛

制定法規限制吸管使用。我國環保

署預計今年(2019年)7月1日起在

公部門、公私立學校、百貨公司及

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四大類場

所，針對內用餐飲都不會再提供一

次性吸管，並逐年擴大實施，至

2030年全面禁用塑膠吸管。讓人

欣喜的是，許多跨國企業也響應

了這波行動，領先政府率先在全

球據點禁用塑膠吸管，希望大幅

降低吸管的使用量，減緩對生態

環境的衝擊。

減塑從拒絕使用做起

目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製

造的垃圾量已經超出當前資源回

收系統所能處理的承載量，垃圾

掩埋場堆積如山的垃圾成了不定

時的環境炸彈，垃圾源頭減量才

是根本解決之道。簡單來說，就

是改變使用習慣，例如使用環保

吸管，拒拿(用)吸管，萬不得已

需要也應選擇環保的替代材質，

最後就是確實將吸管歸類至一般

垃圾中，避免它掉落環境之中，

危害無辜的海洋生物。

有獎徵答活動

即日起至108年6月30止日，

請上本館官方網站或Hello海

洋粉絲頁，點選「小小吸管大

大危害」有獎徵答辦法，就有

好禮等著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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