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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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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中不起眼的吸管卻成了漏

網之魚。 

塑膠危害四處可見 

近來網路盛傳一段影片，片中研究人員小心地將插入海龜鼻孔的吸管拔出來，過程

中涓涓血液從鼻孔流出，海龜面露痛苦的表情實在令人不忍，誰都沒想到小小的吸

管居然會插進海龜鼻孔中，讓牠無比的痛苦。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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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管只是其中的塑膠共犯之一。 

海洋垃圾無國界之分也沒有深淺之別，以台灣為例，台灣西岸在冬季會有大陸沿岸

海漂垃圾隨著冷水團入侵，夏季時沿岸地區會有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垃圾飄浮，甚至

在將近一萬公尺深的馬里亞納海溝中也發現塑膠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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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鏈過程的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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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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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了。雖然當前並沒有明確的醫學研究證實塑膠微

粒對人體健康的威脅，但是盡量不攝入無法消化的塑膠微粒畢竟是最安全的策略。 

吸管微小容易被忽略 

劉備說莫以惡小而為之，吸管常出現在淨灘垃圾中是因為它體積小，人們常存在一

種一支小吸管不可能會造成危害的迷思，因此就算不經意地掉落地面也不在意，然

而在手搖杯飲料風行的台灣，環保單位估計每年國人損耗約30億支吸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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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只能送入焚化爐中製造有毒廢氣和空氣汙染。全球各國紛紛制定法

規限制吸管使用，我國環保署預計在今年七月一日在公部門等4大場所不再提供內

用，逐年擴大實施使用限制至2030年全面禁用吸管，希望大幅降低吸管的使用量，

減緩對生態環境的衝擊。 

改變生活習慣實施源頭減量 



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垃圾量目前已經超出當前資源回收系統所能處理的乘載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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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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