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  

有獎徵答辦法 
一、 活動名稱：「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有獎徵答 

二、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四、 共同舉辦單位：國語日報社、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泛科學社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與海洋

中心學校網站、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澎湖水族館、教育廣播電台、

漁業廣播電台(高雄分台) 、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中華民

國環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水族館與動物園協會、海洋

國家公園管理處、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五、 參加方式: 

請自活動網站下載有獎徵答本文、問題與答案卷，或閱讀 108 年 5

月 20 日出刊本館奧祕海洋 99 期館訊或 108 年 5 月 15 日國語日報科學

版「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一文，並依照下列問題親自手寫填入正確答

案。完成後，在指定的期限之內以掛號寄達以下地址： 

944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 2 號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教育

組 陳勇輝 先生收 (請在信封上註明參加「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有獎

徵答活動)問題與答案卷下載之網站: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www.nmmba.gov.tw)或其他共同舉辦機構網站或社交媒體(如臉書粉絲

頁) 

六、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含)以上有興趣並愛好海洋保育者 

七、 抽獎資格：親手填寫答案卷並全數答對者方可參加抽獎 

八、 獎勵方式: 

甲、 抽獎獎品: 

凡正確回答問題卷個人或團體報名者皆可參加抽獎，總計約

200 份獎勵品 (視實際參加者調整獎勵品數量)，獎品由共同舉辦

單位分擔，種類由各合作單位提供。 

乙、 協助獎: 協助參與團體報名者(承辦人員或教師)限一人壹份 

九、 報名方式: 

甲、 個人報名: 以個人單獨投遞答案卷至本館指定地址者 

乙、 團體報名:  

班級為單位: 教師以班級或年級為單位，收齊答案卷並投遞整

體答案卷且註明教師姓名與聯絡方式(地址與聯絡手機)者 

學校為單位:由校務管理組室(如教務處)統一收集學生自行投

遞的答案卷者，再投送本館者或以班級為單位收齊各班參加者之

http://www.nmmba.gov.tw/


答案卷，再由學校匯集之後，共同投送本館者 

 

十、 活動日期： 

即日起至民國 108 年 6 月 30 日下午六點整為止，以寄達本館

之日期為準，不以公文發文日期或郵戳日期為準，逾期不候。  

十一、 正確答案公告日期：108 年 7 月 8 日 

十二、 獲獎名單公告日期：108 年 7 月 19 日 

十三、 獎品寄送日期：108 年 7 月 31 日前以掛號寄出。 

十四、 公告網站：主辦與共同主辦單位官網 

十五、 聯絡資訊： 

陳勇輝 博士 yhchen@nmmba.gov.tw  電話：08-882-5001 轉 7017  

十六、 注意事項： 

i. 凡參加本活動者已經同意本館使用個人報名相關資料作為本

次活動相關活動之用。每人限參加一次抽獎活動，嚴禁借用

他人資料參與多次抽獎，任何違反公平方式取得獎項者將取

消獲獎資格。 

ii. 活動完成之後，本館將銷毀所有參與者的個人資料。 

iii. 班級或學校可以團體報名方式參加本活動，可將所有答案卷

彙整後一併寄出。唯請在信封上註明指導教師、負責人或聯

絡人的地址與電話，以便寄送承辦者協助獎與團體參加者鼓

勵品(視實際參加人數而定)。 

iv. 凡來信聯絡資訊(姓名 地址與電話)未填寫完善者，將取消參

加資格。 

mailto:yhchen@nmmba.gov.tw


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 
文/陳勇輝 博士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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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財產權注意事項:  

 

歡迎轉載本文作為非商業或非營利教育推廣或環保宣傳使用，轉載之前請來信

yhchen@nmmba.gov.tw 表明身份與用途之後，得到實際回函同意之後方可使用，

使用時請註明本文出處-「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 陳勇輝 博士」，並

請回傳一份成品(如閱讀測驗考卷)電子檔或連接，以避免誤觸著作財產權法，徒

生不必要的法律困擾，感謝配合。圖片請註明繪圖之美編人員單位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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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 

問題與答案卷 
1. 請問每年有多少公斤的塑膠垃圾由河川進入海洋:（           ） 

2. 科學家發現那一種海洋生物鼻孔被插入吸管: (             ) 

3. 那些海洋生物體內(如肚子)中有塑膠垃圾 請任寫三種： 

（               ）(                ）(               )  

4. 小小的吸管為何容易被忽略認為不會危害海洋生態? 

（                                                  ） 

5. 據初步估計台灣每年損耗約多少支塑膠吸管（             ） 

6. 請發揮創意寫出不使用吸管喝飲料的環保三種方法: 

   (               )  (               ) (              ) 

7. 環保署預定 108 年幾月幾日開始執行禁止內用飲料吸管的規定 

   (                                ) 

8. 得知本活動消息來源：請自填 (                 ) 

 

9. 對活動的其他建議:(                                     ) 

-------------------------------------------------------- 

 

姓名：        年級/年齡：         就讀學校/機構：           

 

通信地址：(       )                                             

 

聯絡電話：（   ）           簽名:          日期：             

       

＊參加者資料：(聯絡地址不正確或不詳者 視為自動放棄抽獎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