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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塑膠微粒因著人類活動已經遍佈全球，前人有許多關於塑膠微粒在水體中造成汙染的研究。然而，對於塑膠微粒

在土地上分布和影響的研究較少，其重要性卻也是不可忽視的。我們選定在台灣常見的綠肥，油菜 （ Brassica campestris 

L. var. amplexicaulis Makino ）作為觀察對象。我們想試驗土壤添加不同處理的塑膠微粒後，油菜的生長會有何影響。  

 二、研究目的  

1.  不同處理後塑膠微粒對油菜萌芽率的影響  

2.  不同處理後塑膠微粒對油菜莖長度的影響  

3.  不同處理後塑膠微粒對油菜根長度的影響  

4.  不同處理後塑膠微粒對土質的影響  

a.觀察四週後各實驗組的土壤 pH 值的變化  

三、研究設備器材  

土壤使用市售綠能有機質栽培介質，適合蔬果栽植。植物選用油菜 （ Brassica campestris L. 

var. amplexicaulis Makino ），塑膠微粒為高密度聚乙烯（HDPE），分為細粉（直徑約 0.1 釐米）與粗粒（直徑約 20 釐

米），照各組所需加入土壤。另準備電子秤，量杯，將塑膠粗粒磨成細粉的磨甲片，混土用之大塑膠盒。  

 四、研究過程及方法  

本實驗按照 Boots（2019）研究所使用的比例，微粒佔土壤重量 0.1%，並在其中實驗組三添加雙倍的量，觀察濃度

升高後是否對油菜生長有更明顯的影響。又在實驗組二使用粗粒，比較不同大小塑膠微粒對油菜生長的影響。  

 -實驗組三組  

第一組（三盒）：400 公克土壤中摻入 0.4 公克的 HDPE 細粉  

第二組（三盒）：400 公克土壤中摻入 0.4 公克的 HDPE 粗粒  

第三組（三盒）：400 公克土壤中摻入 0.8 公克的 HDPE 細粉  

-對照組一組（三盒）：土壤中不摻 HDPE 微粒  

每天澆水並記錄萌芽種子數量，遇周末則周一再記錄。每周記錄莖長，計算各組平均，持續四周（28  天）。四周

後測量各株主根長及土壤 pH 值後測。將結果統計，  用 Excel 製成圖表，呈現其變化趨勢。  

五、研究結果  

1.每天萌芽率（圖一）：數據到第十二天，跳過周末共有八筆資料，之後的數據維持原樣。  

萌芽率=各組萌芽數/12*100%  

2.每周莖長各組平均（圖二）  

每周平均莖長=各組萌芽莖長總和/各組萌芽數(公分)   

3. 28 天後每組平均根長（圖三）  

每組平均根長= 各組萌芽根長總和/各組萌芽數(公分)  

  

              （圖一）每天萌芽率           （圖二）每周平均莖長         （圖三）28 天後每組平均根長 

4.     28 天後土壤 pH 值  

0.4 公克細粉 pH 值： pH6~7 之間 ，0.4 公克粗粒 pH 值： pH6~7 之間 ，0.8 公克細粉 pH 值： pH5~6 之間  



，對照組 pH 值：pH7~8 之間  

六、討論  

1.萌芽率  

 播種後萌芽率數據都有增加的趨勢，也符合對照組萌芽率最高的假說。粗粒的萌芽率高於細粉微粒。我們認為這

是因為細粉表面積較大，比較容易改變土質。 

 2.平均莖長  

這個數據是由各植株莖長除以各組當周植株數而來。數據顯示對照組莖長大於實驗組的現象，這也是符合我們的

假說的。另外，粗粒的平均莖長數據像萌芽率一樣是高於細粉的平均莖長，符合假說。  

 3.平均根長  

                我們觀察這項實驗的最後一天（第 28 天）測量植物的根長，發現 0.4 公克細粉實驗組的平均根長反而是最長的，

其中第一盆的第一株長達 7.5 公分，關於這項結果我們認為可能是個體差異造成。其他三組實驗組及對照組皆符合我們

的假說，加入較高質量的 HDPE 會對植物影響最深。  

 4.酸鹼檢測  

我們觀察這項實驗的最後一天有測量土壤的酸鹼值，其中 0.4 公克細粉及 0.4 公克粗粒的實驗組土壤酸鹼值皆落在

pH6~7 之間，0.8 公克細粉的實驗組則落在 pH5~6 之間，而對照組的酸鹼值是 pH7~8 之間，從此檢驗中我們發現 0.8 細粉

因份量較多而使土壤的酸鹼值變成偏酸性，0.4 公克細粉及 0.4 公克粗粒的酸鹼值也較對照組低。此項測驗的結果符合我

們認為 HDPE 會使土壤酸鹼值變低的假說。  

    由於這項實驗有幾項結果並不符合我們的假說，因此未來可以用更多的樣本及數據來應證我們認為 HDPE 加的量

及顆粒大小會對植物產生具體的影響，並降低極端值影響結果的現象。  

 七、結論  

統整以上數據資料和分析，可以發現摻有 HDPE 的土壤，在萌芽率、平均莖長、根部發展、土質各方面，比照對照

組來看都有不同差異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證實 HDPE 對土壤上的植物生長來說確實是有害的，進而了解 HDPE 對土壤

品質有其影響。  

再繼續向下深入探討，我們發現在 HDPE 定量之下，對植物的影響是細粉狀大於粗粒狀，由於細粉相較於粗粒更容

易散布於土壤各處，且表面積較大，進而更容易擴大影響到土壤上的植物。但從以上的實驗中我們無法直接說明較多的

HDPE 對植物有較大的有害影響，可能過程中有些變因沒有控制好、樣本數太少等等原因，所以無從推知。最後透過土壤

pH 值檢測結果可得知，土壤中含有較多 HDPE 時，土質呈現偏酸現象，這對於現在塑膠微粒汙染逐漸擴大到陸地上的狀

況來說，情況不太樂觀。後續實驗可能會著重在增加樣本數並探討更多有關塑膠微粒對土壤的酸鹼值以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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