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名稱： 蝦咪哇蛤（ㄍㄜ） 

一、摘要 

　　有鑑於水域重金屬汙染嚴重，希望找出生物存活率和重金屬濃度之間的關聯。實

驗採用對環境適應力強且分布廣泛的豐年蝦，探討其在硫酸鎳、硫酸鋅、硫酸銅水溶

液中存活率的高原期。結果顯示，實驗生物在較高濃度（100 ppm）的金屬溶液的存活

率皆比較低濃度（50 ppm）低。同時，三種重金屬中 Cu 相較 Zn 和 Ni 擁有更明顯的

毒性。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海洋環境汙染問題是全球共通的議題，而放在四面環海的台灣又更值得大眾關心；

原先以口罩浸泡海水之中作為實驗設計（參考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奧秘海洋》122期

〈今晚我想來點……口罩〉），後續言用以發想實驗主題且作為參考。1986年的綠牡蠣

新聞顯示人們無形中接觸重金屬汙染的高度可能。設置於出海口沙洲地帶的牡蠣，顯

示出高機率帶有銅離子，表示特定生物確實能反映出該地區水質汙染的程度。選擇實

驗生物須考量成本與合理性。豐年蝦為生態系中的底層角色，能夠使我們了解食物鏈

底層的汙染狀況，亦能透過生物累積性推算出該地區生物受重金屬汙染的情況。發展

高科技是全球趨勢，但同時會對水域造成許多汙染。根據新竹科學園區水質報告，以

及新竹在地海岸所承受污染項目中15段海岸樣站採集結果（劉靜榆, 2018），其中以位

於新豐鄉竹北市交界鳳鼻測站紀錄14項重金屬相較其他區域超標，推估為附近垃圾

掩埋場以及太空包拋棄現象後果。我們將超標的14種重金屬根據學校化學實驗室能

提供之藥品做了篩選，最終決定以銅（Cu）、鋅（Zn）、鎳（Ni）三項作為本實驗採用之重

金屬溶液。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研究目的   

1.建立數據化的水汙染生物指標（豐年蝦） 

2.確定豐年蝦在硫酸鎳、硫酸鋅、硫酸銅水溶液且不同濃度中存活數量 

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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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濃度重金屬水溶液中，豐年蝦存活率較低 

2.高濃度重金屬水溶液中豐年蝦存活時長較短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實驗藥品 

1. NiSO₄ 
2. CuSO₄ 
3. ZnSO₄ 

（二）實驗器材 

1. 海水素 
2. 豐年蝦孵化筒 
3. 水族缸 
4. 打氣機 
5. 三通閥 
6. 100目、200目細孔濾網 
7. 100目、200目細孔尼龍濾布 

二、研究架構 
實驗設計 
　　實驗假設重金屬會影響豐年蝦存壽命與存活率，探討豐年蝦生活在不同種類重 

金屬、不同濃度的水溶液中「存活率」與存活高原期長度。 
 
 

圖（一）無節幼蟲時期的豐年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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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驗流程圖 

 
實驗步驟 
　　配置 50、100 ppm的NiSO₄、CuSO₄、ZnSO₄ 與17‰鹽水溶液。用顯微鏡挑選20顆浮

卵放入樣品瓶中，加入 10 ml重金屬水溶液。每種重金屬溶液各濃度分裝置於小型樣

品瓶內，每瓶20隻豐年蝦。以12小時為一週期，連續觀察15個週期。此週期時長以純

水對照組總存活時間觀察結果而定。   

 

圖（四）飼養豐年蝦的孵化筒及裡面的豐年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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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可看出50 ppm的濃度下，重金屬與純水的趨勢有明顯差異。T3 到 T6 為重金

屬溶液之存活數量高原期，並於T9同時下跌。整體可看出，越後期則受重金屬影響越

大。 

　　單以重金屬而言，銅與鎳、鋅差異大，前者的最大存活量是所有實驗組中最少，且

下降幅度最和緩。三者重金屬之存活數皆在T14後貼近於零。 

表（一）50 ppm三種金屬水溶液中存活數量與時間關係折線圖 

 

　　表（二）可知看出其趨勢前期與表（一）類似，但下降幅度更為明顯。表（二）高原期在 

T3 到 T5 ，但是，鎳、鋅在 T9 到 T11 整體生存數量卻多於50 ppm之同週期，推測與參

考文獻提及之必要金屬相關。相較於50 ppm之濃度，純水組的趨勢與100 ppm更為相似

，但後期數量差距也更明顯，並與50 ppm明顯區別。 

　　銅與鋅、鎳的差別依舊與表（一）類似。本濃度在 T13 後存活數量趨近於零。 

表（二）100 ppm三種金屬水溶液中存活數量與時間關係折線圖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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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示，較高濃度（100 ppm）金屬溶液對生物存活的抑制作用較 50 ppm 更明顯，

且 Cu 的影響較強，Zn 和 Ni 亦有明顯的毒性。純水組的存活數量最高，驗證 Ni, Cu, Zn 金

屬對豐年蝦生存具有負面影響。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不同環境條件與生物種類對金屬毒

性的影響，以文蛤為出發點進行更多探討發想，以更全面理解重金屬對生態系統的危害。 

　　本實驗結果可應用至水質測定，汙染地區豐年蝦存活率在與表（一）、表（二）比對後，可

得知該地區特定重金屬汙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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