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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珍惜自然資源



珍惜自然資源
3-1 可再生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

陽光、水、風力、動物、植物和礦產等
都是我們所仰賴的自然資源。但是，並非
所有的自然資源都是生生不息的，有些資
源蘊藏量有限，終有用完的一天。
想一想，哪些自然資源可以永續利用？

哪些會逐漸耗竭？

陽光、水、風力、動物和植物等資源可以永續利
用；而石油、煤、天然氣等資源會逐漸耗竭。



礦產 動物、植物

陽光、水



合理使用的情形下，可以自然成長或不
斷循環利用的資源，例如陽光、水、風
力、動物、植物等，稱為可再生資源。而
石油、煤、天然氣等，形成速度極為緩
慢，因此一旦耗盡，短時間內無法再生，
稱為不可再生資源。



3-2 臺灣的發電能源
所有的自然資源中，有些可以提供能量，作

為發電及產生動力的能源。下列各種發電方式
分別使用什麼樣的自然資源？

▲水力發電 ▲風力發電

水。利用水往低處流的特性，
推動水力機械（水輪機）轉
動，再帶動發電機產生電能。

風。利用風力帶動風力機葉片
轉動產生電能。



▲核能發電 ▲生質能發電
礦物。利用鈾-235（235U）原子
分裂反應產生的能量，將水加
熱變成蒸汽推動汽輪機，再帶
動發電機來發電。

有機物。利用微生物或酵素，
將植物、廚餘等有機物質轉化
成酒精、生質燃油或沼氣。



▲太陽能發電 ▲海洋能發電
太陽光。利用太陽能電池吸收
太陽光，將光能轉變成電能。

波浪、潮汐、海流等。藉由海
水的流動推動水力機械（水輪
機）轉動，再帶動發電機產生
電能。



包含煤炭、天然氣或石油等。利用燃燒產
生熱能將水加熱變成蒸汽，推動汽輪機，
再帶動發電機來發電。火力發電

▲



近年來臺灣的發電方式大多是以火力發
電為主，再來是核能發電和再生能源。



每一種發電方式都各有優缺點，例如火
力發電的優點是容易取得燃料且電力穩
定，不易受季節影響，缺點是燃料燃燒
後，會產生許多汙染物、加劇溫室效應、
燃料蘊藏量匱乏等問題。選擇哪一種發電
方式，才能兼顧人類需求與環境保護，是
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





3-3 綠色行動

生活中，我們在享用自然資源時，不僅
消耗資源，同時也對環境造成破壞，因此
除了積極發展應用可再生資源的技術，也
要保護環境，才能讓地球上的生物永續生
存。
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如何為保護環境

盡一分心力？ 我們可以採取實際行動，具體在「減
量」、「環保選購」、「重複使用」、
「回收再生」、「節能減碳」等方面採取
綠色行動，為保護環境盡一分心力。



▲節約用水、用電 ▲自備購物袋，減少使用塑膠袋。

▲不購買過度包裝的商品 ▲選購有節能標章的產品



▲外食自備餐具、茶杯。 ▲將舊衣服轉送給需要的人



▲使用回收再製的再生紙 ▲確實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減少開車。 ▲使用有節能標章的產品





外來入侵種，不要來！

臺灣生態豐富，許多動物、植物從很久以前

就在臺灣這天然原始的環境中落腳，繁衍後

代，這些生物稱為「原生種」，像是臺灣欒

樹、臺灣黑熊、蓋斑鬥魚等，都是臺灣的「原

住民」。

相關資料可查閱：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33823



隨著交通日益發達，全球不同地區的生物無

意間隨著貨物或人員被帶到臺灣；有些則被刻

意引進臺灣養殖，當作食物或寵物，最後又因

為種種因素而被隨意的棄養或放生到自然環境

中。這些原本不屬於臺灣的生物，其中有些適

應良好，並大量繁殖，危害原生生物生存，而

成為外來入侵種。



例如常見的紅耳泥龜，俗稱巴西龜，在被人

們隨意丟棄或放生後，就成為臺灣自然生態的

殺手！巴西龜的生命力很強，在水質極差的環

境也能生存，而且在臺灣沒有天敵，以水中的

水草、魚、蝦、蝌蚪或蛙類為食。然而這些小

生物同時也是臺灣原生種食蛇龜、柴棺龜、斑

龜等的食物。



這些原生種淡水龜對環境要求較高，如果溪

流受到汙染，比巴西龜更難以適應，在食物競

爭上也搶不過強悍的巴西龜，因此經過十幾年

的時間，臺灣原生種淡水龜數量急遽減少，溪

流、水池中幾乎只見巴西龜的身影，野生的柴

棺龜、食蛇龜等則被列為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

物。



▲紅耳泥龜（巴西龜）眼睛
後有一紅色斑塊。

▲柴棺龜眼睛後有一黃色條
紋，背殼中央有一明顯大
稜脊線。



植物方面，像小花蔓澤蘭也是令人頭痛的外

來入侵種，它屬於藤本植物，生長速度很快，

如果在森林邊緣發芽，很快就會順著樹幹或其

他植物往上攀爬，長出許多葉子，遮蔽住其他

植物，導致其他植物缺乏陽光而枯死。臺灣中

部山區，在921地震後，山坡上出現許多新的崩

塌地，小花蔓澤蘭靠著大量種子，強勢入侵這

些山坡地，並且覆蓋剩餘的森林。



生長數十年的樹木，只要被覆蓋幾個月就可

能會枯死，森林下方的小樹苗和其他植物也長

不出來，最後造成整片山都是小花蔓澤蘭。

目前臺灣除了巴西龜、小花蔓澤蘭，還有

許多外來入侵種生物，例如福壽螺、美洲牛

蛙、琵琶鼠等，正在危害我們的生態。



防治外來入侵種生物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讓

它們進入臺灣，所以出國時，不要因為一時新

奇，隨意將小動物或植物帶回臺灣。也不要任

意購買進口動物當作寵物，已經擁有的寵物要

好好飼養，絕對不可以隨意棄養或放生。同時

要愛護大自然，保護原生種生物的生存環境。



▲小花蔓澤蘭覆蓋在其他植物上，導致該植物枯死。



常在新聞報導中看到部分宗教團體舉行放生活動，
你覺得這樣適當嗎？這對生態可能造成什麼影響？

不當的放生行為會對該處自然生態造成危害，使原有
的生態失去平衡，嚴重時可能導致某些物種的滅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