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我們的世界需要改變？

我們的世界獨一無二。在漆黑、浩瀚的太

空中，地球是唯一已知的生物可以生

存的星球—有豐富的水、可以呼

吸的空氣以及各種資源。其他的

星球上只有氣體、冰凍的荒漠

和空洞沒有生氣的岩石。

遠古時代的人類直接飲用溪水，過

著採集植物、狩獵的游牧生活。過

了一段時間，人類學會耕種，建造

房屋，形成聚落。食物的來源增加

了，人口也變多了。生活愈來愈進

步，科技愈來愈發達，人類的城市有

了公路、鐵路和機場，發明了汽車、電

腦等各種機器，讓生活更便利。但是人

類如此神奇、成功的發展，付出的代價是

讓地球上的人類和生物陷入生存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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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和這個美好的世界共

同面臨幾項重大的挑戰，其中一

個問題是：不平等。有的人擁有

和消費的資源超過他們實際的需

要，因此產生許多浪費；另一方

面，有的人連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例如水、食物、電力等，都

無法滿足。有些人擁有許多機會

和選擇，有些人卻什麼也沒有。

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過度使用，

也為地球帶來嚴重的問題：乾淨

的飲用水不再隨時隨地都能夠取

得；人類的活動破壞了土壤，降

低糧食的產量；我們使用的燃料

製造了汙染和廢氣，不但有害健

康，還是導致氣候變遷的元凶；

氣候危機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

難題—它讓極端天氣的災害，

例如洪水、乾旱和野火，變得更

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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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來到地球歷史的

轉捩點，不得不採取行動了。聯合國

設立的目的在協助解決全球性的問題，目前

的會員國有193國。2015年9月25日，世界各國的
領袖在聯合國一致通過了「17項永續發展目標」（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希望
在2030年之前完成這些目標，實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永續發展」是要找到更好的經營方式來改善全人類—每個人、每

個地方的生活，同時也保護我們的世界。這17項永續發展目標主要
在終結貧窮、對抗不平等和阻止氣候變遷；最終在保護人類、地球

上的生物和地球，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更幸福。

我們在這本書裡介紹世界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這些問

題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

下採取行動，以獲得改善。說不定你已經

想到一些好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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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1

消弭一切形式的貧窮

No Poverty



GOAL 1

大多數人都擁有經濟能力來購買自己需要和想要的東西，然而世界上有些

人生活貧困，買不起食物、乾淨的水、藥物、衣服，甚至沒有讓他們感到

溫暖、舒服和安全的住所。

消弭一切形式的貧窮
NO POVERTY

每個國家都有許多人生活貧困。陷入貧窮的原因很多：失去工作，或是工作的收入不高，生活

就會窮困；如果遇上颱風、洪水或是乾旱等天災，摧毀了房屋、社區和田地，也會讓人變得貧

窮。隨著地球氣候持續惡化，這些問題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嚴重。還有些地方發生戰爭或族群

衝突，讓人不得不變賣或拋下財產、以及賴以維生的工作，逃離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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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極度貧困的人沒有機會繼續上學，導致他們找工作更

加困難；生活貧困也讓人容易生病，隨時可能失去工作。

人們一旦陷入貧窮，往往很難擺脫這個困境。

貧窮對年幼的孩子的傷害最大。全球極端貧窮的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兒童。

全世界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窮中，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90美元（相當於新臺幣55元）。

這些所得不到1.90美元的人，有一半以上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

問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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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1

從1990年到現在，全球已有十億人脫離極端貧窮，但是要達到「消弭一切形式
的貧窮」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世界各國正在著手解決導致貧窮的根本原

因，例如：為窮人創造就業和求學的機會，因為透過提高教育水準，可以解決世

界上一半的貧窮問題。你也可以一起來幫忙。

換季、過年大掃除的時候，

將衣櫃、書櫃裡不需要的衣

服、書籍和玩具，捐給社福

機構，轉送給需要的孩子。

分享也是一種關懷的行

動。在你生日那一天，

建議朋友和家人不必送

你禮物，而是將錢捐給

幫助低收入民眾的社福

機構。

寫信給本地的政府官員、報

社編輯或商界領袖，讓他們

了解造成兒童貧窮的原因，

以及我們能為消弭貧窮做些

什麼事。

為社福機構籌募資金，幫助饑荒

或天災的災民。你可以在社區或

學校舉辦才藝表演、贊助路跑、

義賣玩具或餅乾，再捐出所得。

具體行動：為他們籌募需要的東西
TAKE ACTION：GIVE

❖�想了解更多簡單實踐SDGs的方式，可以參考「美好生活目標
goodlifegoals」（sdghub.com/goodlife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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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2
讓世界不再有人挨餓

Zero Hunger



GOAL 2

我們所指的飢餓不是晚餐常常

太晚開飯，或是肚子突然餓得

咕嚕叫。真正的飢餓是指人們

長期因為作物歉收，或是沒有

錢取得營養的食物，讓人因此

變得虛弱、疲倦甚至生病。

貧窮的人因為買不起食物或是土地、

工具和種子來種植作物，因而挨餓。

戰爭也是造成飢餓的原因之一：有的

人因為戰爭被迫離開故鄉，有的農人

因為戰時埋藏的地雷，不能安心下田

工作。極端氣候引起的天災—例如

乾旱、洪水和暴雨，破壞了農地和農

作物；而原本肥沃的農地，因為全球

暖化，氣溫升高，產生缺水和沙漠化

等問題，不再適合種植。

現代人食用太多肉類也會造成糧食問

題，因為有太多農地用在種植大豆等

飼料作物，來餵養雞、豬等家禽、家

畜。如果這些土地用來種植給人類吃

的植物性蛋白質，可以讓更多人免於

挨餓。

讓世界不再有人挨餓
ZERO HUNGER

12

1

23

4

5

另一個食物的爭議是：許多生產出

來的食物被直接丟棄、浪費。你知

道嗎？全世界生產的食物有三分之

一被丟掉，進了垃圾場。其中有

的不採收、在農田裡腐敗；有

的在運輸和儲藏的過程中

遺失或變質；有的浪費

的食物則是來自商

店、餐廳和家庭。

世界上約有九分之一的人因為缺

乏食物，健康和體力受到影響。

全球的農地超過

五分之四用來飼

養提供肉品的農

場牲畜。

2020年，臺灣
每人每年平均製

造22.2公斤的廚
餘。

問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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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2

全世界的人口仍在繼續增加，到了2050年，預估可能達到一百億人。我們都
需要吃東西維持生命，為了讓世界上不再有人挨餓，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捐贈罐頭或食物包給食物

銀行。

剩菜或剩餘的食材可以用來煮

湯，或是冷凍起來備用，減少

家庭的食物浪費。

建議家人在採購前，先

規劃當週的菜單，這樣

可以減少購買不需要的

食物。

妥善保存食物，確保它們

在烹飪或食用之前不會變

質，造成浪費。

儘量購買本地農民生產的

食物。這些食物沒有經過

長程運送，比較新鮮、營

養。

以素食取代肉類，多攝取植物

性蛋白質，例如：堅果、豌豆

等豆類食物。如果我們多吃素

食，而不是用它們來餵養當作

肉品的家禽、家畜，就能夠生

產更多食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具體行動：作好準備
TAKE ACTION：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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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3
促
進
人類的健康與

福

祉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GOAL 3

和我們的祖先比起來，現代人擁有更

健康的身體。但是，有些疾病其實

可以有效的預防，讓人們不必受

苦。每年有五百萬以上的兒童

不能順利長大，在五歲前就

死亡。

許多人負擔不起生病時

需要的藥物，或是接種疫苗來

預防疾病。有些人住在鄉下，離

診所或醫院太遠。有些人就算有能力

到醫療中心就醫，但是那裡可能沒有

各科完備的醫生和護理師，提供適當

的醫療和照護，或是缺乏保健和

衛教知識。

除了疾病，每年仍

然有許多人因為

交通事故或其他

意外而死亡。缺

乏乾淨的飲用水、

生活在空氣汙染嚴重

的城市、飲食習慣不健康，

或吸菸、飲酒過量等因素，也嚴重

危害人們的健康。

促進人類的健康與福祉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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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6年，
透過接種麻疹疫

苗，讓兩千萬兒

童免於死亡。

許多醫生都呼籲，人們

應該少吃肉類和乳製品，多

吃蔬菜、種子、豆類和堅果，

這樣不但可以變得更健康、降低

因疾病而死亡的機率，對地球也好處

多多！

堅果

青花菜

番
薯

葵瓜子

奇亞籽

南瓜子

鷹嘴豆

黑豆

小扁豆

胡桃榛果

豆類

蔬菜

種子

每年有超過700萬人因為空氣汙染問
題而死亡。

❖�臺灣國中生吸菸率是3.0%，高中職
學生是8.4%（2019年）。

每年有超過150萬人因為沒有接種疫
苗，罹患相關的疾病而死亡。

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缺乏基

本醫療服務的環境，沒有社區診所或

醫生。

問題現況

17





1

2

8

2

3

10

7

8

會長大的制服2 語言隨選裝置3 火葬送暖4 人多力量大5機器人家教1

4

9

4

9

6

5

在學校裡
我們在學校裡學習探索很多事物，包含解開困難的數學方程

式，或是如何連接太陽能板的電路。我們的學習方式一直在

變，從坐在教室裡、看著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加減乘除，

演變到在家裡連上網路、觀看視訊課程⋯⋯科技的進步給了

我們愈來愈方便、多元的學習環境和體驗。

植生牆6 太陽能校園7 虛擬實驗8 溫控運動服9 地鐵供熱10



1. 機器人家教
你有沒有發現，愈有趣的問題，大人往往愈不知道答

案？那麼當你寫作業遇到困難時，該怎麼辦？科學家

想到可以開發「虛擬家教」—運用人工智慧，讓機

器人來回答學生的疑難雜症。在不久的將來，當你遠

距學習遇到問題又找不到方法解決時，只要傳訊息向

機器人家教求助就行了！

4. 火葬送暖

3. 語言隨選裝置
Hello！Ciao！（義大利語的「你
好」）Merhaba！（土耳其語的
「你好」）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溝通，意味著我們可以將自己的

想法或消息分享出去。在未來，

便利的智慧翻譯耳機可以為我們

扮演即時口譯的角色，當你和說

其他語言的人聊天，耳機裡的接

收元件會將他們說的話傳送給電

腦即時翻譯、切換成你熟悉的語

言，這樣你就能聽得懂了。

2. 會長大的制服

5. 人多力量大
號召你的同學一起參與「公民科學」計畫吧！你可以在網

路上找到很多活動，例如在照片上標記某種企鵝（目的是

統計企鵝的族群數量，不是為了讓企鵝使用社群媒體），

或是從影片中辨識海牛的叫聲。在真實世界裡，你可以記下看到的蝴蝶

數量，或是拍下發現的蛞蝓。研究人員會分析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的資

料，來了解各地的生物和環境概況。

華語是世界上最

多人說的語言，

有超過十億人的母

語是華語。

你的新制服長褲才穿幾個月就變

短了，是不是很困擾？有一種靈

感來自於摺紙的衣服，可以幫你

解決這些成長的煩惱，不需要經

常買新制服。這種衣料稱為「拉

脹材料」，具有特殊的立體褶

皺，可以越拉越長、越拉越寬；

這樣一來，衣服就可以和穿的人

一起「長大」了。

心愛的人離世，是令人傷心又痛苦的事。但死亡不是只

帶來悲傷或痛苦。全世界每天有超過15萬人死亡，許多
遺體會被送到火葬場。這些火葬場產生的熱氣可以收集

起來、輸送到學校等建築物，為人們提供暖氣。這聽起

來有點嚇人嗎？事實上這是很高明的能源利用方式，這

些熱氣如果不回收利用，不僅白白浪費，還會提高火葬

場周遭的氣溫。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在此
安息

早
安
，
你
好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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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生牆
一道長滿植物的牆，可能是進行科學實驗的絕

佳場所。學生可以觀察根如何生長、花朵如何

綻放，以及這樣的棲息環境如何成為哪些昆蟲

的家。此外，植生牆還有助於建築物保持冬暖

夏涼。另有研究顯示，人們會因為生活中充滿

綠油油的植物而變得更快樂。

7. 太陽能校園
在充滿陽光的教室裡，書桌

也可以把光變成電，還能幫

你的手機充電（如果手機沒

有被老師沒收的話）。迷你

太陽能板也能裝在很多隨身

物品上，例如自行車頭盔、

背包和可攜式喇叭—這樣

一來，就可以在放學回家的

路上用太陽能聽音樂了。

8. 虛擬實驗
透過擴增實境技術，你可以練習解

剖生物，但不會傷害任何青蛙；也

可以目睹恐龍狂奔，而不需要時光

倒流。擴增實境的原理是透過3 C
裝置的攝影鏡頭，使虛擬物品、

人和其他資訊融入你身處的環境當

中—當你看著3C裝置的螢幕，會
覺得它們好像就在你所處的空間裡。

9. 溫控運動服
這種充滿未來感的運動服裡含有細菌—別

擔心，並不是因為它們太久沒有清洗。這類

服裝的材質經過特殊設計，在你流汗時，裡

頭的細菌會膨脹、撐開透氣瓣讓衣服通風；

等到汗水乾了，細菌就會收縮、讓透氣瓣閉

合。這樣就能在你上體育課或參加比賽時，

根據你的身體狀態調節體溫。

在地底下運行的列車也會產生熱氣，與其浪費這些熱能，還不如收集這

些從通風井散逸出來的熱，用來讓水變暖。這些熱氣可以輸送到附近的

建築物（例如學校或住宅），讓它們保持舒適和溫暖。當你在冷冰冰的

冬天搭地鐵去上學時，在你到達之前，教室就已經變得暖烘烘了！

太陽每小時照到地球的能

量，大約有60000京（也就

是6的後面跟著二十個0，也

可以稱做「6垓」）焦耳，

比地球上所有人類一整年所

消耗的能源還要多。

10. 地鐵供熱

地鐵通道裡的高溫，主要

是列車加速、煞車及穿越

隧道時，與軌道、空氣摩

擦而產生的。紐約的地鐵

站內沒有空調，夏季時溫

度可以高達攝氏4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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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出在哪裡？

人類使用熱能的情形多達幾百種。想一想你在學校

上課時—教室裡需要保持適當的溫度、中午吃的

營養午餐需要加熱、上完游泳課需要沖個熱水澡，

還有供應溫、熱水的飲水機⋯⋯除了學校需要大量

熱能，我們在家裡同樣因為炊煮、沐浴、空調，經

常使用熱能。

牽涉到熱能的不只是我們的日常活動，各種產品的

製造過程都需要熱能，無論汽車、電腦、塑膠袋還

是遊樂場⋯⋯就連這本書的製造和生產過程，同樣

需要熱能。熱的產生和消除都需要消耗能源，但是

目前大部分的能源來自燃燒化石燃料，因此科學家

正在尋找新方法來解決熱能問題。

到處都需要熱
你曾經坐在酷熱的教室裡汗流浹背嗎？或是午休時間站在操場中央冷

得發抖？如果不使用大量的能源，我們很難在夏天保持涼爽、在冬天

保持溫暖。無論要產生熱還是散熱都是一大挑戰，科學家和工程師還

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用更聰明的方式來應付各種天候。

像太陽一樣

太陽就像其他的恆星，能夠不斷發光發熱的原因來自於內部的氫原子互相碰撞

並且發生核反應──當氫原子核融合在一起（稱為核融合），就會產生氦原子

核並且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可以把這麼多的能量打包起來送回地球，那就

太美妙了！只可惜這件事難如登天，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

太陽是質量、體積都非常巨大的天體，在重力的作用下，構成太陽核心的粒子

被緊密的壓縮在一起，因此很容易發生碰撞。此外，巨大的壓力使太陽核心的

溫度高達攝氏1500萬度。在這樣的條件下，氫原子核不但被推擠在一起，還有
足夠的能量來克服原子核之間的排斥力，因此能發生融合反應。由於原子核都

帶正電，同性相斥的原理使得原子核無法在一般情況下互相靠近；就像你試著

讓不同磁鐵的相同磁極靠近，因為彼此排斥，用再大的力氣也很難讓它們緊靠

在一起。

超級任務

如果要在地球上進行核融合，就需要採用很厲害的物理方法。由於我們無

法在地球上複製太陽的巨大質量，因此核反應爐內部的溫度必須達到將近

攝氏一億度。目前已經有許多科學家努力在嘗試，但這個難題很難突破，

可能還要再花30年的時間才能達成目標。儘管如此，如果我們有辦法重
現恆星內部的核反應過程，就能擁有無窮無盡、而且「無碳」的能源了。

只要有一公克的物質

發生核融合，就能產

生足以讓整座游泳池

的水沸騰的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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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度熱度

分布圖分布圖

汗水汗水

分布圖分布圖

記錄

不再汗流浹背

生物世界多采多姿，未來的衣服或許能仿效令人驚奇

的生物功能來為我們降溫。許多動物會運用不同的方

式保持涼爽—大象拍打耳朵、豬在泥巴裡打滾、禿

鷲在自己的腿上⋯⋯大便。無論你嘗試模仿其中的任

何一種方法，都會被另眼看待，甚至被趕出學校！幸

好人類本身也有深藏不露的絕招—流汗，從汗腺排

出來的水分從皮膚蒸發，會順便帶走一些熱量。

高科技T恤有一層類似海綿的材質，可以仿效皮膚流
汗的作用。當你忙著踢足球或玩躲避球，這種材質會

讓你的汗水隨著空氣流經你的身體而慢慢蒸發，讓你

保持涼爽；T恤的襯裡則是防水材質，使你不會因為
流汗而渾身溼透！

人體有多達500萬個

汗腺出口，大部分集

中在手掌和腳底！

保持涼爽不簡單
隨著地球變暖，我們也需要新科技來為我們解熱、為環境降

溫。沒有人想要在參加聚會、上課或考試時熱得滿身大汗。

不幸的是，冷氣是需要消耗龐大能量的製冷設備，因此工程

師正努力重新構思，希望找到保持涼爽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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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新「冰箱」

別懷疑，有時候老師也能想出一些好點子。奈及利亞

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教師，發明了一種鍋中鍋冰

箱，不需要消耗電力也能讓食物保持冰涼。穆罕默德

發明的冰箱原理類似流汗，也是利用液體蒸發來將熱

帶走。你也可以自己動手試試看，讓你的便當在午休

時間前保持新鮮！

1.  拿兩個大陶罐，一個比較大，一個小一點；記得檢
查底部，如果有洞要塞好。

2.  把小陶罐放進大陶罐裡，用沙子填滿兩個罐子之間
的空隙。

3.  用大量的水浸泡沙子，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補充水，
避免沙子變乾。

4.  把你要冷卻的物品放進小陶罐裡，再用溼布蓋住小
陶罐。手工環保冰箱，完成！

冰涼消暑

大熱天裡，一杯冷飲比什麼都好，但是想要隨時隨地來

一杯，冰箱就必須全天候運轉。可惜的是，冰箱不僅

消耗大量電力，許多冰箱使用的冷媒含有溫室氣體，如

果將這些冰箱任意丟棄，就會增加散逸到大氣中的溫室

氣體。因此，和冰在冰箱裡的綠色蔬菜不同，冰箱不能

算是「綠色」家電！設計出友善環境的冰箱是一項大挑

戰，連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也做不到—別意外，物理學

家愛因斯坦也嘗試過。但現在有工程師發明了一種機

器，利用新科技讓一瓶汽水在一分鐘之內變冷，就像是

「電冰壺」那樣！這種設備可以完美取代飲料自動販賣

機和飯店裡迷你冰箱的製冷系統；雖然還無法解決大型

商用冰箱的問題，但至少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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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裡
科學家已經證明，在花草樹木之間消磨時光對健康有

很大的幫助。這些綠意盎然的區域也是許多生物的

家；此外，綠色植物還會吸收二氧化碳、產生氧氣。

如果未來能有更多充滿創意和巧思的公園在生活周

遭，無論我們的身心或環境都能變得更好。

風樹渦輪機6 蜜蜂計畫7 魚皮保鮮膜8 授粉大軍9



1. 苔蘚監測器
科學家想到了一個新方法來檢驗空氣是否乾淨—不需要

精密的設備，而是利用苔蘚！因為苔蘚會從周遭的大氣獲

得水分和養分。根據研究顯示，如果空氣中含有汙染物，

苔蘚也會吸收進去，而且苔蘚的形狀、大小和顏色就會受

到影響。因此科學家只要檢查苔蘚的健康狀況，就能知道

空氣到底有多汙濁或多新鮮了。

3. 動物大搬家
隨著地球愈來愈熱，許多動物不得不搬到氣候較涼爽的環境生

活。為了幫助牠們遷移，我們需要在世界各地打造「野生動物走

廊」，串連綠地和城市。這一些通道必須充滿各地原生的樹木和

其他植物，還要盡可能阻隔人類的干擾，形成安全的網絡，讓動

物可以不受威脅的移動和生活。

4. 邊玩邊發電
當你玩風箏時，可以同時用它來發電！這只經過特別設計的

風箏在風中飛翔時，上面的風扇會帶動迷你發電機來產生

電。這些電會沿著風箏線（裡頭安裝了電線）流到

線軸中的電池，並儲存起來。像這樣的風箏

也可以裝設在風力強勁的海岸邊。

2. 馬鈴薯叉匙
塑膠餐具既方便又堅固耐

用，但是因為只使用一次，

導致每年有幾十億支的刀、

叉、湯匙等就這樣被丟棄。

幸好有一種替代品，就是用

馬鈴薯製成的餐具—經過

巧妙的設計，馬鈴薯搖身一

變成為你外出野餐時的好幫

手；吃完午餐後，只要把馬

鈴薯叉子或湯匙往地上插，

它們就會自然分解、化為土

壤中的養分。

5. 便便供電路燈
全世界每天有數百萬隻寵物狗出門散步，肯定有一大堆狗便便需要清

理。有一位發明家設計了一套設備來幫大家解決困擾—用便便供電的

路燈！狗主人只需要把便便丟進滑槽裡，然後旋轉手把五次，讓便便噗

通一聲掉進生物分解器，裡頭的細菌就會吃掉便便、釋放出甲烷。等到

天色變暗，需要點亮路燈時，甲烷氣體就能燃燒提供電力。

6. 風樹渦輪機
迎著風的「風樹」可以用來供

電給小巧的設備。風樹的「葉

子」是迷你渦輪機，有風就會

旋轉，產生的電則會沿著鋼製

的「樹枝」流到「樹幹」。這

種科技樹產生的能量雖然不算

多，但是它們可以發光，為夜

間在公園裡慢跑、活動的人照

亮一小片區域。

7. 蜜蜂計畫
蜜蜂經常在花叢間穿梭，牠們是植物開花時授

粉的好幫手；授粉之後，花朵才能結出果實和

種子。但是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及化學殺蟲

劑的影響，蜂群大量死亡，也衝擊了許多農作

物的收成。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帶有感測器的蜂

箱，一旦發現蜂群有問題—例如感染疾病或

出現異常行為時，就會發出警報給養蜂人，盡

可能維護這些授粉者的健康。

9. 授粉大軍
除了蜜蜂，許多大自然的授粉者—例如

蝙蝠、蝴蝶和蛾類，族群數量都在減少。

工程師因此設計了會飛的微型機器人，希

望能解決授粉危機。只要設計好授粉程

式，然後載入一群「仿昆蟲無人機」，它

們就能在花叢中來去，為各種植物授粉，

讓需要授粉的農作物和其他植物能繼續繁

衍下去。

十大坨狗便便

可以點亮一盞路燈

約兩小時。

8. 魚皮保鮮膜
我們在準備魚類料理時，經常會刮除魚鱗、去除

魚皮，並將它們扔掉。但是這些魚類廢棄物其實

可以再利用，成為包裝食品的材料。有一種類似

保鮮膜的透明食品包裝膜，是用魚鱗、魚皮與藻

類混合製成的。塑膠保鮮膜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

被分解，這種魚皮保鮮膜則能夠和其他廚餘一起

做成堆肥，因此對於環境非常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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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出在哪裡？

據估計，地球上大約有900萬種生物，其中可能有100萬種正
瀕臨滅絕。有些生物滅絕是由於自然因素，但近年來愈來愈多

生物，是因為人類對生態系的破壞而瀕臨滅絕。

生態系有點像是絲絲相連的蜘蛛網—每一種生物對其他生物

都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想像有一棵樹：樹的葉子是昆蟲

的家，鳥類會吃昆蟲，但鳥的糞便可以幫助樹幹底部的真菌生

長，在樹根之間挖洞的獾以吃真菌維生⋯⋯像這樣的小型生態

系只要有任何部分遭到干擾，一切都會跟著改變！

如今，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正面臨危機，為了避免大規模的滅

絕，我們必須好好照顧環境以及環境中的每一種生物。

了不起的生物多樣性
地球上的生物多采多姿、生活在各式各樣的環境、有不同的特徵和習性⋯⋯

科學家將這稱為「生物多樣性」。數十億年來，生物和環境不斷相互影響，

也讓許多難題有了答案，例如「在酷熱的沙漠或嚴寒的北極該如何生存、繁

衍後代」，「該怎麼躲避掠食者、聰明的捕捉獵物」⋯⋯這些奇妙的生物適

應策略，讓我們學習到許多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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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樹海嘯

目前已知的動物和植物物種，大約有一半出現在雨林，包括罕見的箭毒蛙、

亞馬遜河豚和巨人捕鳥蛛。雨林不但可以吸收並儲存大量的碳、減緩全球暖

化，許多藥物更是來自於雨林中的植物。

亞馬遜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面積大約有670萬平方公里。由於亞馬遜
雨林非常大，雨林中的樹木甚至能在樹冠上方形成雲，幫自己製造雨水—

這也是雨林保持溼潤及涼爽的一大原因。不幸的是，亞馬遜雨林近年來遭到

大量砍伐，許多生物的棲息地受到破壞。更糟糕的是，亞馬遜雨林目前已經

逼近「臨界點」，一旦超出臨界點，就再也無法維持原本的潮溼氣候—雨

林可能會很快的退化，變成乾燥、炎熱的稀樹草原。

為了從根本解決問題，科學家研究，只有重新造林才能修復亞馬遜雨林受損

帶來的衝擊，同時解決影響更廣泛的氣候變遷問題。因此現在就必須停止砍

伐，開始種樹！雖然可能需要每年種植幾千萬棵樹才能恢復雨林生態系，但

只要有健康的雨林，就等於有了最綠色、最環保的「碳捕捉」科技。

目前有許多國家計畫播下更多種子來重建森林，例如巴基斯坦持續努力實踐

「樹海嘯」計畫，已經在三年內成功種植了10億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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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生化武器！ 

投彈甲蟲（俗稱放屁蟲）小小的身體裡，藏有特殊的化學物質和卓越的

生物工程結構，遇到危險時，可以從腹部末端射出熾熱的有毒液體，是

抵禦掠食者的厲害武器！科學家發現，牠們會將兩種不同的化學物質分

別儲藏在腹部的不同腔室；這兩種物質一旦混合，就會發生化學反應並

產生高溫，讓甲蟲噴出炙熱、有強烈臭味的霧氣。

科學家藉由模仿投彈甲蟲這種奇妙的機制，為氣喘病人設計新型的吸入

器，讓藥物可以更有效率的進入患者體內。此外，工程師也從投彈甲蟲

身上尋找設計滅火器的新點子—根據需要撲滅的火災類型，調整滅火

器噴出體積較大的液滴，還是綿密細緻的霧氣。

沙漠中的集水妙招

沐霧甲蟲生活在乾燥的納米比沙漠，牠們也成為新科技的靈感來源。為了

生存，沐霧甲蟲會從飄過沙丘的晨霧中收集水分—牠們會把尾部翹高、

用背部迎著風，利用翅膀上的特殊圓凸來收集氣流中微小的水滴，等到小

水滴凝聚成大水珠，就會沿著甲蟲背部的防水溝槽滑到甲蟲口中。工程師

正在嘗試模仿沐霧甲蟲的這種特殊構造，設計新型的「冷凝器」汲取空氣

中的水分，為炎熱潮溼的地區提供新的水源。

投彈甲蟲就算被蟾蜍

吞食，也能在蟾蜍的胃

裡噴射這種有毒的化學物

質，讓蟾蜍把牠們活生

生的吐出來！

大自然的妙招
雖然我們需要新策略來保護地球的生物多樣性，但只要探索生物世界的奧妙，

就能夠激發新創科技的好主意。巧妙的大自然早就為各種問題提供了解答！

從大自然汲取靈感、發展新科技的研究領域，稱為「仿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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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聰明的黏菌

黏菌不是植物或動物，也不是某種真菌，而是一大群看起來像黴

菌、黏糊糊的不同生物的統稱。有的黏菌是單細胞生物，卻能不斷

繁殖到綿延數平方公尺；雖然黏菌沒有大腦，但它們是在食物來源

之間尋找最佳途徑的專家。首先，黏菌會用臂狀、卷鬚般的結構延

伸出去探索周圍環境，然後找出通往食物之間最直接的路徑，再造

出一套網狀的養分輸送系統。

科學家曾經實驗，觀察黏菌是否能模擬日本的鐵路系統，用最有效

率的方式運輸。他們用燕麥粥的擺放位置來代表東京與周遭城市的

相對位置，並且用燕麥堆的大小來反映城市的人口數—人口愈密

集的，燕麥就愈多。令人驚訝的是，黏菌最後建構出來的食物運輸

網路，竟然和工程師花了許多年設計並建造的真實鐵路系統非常相

似！由此可見，下次需要發明高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時，或許可以

先請教黏菌！

科學家發現，黏菌

甚至可以完成迷宮

遊戲。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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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日用品的不平凡故事

嗨，我是梅狄，很感謝你挑了這本書！如
果你熱愛探險、關心地球，

而且正想了解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
是怎麼來的，我保證你會喜歡

接下來的旅程。

我一直對各種物品的製造過程很感興趣，
因此在過去幾年來，拜訪了許

多工廠、農場和工作坊，研究人們怎麼
製造日用品、尋找其中的祕訣。

我曾把我的發現在網路、電視上和大家
分享；現在，我想透過這本書告

訴你更多細節。

在探訪的過程中我體認到，我們所使用
、擁有的每一件日用品都有故事；

每一則故事都有它們的開頭、過程和結
尾，例如這件日用品的原料是什麼？怎

麼製

造？人們會怎麼使用它？用完之後呢？

這些日用品的故事對我們有深刻的意義
，因為它們每天都在影響我們身處的世

界。儘

管我們製造、使用和丟棄這些東西時，
不一定會想到這些故事，但是如果可以

認真的

想想它們是怎麼來的、對地球會造成什
麼影響……就算是最平凡的物品，也能

在轉眼

間變得不平凡。

從古至今，世界各地的人們用許多充滿創
意和關懷、令

人驚奇的方法，發明各式各樣的日用品。
這些故事非常

啟發人心，所以我迫不及待想在這本書裡
和大家分享。

我們即將展開一場橫跨世界各地的日用品
環保之旅！書

中提到的地點，有的我曾經到訪過，有
的還沒有；但

是透過這本書，我們可以一起環遊世界。
當你翻閱每一

頁，試著找找看，哪裡出現我的身影？

現在準備出發嘍！翻開下一頁，你可以在
世界地圖上看

到我們即將前往的地方。你想先從哪裡開
始呢？

願你時時保有好奇心！

如果能用象的糞便
來造紙，會怎麼樣呢？

如果可以讓火車飄浮
起來，會怎麼樣呢？

如果能用油煙來製造
墨水，會怎麼樣呢？

如果能把蜂巢做成
柵欄，會怎麼樣呢？

梅狄．莫特
（作者）

6

有趣的找找看

我喜歡在旅途中四處探
索、東張西望，發現更

多驚

喜。閱讀時，我也一樣
好奇能發現什麼！第53頁的

「尋寶索引圖鑑」會給
你線索，讓你知道書中

有哪

些小驚喜等待你搜尋和發
現。

了解 「愛地球」 的關鍵字
書中會反覆提到一些特別的詞彙，這些詞彙你或許聽過，但不一定熟悉。重要的是了解這些用詞，可以讓你更清楚該怎麼愛地球。本書第50～52頁有關於這些詞彙的解釋。

你也可以發揮創意

這些故事讓
我思考：有

的日用品

可以在家裡
自己做，或

是想辦法

改造再利用
。參考第46～49頁

的幾個點子
，說不定你

可以發明

自己喜歡、
能夠回收再

利用的新

奇玩意兒！

減量
回收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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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南美洲

中美洲

非洲30
海藻包裝
美國

24
太空3D

列印
美國

18
捕霧網
秘魯

26
生態磚
瓜地馬拉

28
永續 T 恤
英國

34
超級沙拉
英國

12
雷神麵包
冰島

14
獨木舟植物
玻里尼西亞

40
無肉漢堡
世界各地

36
蚯蚓茶
堆肥
世界各地

9

無論你住在喧囂的大城市、空曠的郊區，還是清靜的山邊，都需要

日用品！

但是你知道嗎？減少製造或使用日用品時對環境的衝擊，是非常重

要的事情。世界各地的人已經想出許多厲害的方法來減少地球的負

擔。這些發明的故事，一個比一個精采；這些故事發生的地方，標

示在下方的世界地圖裡。你想從哪裡開始？現在就啟程吧！

歐洲

非洲

亞洲

澳洲

22
蜜蜂圍籬
肯亞

32
萬里鞋
坦尚尼亞

10
象糞造紙
泰國

16
陶土杯
印度

44
神奇墨水
印度

20
風車牆
伊朗

42
磁浮列車
中國、日本

38
漂浮

垃圾桶
澳洲



你想過紙從哪裡來嗎？市面上大多數的紙張原料來自於木頭和回收的紙製品，其實

稻穀、椰子、回收的舊棉布……甚至象的糞便，都可以用來造紙！

這些原料有個共通點—都含有植物纖維。植物纖維像頭髮一樣纖細，但它們是支

撐植物形狀的基本構造。如果你剝開芭蕉葉或椰子殼，就會看到裡面有細線般的植

物纖維。

把這些植物纖維加入水、磨成糊狀，再把這一團混合物攤開、鋪平成薄片，等這層

薄片乾燥後，就會變成一張紙。

怎麼把糞便變成紙？
象的食物是植物，而且食量非常大。印度象每天大約有19個小時
在進食，一天可以吃下大約150公斤的食物（差不多和一頭成年
的大猩猩一樣重），其中大部分都是植物纖維。

不過，植物纖維很難消化，再加上象的消化系統並不好，只

能消化吃下食物的四分之一到一半，其中很多纖維會原封不

動的排泄出來。象吃很多，代表牠們排出的糞便也多— 一
天可以排便15至20次！那些含有大量植物纖維的糞便，可以好好
利用。

在泰國北方清邁的偏遠叢林裡，有一家用象糞造紙的工廠。這家工廠和

象群保護組織密切合作，因此有很多原料可以製造象糞紙。

象糞棚

象的糞便

樹皮 椰子 稻穀 芭蕉葉 植物纖維

你可能以為這些紙一定很臭，
不過象是只吃植物的草食動物，
所以牠們的糞便一點也不臭！

11

首先，為了除去蟲子和細菌，

必須清洗這些糞便……

把清洗過的糞便放

進大鍋子熬煮六小

時，軟化纖維……

然後在太陽下晒乾。

煮過的象糞放進攪碎機—類似打冰沙的機

器，放進去的所有東西都會被切碎，並且攪拌

成一團溼軟的糊狀物質，稱為紙漿。

接著將溼紙漿搓揉成蘋果

大小的圓球，每一球紙漿

可以做成一大張紙。

把紙漿在抄網上抹平、晾乾。

紙漿乾了之後，從抄網上

剝下來，一張紙做好了！

賣出這些紙張賺來的錢，會用來種植象的食物，例如

芭蕉葉；這樣一來，從原料到銷售構成永續的循環，

而且幾乎不會產生廢棄物。

搶救大樹！
用木材造紙需要砍很多樹。砍伐森林不但破壞生態環

境，還會加劇氣候變遷。雖然木纖維紙漿可以做出光滑

潔白的紙，但是筆記、塗鴉或做美勞……並不需要完美

無瑕的紙，何不利用廢棄物（例如象糞）取代木材呢？

攪碎機
食用色素（染色用）

抄網

托盤

清水和
象糞纖維

清洗桶

紙漿球

想知道怎麼自製
再生紙嗎？翻到
本書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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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食物是在工廠裡製造，再運送到

世界各地，過程會消耗很多能源。不

過，我們不是非這樣不可……例如，你

知道冰凍的湖岸邊也能烘焙麵包嗎？

在冰島的勞加瓦騰小鎮，當地人用

奇特的方法烘焙麵包已經超過100年
―這種傳統的冰島裸麥麵包是靠溫

泉加熱、烘焙的！

溫泉怎麼烤麵包？
麵包師傅得離開舒適的家，鼓起勇氣、冒著嚴寒外出。他們會帶

著一把鏟子和裝滿麵糰的鍋子，費力的繞著冰凍的湖岸，直到找

到冒著熱煙的溫泉蒸氣出口。接著師傅會把耳朵貼近沙地，傾聽

溫泉輕柔的冒泡聲。

麵包師傅在冒著熱氣的位置，挖出一個深約30
公分的洞，滾燙的溫泉會迅速填滿這個洞……

接著把裝了麵糰的鍋子放進這個天然

的烤爐裡，然後用沙子覆蓋。

把鍋子留在沙洞裡烤24小時再拿出來……
香噴噴的冰島麵包出爐了！

蒸氣

溫泉
鍋子

沙地

老奶奶的
裸麥麵包食譜

材料：
4杯裸麥粉	

2杯中筋麵粉

2杯糖	
1撮鹽

4茶匙泡打粉	 1.2公升牛奶

步驟：
1.在金屬鍋裡塗上奶油。

2.把所有的材料放進大碗裡攪拌均勻。

3.把混合好的材料倒進金屬鍋裡，蓋上鍋蓋。

4.用鋁箔封好鍋子與鍋蓋間的縫隙。

5.把密封的鍋子埋進沙裡30公分深，上面放顆石頭標示位置。

6.利用溫泉的熱烘焙24小時。

7.挖出鍋子，將鍋子放進冰冷的湖水中冷卻。

8.把烘烤完成的麵包從鍋子裡拿出來。

9.把麵包切片，趁熱夾著奶油和煙燻鯡魚片一起吃。

來自冰島的阿嬤

13

溫泉是什麼？

當水分滲入地底深處，被滾燙、熔融狀態的岩石（稱作岩漿）加熱，再沿著地殼

的裂隙上升到地表，就形成溫泉；熱到冒泡的溫泉可以高達100℃。地球從表面到
中心分成很多層――有點類似蛋糕；最外面的堅硬表層稱為地殼，岩漿層就在地

殼下方。

冰島正好位於板塊交界，所以有很多溫泉。來自地殼下方、自然產

生的熱稱為地熱，地熱是一種再生能源。

熱門話題
幾百年來，冰島人利用地熱烹煮食物、燒洗澡水，為室內提供暖氣……

直到近代因為工程技術的進步，人們開始用地熱發電。冰島人用地熱產

生的電來供應溫室，一整年都可以種植水果—例如番茄。因此地熱是

非常有發展潛力的再生能源。

地球的最外層是地殼，
我們住在地殼上。 地殼分裂成好幾片緩慢移動的大

岩塊，稱為板塊。所有板塊的邊
緣可以互相嵌合，就像是星球尺
寸的立體拼圖！在不同板塊相接
的位置，通常有溫泉和火山。地函位在地殼下方，含有岩漿

──也就是炙熱、熔融的岩石，
會像熔化的塑膠一樣流動。

地函下方是液態的地層，
稱為外核。

地球的中心、也就是地層最
深處稱為內核，是地球最熱
的地方，溫度超過5000℃！

當岩漿由地函向上湧，有時
會在接近地表的位置形成岩
漿庫。將地下水加熱形成溫
泉的，就是這些岩漿庫。

冰島人把他們獨特的傳統裸麥麵包暱稱為
「雷神麵包」，因為據說吃太多的話，
屁股會發出巨大的雷鳴……噗！
又有人說這個暱稱來自於北歐神
話，因為裸麥麵包是雷神節
獻祭的供品。在傳統的維
京文化中，雷神節是為雷
神索爾舉辦的冬季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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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植物跟著人們展開海上航程的歷史，已經超過千年了嗎？大約在1700年
前，玻里尼西亞人就搭乘手工打造的獨木舟，開啟海上發現之旅。

他們會帶著「獨木舟植物」工具包—包含常吃或常用的植物種子、切下的枝條

等；當玻里尼西亞人抵達新發現的島嶼，就可以利用工具包種植需要的植物。

直到今天，植物仍然是人類最重要、賴以維生的資源之一。我們不只吃植物，連

製藥、建築、包裝物品……各種用途都需要植物！

葫蘆
這些果皮很厚的瓜類不但

可以吃，將瓤挖空之後乾燥，

還能盛裝水等液體。在葫蘆的

外皮上雕刻或裝飾，裡面裝種

子、沙粒或小石頭，就變成可

以發出沙沙聲的樂器。

各種「獨木
舟植物」

種子

植物的枝條

獨木舟

竹子
竹子質地輕盈卻很強

韌，而且是地球上生長

最快的植物。有些品種

的竹子可以在24小時內
長高1公尺！因此，需
要快速搭蓋建築物

時，竹子是很適

合的材料。

紅球薑
紅球薑會分泌透明、帶有

泡沫的黏液，可以當作洗髮精！

薑黃
薑黃的鮮橙色地下莖稱為根

莖—是一種外觀像根的「變態

莖」，既可以當烹調用的辛香料，

也是衣服等布製品的天然染料。 取自果肉：

取自樹汁：
  椰花蜜糖    （椰糖）

取自椰子水：
加工成果凍狀、
有甜味的「椰果」

取自莖的內部：

取自樹葉：

取自莖和樹枝：

取自木材：

取自樹根：

離不開植物的家
建造上面這間小屋的所有材料全部來自同一種植物，

你相信嗎？這種植物就是椰子樹！對古時候的玻里尼

西亞人來說，椰子樹是非常重要的「獨木舟植物」。

椰子樹的用處實在太多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們仍

在利用它製造各式各樣的日用品。

試試看，你在這張圖中可以找到多少種用椰子樹做成的

物品？如果我們多多利用天然資源來做日用品，是不是

就能減少生產塑膠，也會減少很多汙染呢？

牆

屋頂

取自椰殼： 牙刷
漱口水

染料

洗髮精

椰子油
椰漿

椰子粉

杯

建材

草蓆

籃子

俗稱「椰子樹心」
的蔬菜

護脣膏

碗

生火

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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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用塑膠杯喝飲料，喝完不是隨手扔了，就是丟進垃圾桶，很少會

將杯子回收。但是如果你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路旁喝印度香料奶茶，可能

會拿到一種手工製的陶杯，裝著這種甜中帶辣的茶。

當你正在享用這種風味特殊的溫熱飲品時，一旁可能出現這種景

象—身旁的人把喝完的空杯子往地上砸，杯子瞬間成了一堆碎

片……這個舉動看似浪費，但比起用過即丟的塑膠杯，其實對環

境更加友善。

加爾各答的茶杯
喝茶是印度人的生活大事。許多印度人幾乎每

天都在路邊的小攤喝茶好幾次；既然喝茶的次

數這麼多，茶杯的消耗量肯定很驚人。加爾各

答是印度少數仍在使用陶杯販售茶飲的地方，

這些茶杯都是由當地陶工捏塑的。

陶杯是怎麼做的？
加爾各答的陶窯通常由家族經營。做杯子的黏土來自胡格

利河……水位變低時，人們會從河床挖出黏土……

然後用船或貨車將這些

黏土運送到都市。

天然辛香料調製

印度奶茶

牛奶

紅茶

肉桂

薑

 糖
（或甜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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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工人將這些帶砂的黏土反

覆踩踏、擠壓，直到變得柔軟光

滑、容易捏塑。

剛捏好的杯子還很溼，

必須在陽光下晒乾。

接著將杯子放進窯裡燒製。在

高溫作用下，杯子會變得堅硬

並且呈現褐色。

每天早晨，做好的杯子被送到加爾各答街上的

數千個茶攤，迎接忙碌的一天。這些杯子盛

裝香甜的印度奶茶，然後被扔在地上砸碎；接

著再隨落下的雨水慢慢化為泥土，被沖刷到河

裡，回到原本的地方。

陶杯能解決什麼問題？
因為陶杯是用天然材料做成的，很容易風化。目前世界各地

都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的塑膠杯，光是在英國，一年會扔掉25
億個塑膠杯（2022年，臺灣用掉40億個飲料杯）。塑膠非常
不容易風化，需要至少數百年才會分解，所以我們必須積極

尋找塑膠的替代品。

陶匠將整團黏土放在轉盤上，一邊旋轉黏

土、一邊捏塑出杯子的形狀。手藝純熟的陶

匠動作很快，一天可以捏出四千個杯子。

陶窯

陶匠的轉盤

胡格利河

乾燥中的杯子

印度的傳統陶杯是一種古
老的技藝，需要一代接一
代傳承。既然不是每個地
方都有勤奮又熟練的陶
匠能做出大量好用的陶
杯，我們還能用什麼取
代塑膠杯呢？最簡單的
方式，就是自己隨身攜帶

可以重複使用的
杯子或瓶子，就
能減少塑膠垃
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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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在沙漠裡尋找水源？秘魯的首都利馬就像沙漠，降雨量很低，但是附近的

高山經常有濃厚、沉重的霧氣籠罩。水是所有生物必需的生存資源，為了解決雨

量不足的問題，秘魯人想到一個好辦法，從天空收集珍貴的水—稱為捕霧術。

霧是什麼？
霧的組成就像雲，不過霧不是飄在高空中，而是貼近地面。當陽光加熱地面的

水，部分的水會蒸發—從液態變成看不見的氣體，稱為水蒸氣。當水蒸氣上

升，遇到冷空氣後降溫，會變回液態，形成微小的水滴—這個過程稱為凝結。

當這些微小的水滴以空氣中的塵埃為核心，慢慢聚集成較大的水滴，就成為我們

看得見的雲或霧。（雲或霧雖然看起來虛無縹緲，但是如果你穿過一片雲霧，身

上會變得溼答答。）

珍貴的水資源 
你覺得口渴時，通常不難找到飲水機或乾淨的飲用水。但對於生活在世

界最貧窮地區的人來說，這麼輕而易舉的事，卻是奢侈的夢想！你可能

會想：地球上四分之三的面積覆蓋著水，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肯定

有足夠的水讓所有人使用才對。但其實地球表面大部分的水是海水，不

能直接用來飲用、烹調、洗滌和灌溉。所以雖然聽起來難以置信，但事

實就是—水真的不夠用！

在利馬市的郊區，大約有兩百萬居民沒有自來水可用，再加上當地的降

雨量和淡水嚴重不足，他們必須發揮創意才能找到足夠的水。

霧氣

捕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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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霧網怎麼捕捉水？
捕霧網是一張巨大的細目網，懸掛在多霧的山區；看起來

就像一張巨人用的排球網！

起風時，霧被推過網子，細小

的網目就會將空氣中的小水

滴留在網子上。

愈來愈多小水滴聚集在網

目上，水滴會變得愈來愈

大、愈來愈重。

大水滴沿著網格 
向下滴落， 

流進由管子做成的 
集水通道，

最後流進儲水桶裡。如果天氣條件適合，
利馬市的一張捕霧網一天可以

收集到將近400公升的水 ─ 大約
是我們泡澡五次用掉的水量。

附近的家庭會共用捕霧網收集來的

水。他們將部分的水過濾後成為飲

用水，其餘的水用來種植作物、沐

浴、洗滌碗盤等。

希望有一天，有更多家庭能夠接上

自來水供水系統—只要打開水龍頭，

就能直接取用乾淨的淡水。但是在那一天來臨

之前，當地人還需要更多像捕霧網這樣的好點子

來收集水資源。

儲水桶

集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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