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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宣導週：九年級科系介紹(輔) 

■八年級性向測驗開始施測(輔) 

■七年級正確用藥宣導：12/11(三)6.7節 

■本校管樂團參加桃園市學生音樂比賽：打擊合   

  奏項目：12/11(三) 

■九年級試模擬前置作業：超額比敘項目積分資 

  料建立，校正期為 12/16-12/17 

 

 

 

第 15週整潔比賽成績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第 1名 713 804.815.816 901.905 
907.914 

第 2名 714.708 809 904.910 

第 3名 710 802.813.814 - 

第 15週秩序比賽成績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第 1名 705 804.815.816 913 

第 2名 708.710 
712.714 

802.813 
814.818 

907.911 

第 3名 715 - 901.905 

 

 

 

護鯨就是固碳 
    就拯救地球能力而言，一條鯨魚可抵幾千棵

樹。要如何減碳？1找到減少大氣中 CO2或減少

它對全球均溫影響方法；2將固碳技術付諸實踐。 

    許多解決方案複雜、成效有限且昂貴，如直

接從空氣中捕獲碳並將其埋在地球深處等。但其

實還有個解決方案既不需高深技術且有效經濟。 

    這個方案出乎意料的簡單---就是增加全球

鯨魚的數量。海洋生物學家最近發現，大體型鯨

魚碳捕獲潛力令人驚嘆。牠 

們終其一生不停在體內累積 

碳，死後沉入海底。 

但遺憾的是，數十年的 

工業化捕鯨，讓鯨魚總數量 

不及以前的 1/4。藍鯨，更是只剩下過去的 3％。 

鯨魚的影響力 

有鯨魚的地方就有浮游植物。這些微小的生物   

  捕獲 370億公噸的 CO2(佔所產生的 CO2總量   

  的 40%)，產生大氣中 50%的氧氣。 

相當於 1.7兆棵樹、四個亞馬遜森林。浮游植 

  物越多，碳捕獲量就越多。 

鯨魚無論到哪裡都能使浮游植物倍數增加，原 

  因是鯨魚的排遺含有各種浮游植物生存所需 

  物質，尤其是鐵和氮。 

鯨的碳捕獲潛力令人驚嘆。牠們終其一生不停 

  在體內累積碳，死後沉入海底。每條大鯨平均 

  吸收 33噸 CO2，並將這些碳存放數百年之久。 

  相對地，一棵樹每年僅吸收 48磅的 CO2。 

護鯨可以顯著增加碳捕獲量。 

    如果能讓鯨魚恢復到工業捕鯨前 500萬(目

前約 130萬)的量，將大大增加海洋中浮游植物

量和每年浮游植物捕獲的碳量。只要讓浮游植物

生產力提高 1％，每年就可以多捕獲數億噸的

CO2，相當於突然長出 20億棵成熟樹木，更別說

鯨魚平均壽命超過 60年所能產生的影響。 

    儘管捕鯨已大幅減少，但鯨魚仍面臨嚴重的

生存威脅：船舶撞擊、漁網纏繞、海洋塑膠廢棄

物和噪音。 

    加強保護鯨魚免受人為威脅，對人類、地球

乃至鯨魚自身都有好處。 

 
有這５樣東西，你會滿意你的人生節錄於天下雜誌  

以下這五件事做得好，可以提升人生滿意度的： 

一、朋友 

    有很多好友的人，對生活滿意度 

比沒有的人高，樂觀程度也高 23%。 

二、宗教信仰 

    無論你信什麼教，你都會比較快樂。原因是，

宗教團體裡的伙伴，會給你歸屬感和支持。 

三、有故事的人生 

    研究發現，生命有沒有意義，取決於我們有沒

有關於自己的人生故事可說。假如你可以把這些故

事用文字寫下來，那麼你的快樂程度，會提高 10%，

而且對未來樂觀的程度，會提高 17%。 

四、有目標 

    有目標的人，對生活滿意度較高 

，對自己的看法持正面態度的程度也 

高 26%。對某件事有熱情的人，則是 

在所有跟態度正面有關的心理指標，得分都比較高。 

五、不斷進步 

    能夠朝自己相信的事情前進，生活滿意度會比

較高。根據研究，40歲以上的人，能夠找出自己的

觀點或行為，在過去幾個月內，至少有一項正面改

變，則覺得未來是有希望的比率，會高出 8%。 

   

 

 

 

 

電子煙                   
    近來，青少抽電子煙有逐年上升趨勢，起因於

電子煙便宜、容易取得、口味多樣且新潮，激起青

少年好奇心，並想進一步嘗試的心理。 

    電子煙真的無害嗎？NO！其實： 

1.含具成癮性的尼古丁，會對青少年仍在發育的大 

  腦產生不良影響 

2.許多電子煙的金屬裝置含鉛、砷和錳，可能會對 

  吸食者的神經系統產生危害 

3.電子煙會讓使用者暴露在更多微粒和毒素的環境 

  ，這些微粒和毒素會破壞心血管系統和肺臟 

4.電子煙產生的氣體中含有會增加致癌風險的甲醛 

  及高濃度的有毒金屬；不同口味的調味劑則含有 

  傷害肺臟的丁二酮 

5.不法商人可能會在電子煙中加料(毒品)販售 

6.(國外)已經發生多起電子煙爆炸的案例 

7.網路上販售的「維他命棒」、「發煙蒸氣果汁」、 

  「電子發霧器」其實-都是電子煙的變身 

 

 

 

 

 

 

 

 

 

 

 

 

 

 

 

 

 

  

 
菸害防制-別讓加味菸成就你(你)的「走味人生」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菸草每年使 700多萬人失去生命 

，其中有 600多萬人係直接使用菸草，89萬人屬接觸二手

菸霧之非吸菸者。整體而言，平均不到 5秒就有 1人因菸

害死亡。臺灣，每年約有 2萬 5千名死於吸菸近 3,000名

死於二手菸害，平均 20分鐘就有 1人因菸害而失去生命。 

   為有效控制菸害問題，我國自 86年開始實施菸害防制

法，訂定禁菸場所、菸業與販賣者管理、戒菸、教育、廣

告等規範，至 91年菸酒稅法實施，開徵菸品健康福利捐(菸

捐)，始有經費「專款專用」挹注菸害防制工作推動。 

    經逐年推動，成人吸菸率從 97年的 21.9%下降至 107

年的 13.0%，降幅達 4成；青少年吸菸率在國中學生部分，

由 97年 7.8%降至 107年的 2.8%，降幅超過 6成；高中職

部分，由 96年 14.8%降至 107年的 8.0%，超過 4成降幅。    

    雖然吸菸率有下降的趨勢，但新興菸品的興起，已成

為我國未來菸害防制重大議題。107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

查發現，國中、高中職學生電子煙吸食率分別為 1.9%與

3.4%，推估有超過 3.8萬青少年正使用電子煙，顯見這些

設計新潮、酷炫，又與科技、電子產品結合的新興菸品，

正吸引年輕族群使用；但多數電子煙含尼古丁易致成癮，

更有爆炸、致癌等風險。此外，臺灣每 10個青少年吸菸者

中就有 4個使用加味菸(國中 37.5%、高中職 40.7%)，而女

性的使用率高於男性。這些包裹糖衣的毒藥吸引青少年、

女性接觸或誤以為加味菸較無危害而持續吸菸，導致成癮。 

    為保護兒童青少年免於菸害，政府積極推動《菸害防

制法》修法，加強電子煙管制、禁止加味菸、擴大禁菸公

共場所範圍等，並提升國人菸害健康識能。 

 菸害防制法對電子煙之罰則 
 

 

 

 

 

 

 

 

 

 

 

 

 

 

 

 

 

 

 

 

 

 

 

 

 

 

 

 

 

 

 

 

 

 

校校校務務務報報報導導導   

健健健康康康加加加油油油站站站   

輔輔輔導導導教教教育育育專專專欄欄欄   少少少年年年法法法律律律專專專欄欄欄   

環環境境教教育育    

榮榮譽譽榜榜  

CO2 

https://www.lung.org/about-us/blog/2016/07/popcorn-lung-risk-ecigs.html?referrer=https://www.goog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