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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老樹

談國內綠美化管理之通病

張豐年

原本雄偉之澤民老樟樹 台中縣后里鄉月眉村

澤民老樟樹衰敗中 台中縣后里鄉月眉村 澤民老樟為何衰敗？ 大環境之改變 台中縣后里鄉月眉村

澤民老樟何以衰敗？立地環境之改變 台中縣后里鄉月眉村

衰敗中之澤民老樟
台中縣后里鄉月眉村

有必要如此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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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厲、不搞死誓不休
台中縣后里鄉澤民老樟

遭特別照顧反遭殃
衰敗中之五福臨門老樟樹 台中縣石岡鄉

衰敗中之五福臨門老樟 大環境之改變 台中縣石岡鄉 衰敗中之五福臨門老樟
台中縣石岡鄉

衰敗中之五福臨門老樟
台中縣石岡鄉

有必要支撐？

有必要植草花？

老樹之危機
加速凋零 無以為繼

人為因素

‧不得要領之保
護或行銷計畫

‧無止境之開發
–不當之移植

‧生育地受限
–鋪水泥、柏油

‧不當之修剪

‧蓄意之破壞

自然因素

‧依附植物破壞
–寄生

–纏勒

‧病蟲害

‧自然災害
–風損

–雷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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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老樹生生不息

1. 儘量減低各種經建開發

2. 拒絕打著「空間改善、旅遊、行
銷、城鄉新風貌」等招牌，實則為
「消耗預算」之各種工事

3. 矯正不利於生存之各種「人為」或
「自然」因素

4. 照顧好現存中、青層之各種樹木

大肆移植之慘重後果

樹屍累累

如同樹木之墳場

台中市環中路高架橋下

台中市柳川旁綠園道

昂貴之救助設施無濟於事

集集樟樹綠色隧道

• 氧氣筒之功效有如曇花一現
• 打掉柏油鋪面可立竿見影

國內綠美化之困境

1. 農業科技進步不斷，綠美化成果卻每況
愈下---量增質減

2. 問題出在公部門根本就不尊重植物生命
– 工程取向，目的在消耗預算、擴大內需

3. 無限上綱安全---但卻選擇性地執法
– 採負面思維，對颱風帶來之折損反應過

度，飲鴆止渴般地大肆修剪
– 對不適修剪危及「樹木健康」及「公共安

全」之問題卻視若無睹

4. 迄未檢討「專業盲點」在哪
– 中央、地方一再重複同樣之錯誤
– 學界自省或發出預警之聲音不足

危樹充斥台中公園
明顯的危樹

大家視若無睹

不知誰會第一個遭殃？

高雄市「城市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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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處處有危樹

卻被視若無睹

台中市協和國小

豐原市合作國小

為何到處充滿危樹？

1. 居民咨意破壞

2. 官方維護管理不善
– 為消耗預算而為

– 缺乏整體、長遠考量

3. 結果：
– 植栽結構改變、失衡

– 染上各種急、慢性病

人為破壞

士林官邸 舊台大醫院

大坑頭嵙山 潭子鄉

台中市復興路

七期重劃區

講解摘要

• 綠美化之環境功能

• 植栽生長之困境
– 民眾破壞

– 維護管理不善

• 如何做好修剪

• 如何改變傳統防颱思維

• 如何與植栽共存

楓香 陽明山

環境功能之多寡主決於樹冠之大小
綠色隧道—空間之有效利用

環境與社經功能兼具 雲林古坑綠色隧道 9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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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民間之迫害---各式異物加身 天乾物燥到處燃燒 中二高大雅清水段

為消化預算而再度施工
豐原市中興路

台中市五權西路

有法不執，放任燈飾危及植栽健康

燈飾規格合乎標準者難覓

台中市大墩路

校園予學子之錯誤示範---砍頭式之修剪

豐原市合作國小 豐原市合作國小

豐原市合作國小台中縣神岡鄉岸里國小

綠化徒勞無功 中市南屯文山垃圾掩埋場

原因：
1. 為時尚短，覆土太薄，沼氣橫生，重金屬毒物仍存。
2. 地勢變高，易受風害。
3. 栽植不適之樹種。
4. 根球太小，固定不得要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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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燒坡地，全面改植山櫻
賞櫻重要，抑或水土保持重要？

台中縣新社鄉
坡
陡
山
路
之
水
保
經
得
起
砍
、
燒
大
樹
，
改
植
山
櫻
？

台
中
縣
新
社
鄉

選舉是一時的，有必要如此修剪？

豐原市圓環西路
綠美化之通病（I）

1. 規劃設計不良
– 未考慮整體環境

– 地底充滿垃圾雜物

– 植穴過小

– 樹種選擇不適

2. 苗木品質低落
– 過於細長瘦弱

– 根球過小

– 塑膠綁繩或容器未除
‧ 勒痕成結構上弱點

‧ 病蟲害伺機而入

到處廢棄物墊底
施工中之公園綠地

豐原軟埤坑河濱公園

豐原軟埤坑河濱公園

中市七期重劃區

台中市大容西街

植穴過小
復被

柏油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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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多作怪---過多之不透水鋪面 台中公園 苗木嚴重之通病：根球過小，塑膠綁繩未除

塑膠勒痕成結構上弱點---風來應聲而倒 苗木過於細長、弱不禁風

台中市西屯區大容西街

蒲葵葉扇遭長期綑綁
後遺腐心症 台中市文心路 綠美化之通病（II）

3. 固定不得要領
– 力學上無法發揮護持作用

– 勒痕成結構上弱點

4. 過度修剪-衍生一大堆後遺症
– 遷就商家之廣告招牌

– 藉口減低颱風之折損

– 消除行道阻礙

5. 未適度施肥，營養不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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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之
固
定

三
槍
牌

不
穩
之
固
定
，
但
採
用
特
多

固定必須合乎要領
固定不得要領

北二高

台中市崇德路

反加重負擔

固定支架造成傷害

該移未移
該鬆綁未鬆綁

台中市八二三砲戰紀念公園

先
受
其
害

未
得
其
利

各式修剪具後遺症卻乏人注意

1. 疏枝
‧ 回復自然之結構？

‧ 較合理之修剪方式

2. 大平頭式
‧ 導致矮化、幹化、細枝化、細根化

‧ 後遺症與修剪之強度成正比

3. 落枝
‧ 追高失衡

4. 切口易於續發各種感染

台北市承德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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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枝追高 台中市惠文路

修剪實務之通病

1. 一味「落枝到底」
無止境之追高

2. 反覆「落枝--大平頭修剪」
不斷追高趕低
前後互為矛盾
惡性循環不已
最常見之修剪方式

3. 該剪不剪，不該剪處卻拚命剪
剪掉健康枝，留下腐朽枝
腐朽枝可隨時斷落，傷及行人

落枝追高

攔腰截斷以趕低

台中市行道樹之修剪
陷入

「追高、趕低、衰弱」之惡性循環

1. 落枝→追高
– 重心上移→易於折損

2. 截頂→趕低
– 再生枝葉橫向生長→碰觸玻璃窗戶

→阻擋廣告招牌

– 根部受損→倒伏

– 病蟲害叢生→病弱衰敗→折損倒伏

危險死株該移卻不移，健株不該剪卻拚命剪

中興新村

過度修剪之隱因

1. 園藝審美觀凌駕生態環境考量

2. 屈就防颱之負面思維
– 以「樹大招風」為藉口

3. 僵化要求主幹淨空之高度
– 車道四米

– 人行道三米

4. 商家不允廣告招牌被擋

5. 傳統之風水觀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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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招牌至上–擋我者亡 台中市黎明路 僵化之修剪導致植栽上下左右失衡
主幹四米以下有必要完全淨空？

台中市崇德路

亟待提升專業說服力以消弭每年要求修剪之聲浪

榕樹陰森，駐有陰神，易生蚊蟲
颱風時易折枝，危及建物
枯枝掉落形同不定時炸彈
修剪促生新芽才算漂亮
夜晚陰暗，易致車禍或搶劫 台中市大容東街

似是而非之理由：

除非觀念能扭正，否則要求剪樹之壓力難以遏止
樹與建物能和諧共存之案例

東海大學

工具進步
帶來

植栽之浩劫

豐原市西安街

台中市國立體育學院

「變相之永續經營」 此次之修剪乃在收拾前次修剪留下「密不通風」之

後遺症，而今日之修剪又製造同樣之問題，留待下次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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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修剪留下之一筆爛賬，誰有本事將其結構回復正常 台中市崇德路垂榕

落枝--製造衰弱
殺雞拔毛式之修剪

台中市崇德路

台中市文心路

台中縣豐原市富春國小

有可能教導學子
愛護生態環境？

學校說一套、做一套
錯誤之示範

樹木與人無異，亦會流血，亦會哭泣，受害卻無處可逃
台中縣神岡鄉岸裡國小

不斷修剪、續發感染--造成傷痕累累、樹勢衰弱
台中市英才公園

垂榕遭過度修剪最後難逃一死 台中市大容東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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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忌殺雞拔毛式之修剪

「必須及早塑造樹型」之園藝教條值得批判
樹冠高度至少應保留達株高之一半

國立台中高農實習農場前

種
對
小
苗
卻
修
錯
樹

終於折斷二段樹

切忌修剪製造上下左右失衡

印度紫檀

台中市崇德路

再
生
於
對
側
底
下
，
應
予
保
留
，
卻
又
修
掉

終
於
不
支
從
主
幹
折
斷

圖以修剪減低風損之作法亟待矯正

1. 樹大未必招風---造成植栽折損之決定性因素為
風力大小與植株之力學結構、材質是否完整，
即有無失衡、朽腐，與樹幅之大小無關。

2. 為防折損平常該做者為加強病弱株之照護，除
非枯病或危險枝，颱風季節前不宜修剪。

3. 圖以修剪減低樹木受風之負荷不僅不能減少風
損，反常導致與生俱來之御風機制產生破綻，
招致更大之折損，得不償失。

4. 大幅修剪造成之環境功能損失與植栽之傷害常
大於颱風帶來之折損：

– 景觀頓失、熱天額外耗費能源、噪音無阻隔

修剪之目的

1. 調整結構

– 讓失衡之結構回復均衡

2. 去除阻礙或危害

– 阻礙居民活動或車行

– 危及人為裝置或設施

– 病蟲害枝、危險枝

3. 滿足景觀之需求（美容性）

修剪之適應情形
去除車行阻礙 去除枯病、危險枝

衰敗中之樟樹綠色隧道

台北市敦化南路

如何避免濫剪？

1. 強制大車走中間車道
2. 路標以支架置於道路

中間高處
3.   彈性調整路燈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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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株、老樹何者為佳？
有必要躍過成長過程揠苗助長？

如同兒童之成長需父母不斷之痾護，伴隨植栽
成長過程而帶來之種種
不便需多加包涵。

一
、
二
十
年
？

底下空間可充分利用擁擠不堪

引自 “ Trees In Urban Design ” Henry F. Arnold， 2nd edition

修 剪要領

1. 儘量少修剪
– 修底下，不輕易剪樹頂

– 修細枝，不輕易剪粗枝

– 修周邊，不輕易剪主枝

2. 定型無阻礙之植栽，不再予修剪

3. 區辨蘗芽或再生芽，並決定保留至何程
度

4. 保留樹冠高度至少為株高之一半

5. 常規、快速、局部、小幅修剪，取代偷
懶（圖一勞永逸）之大幅修剪

颱風本質之探討

1. 颱風是台島生態法則之一

2. 颱風無異於天剪，勢無可擋且無須
付費，值得善加利用

3. 颱風之掃蕩無異於天擇，具公平、
威權與終極性，只能逆來順受，無
從挑戰起

4. 颱風之空檔期讓萬物能自我止痛療
傷，未絕人之路

影響颱風災害之因素

1. 颱風之強度及風向

2. 地形及建物之影響

3. 植栽本身結構之改變及病變

力學上是否穩定？

材質是否脆弱？

4. 孤立或集體御風

5. 骨牌效應

建物是否會倒塌？

不在於高大
而在於結構是否完整堅固

台中市三越百貨公司

樹是否會被風扳倒？

不在於高大茂盛
在於材質是否腐朽或結構失衡

認清剃頭樹易衰敗，無風亦可自倒

台中市西屯區大容東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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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頭修剪製造危木
枯枝形同不定時炸彈

可隨時掉落
國家賠償之適用對象

台中市西屯區大容東西街垂榕綠色隧道

校園潛藏危機
大幅修剪製造枯病危險枝

台中市協和國小

集體御風：樹保護建物，建物保護樹
台中市大容東西街垂榕綠色隧道

誤解必須澄清：行道樹是街頭擋風之第一線戰士，非危險製造者

台中市公益路

狂飆最危險之廣告招牌
被行道樹擋住

台中市惠文路

若無黑板樹阻擋，玻璃門窗直接面對強風及廣告招牌之威脅

與老樹共存數十年 居民無懼無悔
台中市水源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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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樹群--日據時代舊宿舍
台中市樂群街

老樹--日據時代舊宿舍 台中市樂群街

台中市西屯區
大容東西街垂榕綠色隧道

為什麼行道樹折枝
造成之傷害

通常不至於太大？

理由在於枝葉鬆軟並隨風
飄浮可減低碰撞之力道

台中市何南路

颱風來襲時單株之存活策略
棄枝保幹

颱風來襲時之存活策略---棄葉保枝

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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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風性最差樹種
艷紫荊

台中生活圈四號道路

泰利颱風後

本土樹種
無懼颱風

樟樹

台灣欒樹

外來樹種
弱不禁風

違反自然之樹型
（右側）

重心高--搖搖欲墜

自然樹型與風力

天衣無縫之配合

台中市市政路

危樹衰弱且重心上移易遭扳倒

樹冠高度至少應有株高之一半

骨牌效應
終端防風機制遭破壞
越修剪折損越厲害

台中市崇德路
越疏枝折損越厲害

台中市科博館前

枝葉100%

剩40%

剩20%

颱風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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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損之配套措施

1. 颱風季節之補強措施
– 加強固定

– 淘汰弱病株

2. 應避免大幅修剪
– 修剪僅限於常規性

– 特別針對枯病、危險枝

3. 以專業說服無理取鬧
– 防風損首在栽培健壯之植株

4. 成立防颱基金
– 補償居民之損失

樹頭若站得穩，那怕樹尾做風颱
根部異物未除，焉能不倒

台中縣豐原市葫蘆墩河濱公園

亟待培養專業能力，認知何者是真正之危險？ 台中榮總

台中公園泰利颱風後

衰弱之植栽
颱風時

難逃折損之宿命

及早找出危樹，付諸行動，尚有起死回生之可能

台中市中山公園

該採取果斷行動：
豎立警告標示
定期或長期圈圍，避免踐踏
確定診斷，解決病蟲害
觀察、決定有無移除必要

傳統觀念
必須重新調整

景觀第一？

讓肉眼決定喜好？

中興新村

園藝造景
潛藏甚多缺點

易罹病蟲害
環境功能打折

台中市大容西街藝術傳家堡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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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忘了還有鳥類、昆蟲等還要活下去

小葉欖仁 台中市崇德路

鷺絲林夜景

中市中港交流道

護岸長上原生植物錯嗎？

是保護抑或破壞？

工事有必要？

台中市大容西街

要不要保留？

無心插柳，柳成蔭

台中市七期重劃區閒置地

不請自來者要不要讓他活下去？台中市中港路分隔島

綠美化之永續經營

1. 重新檢討過時之園藝教條

– 合乎生態之管理事半功倍

2. 認知並克服理論與實務之脫節

– 瞭解地體、植栽、生態之獨特性

– 不斷之追蹤、觀摩、經驗交流

3. 教育宣導

– 以公益社團如環保團體等為後盾

– 化解來自民眾與民代之不當壓力

結語一：

重新思考傳統之園藝教條

1. 草地是綠美化之第一生命？
– 環境功能有限

2. 植栽越修剪越漂亮？
– 反招致病蟲害

3. 必須及早塑造樹形？
– 不斷之疏枝，追高失衡

結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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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綠美化之經營原則

• 師法自然
– 相信植物自有生長、
止痛療傷之智慧

– 勿咨意修剪改變結構

• 平衡原則
– 就都市與山野之不同
而處理

• 防颱原則
– 探討、解決風害之根
本原因

– 摒棄大幅修剪

• 經濟原則
– 避免為消耗預算而栽
植或修剪

– 有效利用颱風之天剪

結語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