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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一、目的 

  本手冊旨在為本縣各級學校校園樹木的修剪、移植及移除提供詳細的注意事

項和操作指導。目的是協助學校管理人員、園藝維護人員以及相關負責人了解並

執行樹木處理過程中的最佳實踐，保護校園環境、確保校園安全，同時遵循環保

法規和專業知識。 

二、使用對象 

    本手冊適用於校園內所有參與樹木管理、維護與處理工作的人員，包括： 

1.學校行政管理人員。 

2.校園園藝師或維護人員。 

3.校園安全與環境管理部門。 

4.教職員及家長。 

三、內容結構 

    手冊內容以常見的問題和解答形式呈現，旨在幫助讀者快速掌握與樹木修

剪、移植及移除有關的重要注意事項。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1.樹木修剪：針對校園樹木修剪的基本原則、最佳時機及操作流程提供指導。 

2.樹木移植：闡述樹木移植的注意事項、成功移植的關鍵及後續養護建議。 

3.樹木移除：詳細說明樹木移除的判斷標準、操作程序及相關安全措施。 

4.常見問題：解答可能的樹木處理問題，並提供相關的建議和操作指引。 

四、使用方法 

    本手冊以問答形式編排，讀者可根據實際情況查找相關問題並迅速獲得答

案。每一問題均以簡明扼要的方式提供解答，並附有操作建議和注意事項，方便

直接應用於實際操作中。 

五、編輯原則 

    本手冊內容依據專業知識、環保法規及校園安全規範進行編寫，力求簡單易

懂，同時保持專業性與實用性，所有建議依照學校管理需求標準編排。 

六、如何使用： 

(一)查找問題：目錄中列出了主要章節和常見問題，讀者可以根據具體情境查 

       找相關問題。 

(二)應用指導：本手冊提供的所有建議均可直接應用於校園樹木的管理過程 

       中，幫助確保樹木維護過程的安全、健康與環保。 

  期待本手冊能夠作為學校樹木管理的有力工具，幫助校園內樹木的健康生

長，維護美麗、安全的校園環境，並且符合環保與法律規範。如有任何問題或建

議，歡迎隨時與學校管理部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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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樹木綠美化修剪，應行注意事項 

  校園樹木的綠化修剪不僅能保持校園的美觀，還能促進樹木的健康生長。進

行樹木修剪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修剪時間選擇 

  最佳修剪時間通常是在樹木的休眠期，即冬季或早春，這時樹木的生長減

緩，修剪後對樹木的傷害較小，各種植物有其最適合修剪的季節，未能一概而論，

修剪前宜再深究，避免在樹木生長季節修剪，以減少樹木的生長壓力。 

（二）修剪工具選擇與消毒 

  使用專業的修剪工具，如修枝剪（鋏）、鋸子等，確保工具鋒利且乾淨，避

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傷。修剪前，應將工具消毒，以避免病菌傳播。 

（三）修剪對象與方法 

  樹木有「十二不良枝」的「疏刪修剪」，經常修剪的有病弱枝、枯枝或交叉

枝，避免過度修剪健康的枝條。修剪時，應依樹形及結構佐以美觀與健康，以免

影響樹木的生長。 

（四）修剪後的保護 

  修剪後，可塗抹傷口保護劑，防止病菌入侵。若使用樹脂暫時封住傷口，有

可能因為不透氣造成腐爛，可以石灰粉加三泰芬 5%粉劑稀釋以水拌勻再加墨汁

加以塗抹進行防護，並給予樹木適當的水分和肥料，加快其復原速度。 

（五）安全與環境考量 

  修剪時應注意安全，避免造成對樹木或周圍環境的損害。若有大型樹木或高

空作業，建議聘請專業樹木修剪人員進行處理。修剪過程中，避免影響到周圍的

設施或人員。 

（六）適當修剪量 

  每次修剪不要過度削減，通常不應去除超過樹冠的三分之一。過度修剪會削

弱樹木減少光合作用的能力，影響其健康。 

（七）考慮生態與物種特性 

  不同樹種有不同的修剪需求，應了解所修剪樹木的種類和特性，並根據其需

求進行修剪。透過適當的修剪，不僅能增強樹木的觀賞價值，還能促進其健康生

長，為校園創造一個更美麗、宜人的環境。 

（八）小結 

  依照植栽修剪目的，大致可分為以下五種修剪方式： 

1.補償修剪：為了提高苗木移植存活率，剪除多餘枝條可減少水分蒸發。 

2.修飾修剪：可達成定植後整體美觀，因應樹木生長情況適時適度修剪。 

3.短截修剪：抑制或促成樹木成長以控制樹體大小，使其達成最佳狀況。 

4.造型修剪：為增加觀賞價值及美感而進行之修剪宜因應樹木特性實施。 

5.生理修剪：又稱為產期調節，以促進或控制開花結果為目的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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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註 

  

1.依樹形修剪，使樹冠維持原型 2.修剪後以傷口保護藥劑塗抹 

  

3.樹木枝條增生時，在其周邊的形成層細胞，會在枝條與樹幹之間生長而逐漸形

成一圈窄狀構造，稱之為「環狀細胞」。上方稱為「脊線」，下方稱為「領環」，

若能自脊線到領環有平滑傷口且在最適點上則可加速修復。植栽修剪後，可依據

傷口類型以推估其未來生長並作為驗收判斷要點。 

    
4.過深切除傷及主幹致癒合不良腐朽 5.切鋸位置正確可加速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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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樹木病蟲害防治應行注意事項 

  樹木的病蟲害防治對於維護其健康和校園綠化環境至關重要。以下是防治樹

木病蟲害應注意的事項： 

（一）病蟲害的早期檢查與監測 

 1.定期巡查樹木，觀察葉片、枝條和根部的異常情

況，如變色、枯萎、蟲害跡象等。 

2.應定期檢查樹木的樹皮和葉面，這些地方易孳生

病菌和害蟲，及早發現問題可減少防治難度。 

（二）選擇適當的防治方法 

 1.化學防治：使用經過認證的農藥來控制病蟲害，應遵循使用說明，注意劑 

    量和使用時間，避免對環境和非目標生物造成傷害。 

  2.生物防治：引入天敵，如瓢蟲等，有助於自然控制害蟲數量，這種方法對 

    環境較為友好。 

  3.物理防治：使用樹木套袋或其他物理屏障來防止害蟲侵害，定期清理落 

    葉、減少病源。 

  4.生理防治：提升樹木的健康，例如適時灌溉、施肥等，增強樹木對病蟲害 

    的抵抗力。 

(三)選擇抗病蟲害品種 

  在校園樹木的選擇上，儘量選擇具有較強抗病蟲害能力的品種，以減少病 

蟲害的發生機會。 

(四)正確修剪與疏枝 

  1.適當修剪有助於通風透光，減少潮濕環境，有效抑制病原菌的孳生。 

  2.過密的枝條容易成為病蟲害的溫床，因此應及時進行疏枝修剪。 

(五)保持樹木健康的生長環境 

  1.確保土壤排水良好，避免積水，有助於防止根部病害。 

  2.保持適當的土壤酸鹼度，避免過酸或過鹼的環境，俾利樹木健康成長。 

(六)防治特定病蟲害 

  1.樹木蟲害：如蚜蟲、紅蜘蛛等，可選擇針對性殺蟲劑進行防治，或使用自然

天敵控制害蟲數量。 

  2.病害防治：如樹木真菌病（如白粉病、黑斑病等），應選擇相應的殺菌劑進

行防治，並及時清理病變部分。 

  3.葉斑病和白粉病：避免在潮濕的環境中種植易感染這類病害的樹木。 

(七)避免交叉感染 

  1.在處理病蟲害的工具和設備時，要進行消毒，防止病菌傳播。 

  2.確保施藥後，樹木不與其他植物接觸，避免交叉感染。 

(八)病蟲害防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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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防治後，要記錄所用的藥劑、時間、方法等，便於後期監控和調整防治

策略。 

(九)尊重生物多樣性 

    在進行病蟲害防治時，盡量選擇對環境友善的方法，避免對有益昆蟲（如蜜

蜂、瓢蟲等）的傷害，保持生物多樣性。 

(十)小結 

    若病蟲害問題較為複雜，或樹木健康受損較大，應尋求專業樹木護理師的協

助進行科學、系統的防治。透過這些措施的綜合應用，不僅能有效防治樹木的病

蟲害，還能確保校園內樹木的健康和長期穩定生長，營造一個綠意盎然的學習環

境。 

(十一)附註 

1.煤煙病 病徵 

 

    由真菌與昆蟲共同引起，主要發生

在葉部、枝和樹幹，如同煤煙將全株汙

染成黑色而嚴重醜化。與直接吸取植物

營養的其他病不同，煤粉只覆蓋植表。

煤病是以附著於葉或枝的昆蟲（蚜蟲、

介殼蟲、粉蝨、木蝨等）吸汁性害蟲排

出之液體為營養而繁殖，雖非加害於植

物，但嚴重時妨礙植物呼吸及光合作用

又汙染植物，影響植物正常生長。 

資料來源：https://health.tfri.gov.tw/fhsnc/disease/ShowInfo?NID=66 

（樹木醫學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 

2.褐根病 病徵 

  

 

  褐根病菌喜愛高溫之環境，最適生

長溫度約為 30℃。褐根病的傳播有病

土移動、帶病樹苗移植、病樹受感染根

與鄰近健康樹木根系的接觸，褐根病菌

主要為害根部及莖基部，林木上部會出

現全株性衰弱及至枝死，莖與根有黃

色、深褐色至黑褐色菌絲，受感染部位

會呈不規則黃褐色網紋。宜請專業人員

進行防治，並杜絕與減少其危害範圍。 

資料來源：林試所褐根病防治褶頁、《褐根病菌空降部隊的威脅—擔孢子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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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pm.ntu.edu.tw/News_Content_n_182178_s_233950.html 

三、樹木移植、種植之樹種選擇應行注意事項 

    樹木的移植與種植是校園綠化中的重要工作，選擇適合的樹種能促進樹木健

康生長，並與周圍環境協調。以下是樹木移植和種植過程中，樹種選擇的注意事

項： 

(一)氣候與環境條件 

  1.耐寒與耐熱性：根據當地的氣候條件選擇適應力強的樹種。選擇耐寒的樹種

適應寒冷氣候，而耐熱的樹種適合炎熱地區。 

  2.日照需求：不同樹種對陽光的需求不同，有些樹種喜光，有些則能在陰涼處

生長，在種植時，根據樹木對光照的需求選擇合適的種植位置。 

  3.土壤條件：不同樹種對土壤的要求不同，包括土壤的酸鹼度、排水性和養分

等，應根據土壤的特性選擇合適的樹種。 

  4.風險與防災：強風區域應選擇抗風能力強的樹種，避免種植易被風力損壞的

樹木。 

(二)樹木的生長特性 

  1.生長速度：選擇適合校園空間和管理需求的樹種。快速生長的樹木能較快提

供綠蔭，減少陽光直射，改善微氣候；而生長較慢的樹木則需要更多的耐心與長

期管理。 

  2.根系發展：了解樹木的根系特性，如是否有侵略性的根系（例如某些樹種的

根系會擴展很大，對地下設施造成影響）。應選擇根系不會過度擴展或對建築、

管道等有危害的樹種。 

  3.樹高與樹冠大小：根據空間大小選擇適合的樹種，如果校園空間有限，應選

擇成長後不會過高或過寬的樹種。 

(三)生態和景觀效果 

  1.觀賞價值：選擇具有美觀特性的樹種，如葉色、花朵、果實或樹形等以有效

提升校園的景觀效果。 

  2.多樣性與綠化效果：應選擇多樣化的樹種，避免單一樹種引起生態上的脆弱

性，多樣化的植樹可以有效提高生物多樣性，減少病蟲害的風險。 

  3.季節性效果：選擇具有不同季節特徵的樹種，讓四季有不同的景觀。 

（四）樹種的抗病蟲害能力 

  樹木應選擇具有較強抗病蟲害能力的品種以減少後期的病蟲害防治成本，也

能保證樹木的健康成長。 

（五）樹木的管理需求 

  1.修剪與維護：需要定期修剪的植栽管理成本較高，較低維護且照顧需求較

少的樹種則可以減少日常管理的難度，適地適種與維護成本應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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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落葉與清理：有些樹種在秋冬季會掉落大量葉片，落果及棉絮亦可能造成

環境的汙染，種植前應對樹種加以了解並作揀擇。 

（六）安全性與易損性 

  1.樹木的結構穩定性：選擇樹冠結構穩定、耐風的樹木較選擇過於脆弱或枝條

易斷裂的樹種，更能維護親師生及校園環境的安全。 

  2.有毒性或過敏性：避免選擇對人類或動物有毒的樹種，或是會引發過敏反應

的樹木以確保選擇的樹種對校園師生不會造成健康風險。 

（七）了解法規與政策 

  有些地區或校園內的綠化可能有相關的法規或規定，需選擇符合當地規範的

樹種。例如，有些城市對於外來物種的引入有嚴格的限制，應避免引入具有入侵

性或對當地生態造成影響的樹種。 

（八）經濟與可持續性 

  選擇在地生長的樹種可以降低移植成本和維護費用，並且能讓樹木快速適應

當地氣候條件，以減少移植後的死亡率有助於校園的長期綠化發展。 

（九）學校特定需求 

  在選擇樹種時，應考慮到學校的特殊需求，比如需要大面積遮蔭的場所可以

選擇高大或枝葉繁茂的樹種；而如果校園內有特殊景觀需求（如主入口區域），

則可以選擇具有特殊形態的樹種作為主題樹木。 

(十)小結 

  綜上，樹木的選擇應綜合考慮當地環境、樹木特性、景觀需求以及維護管理

等因素，選擇適合的樹種能更好地發揮樹木在校園中的綠化、景觀和生態功能。 

(十一)附記 

 

  

樹枝的生長 

   針葉樹的主幹會一直往上以爭

取上方的光源，並長側枝補充營

養，但只有一個頂芽會往上長。落

羽松樹形筆直，於平地闊葉林中更

顯特別。闊葉樹原則上也是垂直往

上長，但是枝椏會隨著光線轉向，

枝幹也會因勢彎曲。 

樹根的範圍 

  原則上，樹根範圍與樹冠同樣大

小。但是樹根支脈會比樹冠半徑長十公

尺，甚至更多。緊密相連的樹木必須仰

賴身旁的樹本相互倚靠才能穩固。林下

的植物也需要等大樹縫隙灑落光源才能

存活。所以，在緊密相連的樹林中，林

下通常較少植物或是植株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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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樹的秘密語言》。出版社：地平線文化。 

四、樹木移除、廢棄物清理、有價木材處理等注意事項 

  樹木移除、廢棄物清理和有價木材處理是樹木管理中的重要環節，這些工作

涉及到樹木的健康狀況、校園環境的整潔以及資源的有效利用。進行這些操作

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樹木移除的注意事項 

  1.考量樹木移除的必要程度：樹木移除應在樹木病害嚴

重、倒塌風險大、或者對校園環境造成危險的情況下進行。

避免因為小問題而輕易移除健康樹木。 

  2.委由專業人員操作或指導：樹木移除過程中，應聘請經

過專業訓練的樹木修剪與移除技術人員，大型樹木或位於高

處的樹木需專業設備，並保障安全。 

 3.了解移除樹木的環境影響：移除樹木可能會改變周圍的

生態環境，應提前評估對校園生態系統的影響，並考慮如何

恢復或替代樹木。 

  4.深究法規與確定許可：樹木移除前需了解當地的相關法

律法規，有些地區對於樹木移除有嚴格的許可程序和規定，尤其是老樹或受保護

樹種。 

(二)廢棄物清理注意事項 

  1.樹木廢棄物分類：清理樹木時，應將樹木的不同部分（如樹幹、樹枝、葉片

等）分類，便於資源回收和處理。葉片和小枝可以進行堆肥處理或生物分解，而

較大的木材可以考慮作為料材使用。 

  2.清理過程安全性：在進行樹木清理工作時，應採取安全措施，特別是在處理

大樹或有傾倒風險的樹木時。工作人員應佩戴防護裝備，如安全帽、手套、護目

鏡等。 

  3.清理的環保措施：所有的樹木廢棄物應按照當

地的環保規定進行處理。對於無法利用的樹木廢

料，應選擇合法的垃圾處理方式，如交由專業機構

處理或進行焚燒處理。 

  4.避免二次汙染：清理過程中避免使用有害化學

物質，防止對土壤、水源或空氣造成汙染，並儘量選

擇自然和環保的處理方法。 

(三)有價木材處理的注意事項 

  1.木材的價值評估：有價木材指的是具有商業價值或可再利用的木材，應由專

業人士對樹木進行評估，確定木材的價值與用途。例如，某些樹木可能適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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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或工藝品，或可用於木材加工。 

  2.合法性與許可：在處理有價木材時，需確保符合當地的法律規範，特別是對

於濫伐的管控。某些地區可能對特定樹種（如珍貴樹種）有保護措施，需要事先

申請許可證。 

  3.木材的存儲與運輸：有價木材應妥善存儲，以防止變質或損壞。需要合理安

排木材的搬運和運輸，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和損失。 

  4.木材的回收與利用：有價木材可以根據其質地和特性進行深加工或回收利

用。例如，可將其用於木地板、家具、建材等領域，充分發揮其價值。 

  5.森林可持續性：處理有價木材時，應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避免過度砍伐

或濫用。若移除樹木的原因是病害或倒塌風險，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樹種

進行替代。 

(四)環保與資源回收 

  1.木屑與樹皮的利用：木屑和樹皮等木材副產品可以用

來製作堆肥、木屑板等，作為校園綠化的有機肥料，唯應

注意是否有褐根病或其他病菌，以避免疫病範圍擴大。 

 2.生物降解：對於不可回收的廢棄木材，應進行生物降

解或焚燒處理，避免對環境造成汙染，合理處理有助於減

少垃圾填埋場的負擔。 

（五）後續樹木替代與綠化重建 

  1.替代樹木的選擇：如果移除的樹木是校園綠化的一部

分，應計劃合理的替代樹木種植，以保持校園的綠化效

果。選擇符合環境和景觀需求的樹種進行替代，確保樹木

生長健康並維持景觀綠意。 

  2.生態恢復計劃：樹木移除後，應進行生態恢復，修復土壤結構，補充有機物，

促進新樹苗的生長。 

（六）法律與倫理責任 

  1.遵守法律：在進行樹木移除、清理和有價木材處理的過程中，應遵守所有相

關的法律法規。若樹木屬於保護樹種，必須遵循相關的法律程序，避免非法砍伐。 

  2.公眾知情：對於大規模的樹木移除或有價木材處理，應讓校園師生或公眾知

情，並保持訊息透明，避免引發社會關切。 

（七）小結 

    樹木移除、廢棄物清理和有價木

材處理不僅涉及生態與環境保護，還

需要專業的操作、合法的許可和可持

續的資源利用。這些工作需要精心規

劃與執行，保障校園綠化的持續性與

合法性。 



11 
 

五、校園樹木養護與環境景觀、校園安全之權衡 

    在校園樹木的養護過程中，如何平衡樹木的生長、環

境景觀及校園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這三者相互交織，需

謹慎考慮和合理安排，以達到最佳效果。以下是關於這

三者之間平衡的一些注意事項： 

 

(一)樹木養護與環境景觀 

 1.景觀美化：樹木是校園景觀的重要組成，具有提高環境美感、改善微氣候、

提供遮蔭等功能。適當的樹木養護可以保持其健康，使其能夠長期為校園景觀增

色。定期修剪、施肥、澆水等措施有助於樹木維持最佳形態，發揮其觀賞價值。 

 2.季節性變化：樹木的外觀會隨季節變化而不

同，選擇適合的樹種有助於創造四季變化的美麗

景觀。例如，春天開花的樹木、秋冬展現色彩的

樹葉，能提升校園景觀的多樣性。 

  3.植物多樣性：適當地選擇不同種類的樹木能

增加植物多樣性，避免單一物種的單調，從而改

善校園的生態環境。 

(二)樹木養護與校園安全 

  1.樹木的結構安全：樹木的養護不僅要考慮美觀，還要確保其結構安全。隨著

樹木生長，枝葉可能過大過重，甚至可能引發掉落的風險，尤其在惡劣天氣情況

下。定期進行修剪、檢查樹木的健康狀況，適時去除枯枝病木，能有效減少樹木

對師生安全的威脅。 

  2.根系與地下設施：樹木的根系發展可能會影響校園的地下設施

（如管道、停車場等）。根系過度擴展可能會造成破壞，因此需要選

擇合適的樹種並控制其生長，防止根系入侵管道或路面造成地磚隆

起、地表龜裂。 

  3.防範災害：校園內之樹木若位於活動密集區或行人通道旁，應

優先選擇抗風性強、結構穩定的樹種。對於一些高大樹木，特別是

在風暴季節，應進行加固或選擇適當的修剪方式，防止樹木倒塌或

枝條掉落。 

(三)環境景觀與校園安全 

  1.遮蔭與安全：樹木在提供蔭蔽的同時，也應確保不影響學校的照明、視線或

交通流暢性。過度密集的樹木會影響行人視野，增加事故風險。因此，在選擇樹

木時，應考慮到樹冠的大小和形狀，避免阻擋視線，特別是在校門口、道路或停

車場周邊。 

  2.空間規劃：合理規劃樹木的種植位置，避免樹木過於靠近建築物、街道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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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密集區域，確保行人、車輛的通行安全。避免選擇會擋住重要路徑或危及學生

活動的樹種，並設立護欄等防護設施，保障校園安全。 

  3.樹木與災害防範：在某些校園區域，樹木應根據風 險

進行選擇，選擇不會因颱風、強風或暴雨而容易倒

塌的樹種，以減少災害風險。例如，應避免在風

險高的區域栽種過於脆弱、容易折斷的樹木。 

(四)綜合平衡與管理建議 

  1.定期檢查與維護：定期檢查樹木的健康狀

況，尤其是根部、樹幹、樹冠等部位。發現病害、

枯死或過度生長的部分應及時處理，不僅能保證

樹木的景觀效果，還能減少安全隱患。 

 2.科學規劃與合理設計：校園樹木的種植應充分

考慮環境、景觀需求及安全因素，進行科學規劃。例如， 避

免大樹近距離種植、選擇適合不同區域的樹種、合理分配大樹與小樹的位置，既

保證綠化效果，也保證安全。 

  3.師生參與教育：在樹木養護和環境景觀的管理中，

應該鼓勵師生參與。定期舉辦樹木養護知識講座或活

動，增強師生對樹木的了解，讓他們積極參與到樹

木養護、保護以及環境安全的工作中。 

(五)技術支持與專業服務 

    校園應當與專業的樹木護理公司或植栽顧問合

作，獲取科學的養護方案，並借助專業技術對樹木進行

系統化管理。這樣不僅能保證樹木的健康與景觀效果，還能避免安全隱憂。 

 

(六)小結 

    樹木養護、環境景觀與校園安全三者之間的平衡是

一個動態的管理過程，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

調整。合理的樹木養護不僅能提升校園的美

學價值，還能保證師生的安全。透過科學

的規劃、專業的維護和全校師生的共同參

與，校園能夠達到美麗、安全、可持續發

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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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家長、老師、社區人士、愛樹團體等溝通技巧 

    在校園樹木管理過程中，與家長、老師、社區人士及各界的溝通至關重要，

這不僅有助於樹木養護工作的順利進行，也能增強校園綠化的社會支持，提升整

體生態環境。以下是與這些群體溝通時的一些技巧和策略： 

 

(一)與家長的溝通技巧 

  1.建立信任與共識：家長是校園管理中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涉及到校園環境

和學生安全時。與家長溝通時，應該清楚說明樹木管理的目的和必要性，強調樹

木養護對學生學習環境和安全的影響，並解釋樹木修剪、移除或植栽的具體理由。 

  2.辦理座談會或講座：定期邀請家長參加與校園綠化或樹木養護相關的座談會

或講座，介紹樹木的生態價值及養護知識，讓家長了解樹木的保護與維護可如何

提高孩子們的學習和生活質量。 

  3.提供透明的訊息：通過定期的家長信函或電子郵件、網頁公告，向家長報告

校園樹木養護和綠化計畫的進展，以及具體的修剪或移植工作，讓家長感受到參

與感和透明度。 

(二)與老師的溝通技巧 

  1.教育與合作：老師是學校日常運營的重要

力量，對於樹木的養護與校園環境有著直接的

影響。與老師溝通時，應該強調樹木在課堂之

外對學生的生態教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可以協作開展課堂外的環保教育活動，

讓學生更了解樹木的重要性。 

  2.共同制定管理計劃：與同仁共同制定校園

綠化和樹木養護計劃，使其與學校的教育目標

和教學計畫相結合。老師在課堂內可以設計相關的教學內容，讓學生參與到樹木

養護工作中，進行實地學習。 

  3.聆聽老師的建議：老師對學校的運營和學生行為有深入了解，對校園環境的

需求也有較清晰的認識，聽取同仁對樹木管理的建議或反饋，能幫助更好地平衡

樹木養護和學生安全的需求。 

（三）與社區人士的溝通技巧 

  1.強調共建共享的價值：社區是學校的延伸，樹木管理和綠化計畫可以為社區

帶來更多環保和美學價值。在與社區人士溝通時，可以強調學校在進行樹木養護

時也有助於社區環境的提升，並共同享受美麗的綠化空間。 

  2.開放討論平台：定期舉辦社區座談會或聽證會，讓社區居民參與到樹木養護

計畫的討論中，了解校園綠化的意圖與執行方式，並接受他們的建議和反饋，取

得最大的共識感以增強社區對學校工作的支持與認同。 



14 
 

  3.共享資源：學校可以與社區合作，共同進行綠化活動、植樹或環保教育等，

鼓勵居民參與到校園環境的改善中，這不僅能夠促進校園與社區的聯繫，還能夠

提升樹木養護的效果。 

(四)與愛護團體的溝通技巧 

  1.共同推動環保目標：愛護團體通常有強烈的環保意

識，並致力於保護自然與生物多樣性。在與這些團體

溝通時，應該強調學校在樹木養護與綠化方面的環保

目標，並邀請他們參與到具體的項目中來，諸如樹木

保護、社區綠化等活動。 

  2.建立合作關係：與愛護團體建立合作關係，定期

交流樹木養護的經驗和技術，邀請他們提供專業建議

或技術支持，以提升校園樹木養護的專業和效果。 

  3.舉辦公益活動：與愛護團體合作舉辦植樹活動、

綠化宣傳、樹木保護講座等公益活動，這不僅能提高校

園和社區居民的環保意識，還能促進與愛護團體之間的良好合作。 

(五)有效的溝通策略 

  1.積極聆聽與理解：在溝通中，要聽取對方的意見，

理解他們的需求和關切。積極聆聽可以增進信任，並

為後續的協作奠定基礎。 

  2.清晰簡潔的訊息傳遞：無論是家長、老師、社區

人士還是愛護團體，訊息的傳遞要清晰、簡潔，避免

使用過多專業術語或晦澀難懂的說法，簡明的語言能

讓更多人理解樹木養護的意義和重要性。 

  3.利用多種溝通渠道：可透過線下會議、社交媒體、

電子郵件、學校網站等多種渠道進行溝通，確保訊息

的全面傳遞並增強互動性。 

（六）小結 

  有效的溝通能夠促進校園樹木養護工作

順利進行，並能提升家長、老師、社區人士及

愛護團體對校園環境的重視。透過建立信任、

聽取建議、共享目標等方式，各方共同努力，

能夠實現校園綠化與樹木養護的最佳效果，為

學生和社區創造一個更加美麗、安全、可持續

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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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園砍下之樹材交由廠商處理有沒有問題？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府 101年 10月 3日府教體字第 1010319172

號函各級學校校園樹木修剪、移植或移除等作業執行

原則辦理。其中有關作業原則之第壹點第 4項中移除

之樹木如屬珍貴樹木，應辦理標售，所得價金應依相

關規定辦理繳交縣庫。 

（二）考量面向 

  校園樹木砍下後的樹材交由廠商處理，這樣做是

否有問題，要依照多方面的因素來看： 

  1.法律和規定：在某些地區，樹木屬於公共財產

或受到環境保護法律的保護。砍伐樹木通常需要相關

許可，且處理方式也需符合環境保護法規。如果樹木

砍伐沒有經過適當的許可，或是處理方式未遵循相關規範，可能會面臨法律問題。 

    2.廠商的合法性：若交由廠商處理，必須確保該廠商具有合法的許可證，並

且處理方式符合環保要求。例如，樹木的木材是否會被合理利用，還是將其非法

處理或出售。 

    3.樹木的用途與回收：如果樹木砍伐後的木材能夠被適當地回收再利用（例

如製作家具、建材或其他產品），這樣的處理方式會比較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若木材被隨意丟棄或焚燒，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負

擔。 

    4.環境與社區影響：校園的樹木通常有生態價

值和社區意義，砍伐時應該考慮到對生態環境的

影響。如果砍伐只是為了商業利益，未考慮到生

態和社會責任，這可能會引起公眾的不滿。 

    5.透明與公開：砍伐和處理過程需要有透明的流

程，最好是能夠公示，讓校園社群了解處理情

況，並確保過程中的公正和合規性。 

 

(三) 小結 

    總結來說，是否有問題要視乎當地的法律規定、砍伐的理由、廠商的合法性，

以及樹木處理的方式。如果這些方面都得到了妥善的處理，應該不會有太大問

題；但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要點，就可能會引發法律爭議。 

 

 



16 
 

八、校園為辦公室風水而砍樹、修樹，有沒有問題？ 

    校園為了辦公室風水而砍樹或修樹，這樣做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無論是從

法律、道德還是環境的角度來看，都是值得審慎考慮的： 

 

（一）法律問題 

  1.樹木保護法規：許多地方對於公共區域的樹木有保護法規，特別是在學校

等公共場所，樹木的砍伐通常需要政府許可。如果未經批准砍伐或修剪樹木，可

能會違反環保或景觀保護法規，導致法律責任。 

  2.環境影響評估：如果砍伐或修樹會對校園的生態環境產生不良影響（例如

破壞動植物的棲息地），這樣的行為可能會觸犯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 

（二）倫理與道德問題 

  1.風水考量的合理性：雖然風水之說在某些文化中被視為重要，但以風水為

理由來砍伐樹木可能會被視為不合理，尤其是當這種做法無法證明對整體環境的

有益影響時。樹木在校園中具有生態、教育和美學等多重功能，因此僅僅為了風

水調整就砍伐或修剪，可能會被批評為不尊重自然和

生態環境的行為。 

    2.公眾反應：如果校園的師生或周圍社區知道樹

木是為了風水而被砍伐或修剪，可能會引發不滿，尤

其是當樹木對校園環境有重要的生態或文化價值時。 

（三）環境問題 

  1.生態影響：樹木對於校園的生態系統有重要作用，包括提供氧氣、改善空

氣質量、提供遮蔭、減少噪音、成為動植物棲地等。無故砍伐或修剪樹木，特別

是大樹，會對這些功能造成破壞，並可能引發生態失衡。 

    2.碳排放問題：樹木是自然界中碳吸收的重要一環，砍伐樹木會減少吸收二

氧化碳的能力，對減緩氣候變化不利。 

（四）處理建議 

  1.是否符合風水的科學性：如果風水的需要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達成（例如調

整室內佈局或使用植物來改善環境），可以考慮其他不影響樹木的方式進行調

整，無需破壞自然環境來達成風水效果。 

  2.是否有專業意見：若校園確實認為需要做風水調整，應該尋求專業的風水

師建議，同時也要考慮到環保和法規問題，看看是否能在不砍伐樹木的情況下達

成目的。 

（五）小結 

  綜觀之，為了風水砍樹或修樹可能存在不合理性及可印證性，特別是當這樣

的行為未經過充分的環境和法律審查時，需要謹慎評估其必要性和對校園及周邊

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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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園為節省修剪樹木經費而將樹木直接截頂，合適嗎？ 

  由樹木之樹冠截頂，只剩下少許枝葉或只留樹幹或從

中腰斬（將樹木砍至較低的地方）以節省修剪經費，從長

期的樹木健康、環境保護和校園美觀的角度來看，這樣的

做法並不合適，甚至可能帶來一些嚴重的問題： 

 

（一）樹木健康問題 

  1.樹木生長受到影響：過度修剪會大幅損害樹木的健

康，尤其是像「腰斬」這種極端的修剪方式。這樣的修剪

會削弱樹木的生命力，因為樹木的主要葉片和光合作用區

域被大幅度移除，無法有效進行養分合成，從而影響樹木

的生長和長期存活。 

    2.造成樹木受損或死亡：過度修剪可能導致樹木的樹幹暴露於陽光或風雨的

侵襲，這樣會增加樹木感染病菌的風險，導致樹木根部或樹幹的腐爛，甚至死亡。 

（二）影響生態環境 

  1.失去生態功能：樹木不僅提供遮蔭、改善空氣質量， 還

是多種動植物的棲息地。過度修剪會破壞樹木的自然生

態功能，影響校園生物多樣性。 

    2.減少碳吸收能力：樹木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碳吸

收源，過度修剪會減少樹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對

減少碳足跡和改善空氣質量不利。 

(三)美觀與景觀問題 

    1.破壞校園景觀：樹木的修剪過度或不當會損害

校園的美觀。樹木的自然形態是景觀設計的重要部

分，過度修剪可能讓校園景觀看起來不協調，甚至顯得

荒涼。 

    2.對親師生影響：樹木的美麗和遮蔭提供了放鬆、學習和交流的空間，過度

修剪會影響師生的日常生活和學習環境以及家長和外界的觀感。 

（四）修剪與管理的長期成本 

  1.頻繁修剪需求：極端修剪可能會導致樹木需要更頻繁的修剪和處理，因為

當樹木需要行光合作用時，會以生物本能奮力長出枝椏，由於無適當的枝條可依

循，舉凡有芽點或能萌芽處長出較細的枝條，不僅樹形改變亦無美觀可言，得不

斷的修剪冗枝（斷頭式的榕樹均可見此現象），均從而增加未來的養護成本，這

樣的做法反而會增加修剪和管理的費用。 

  2.引發更多問題：過度修剪將使不適切的切口有更多機會與外界接觸，將使

樹木更容易出現病蟲害，甚至可能造成樹木死亡，需要更頻繁的更換或修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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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來看可能造成更高的成本。 

（五）合法性與規範 

  有些地方對於樹木修剪有明確的規範要求，過度修剪或不當處理樹木可能會

違反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甚至可能會面臨罰款或其他法律後

果。 

（六）可行的解決方案 

  1.合理修剪：可以採取定期、適度的修剪方式，保持樹木

的健康並確保其生長不受阻礙。這樣不僅能夠延長樹木的壽

命，還能保持其美觀和生態功能。 

    2.選擇合適的樹木種類：可以選擇更適合當地環境、管理

更簡單的樹木品種，從源頭上減少修剪工作量。 

    3.提高維護效率：尋找更高效且具可持續性的園藝和樹木

管理方法，從而在不犧牲樹木健康的前提下達到節省維護成本

的目的。 

（七）小結 

  綜上，為了節省修剪經費而將樹木大部分的枝葉去除或從中腰斬，長期來看

對樹木的健康、校園環境、景觀美觀以及生態系統都是不利的，因此這種做法並

不合適。反之，應該選擇適當的修剪方式和更具可持續性的管理方法。 

(八)附記 

  

  截頂後的樹木，因為沒有主要向上

之枝幹，但是樹木為了行光合作用，會

自芽點長出雜亂的枝條以維持生命。 

  適度修剪枝椏，並在修剪時謹守

自脊線至領環平滑傷口，樹木有自癒

能力恢復枝繁葉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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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校園珍貴樹種枯死，如何處理？ 

  校園內的珍貴樹種（如龍柏）如果枯死，處理方式需要謹慎，考慮到樹木的

價值、環境影響、法律規範等因素。以下是處理這類情況的步驟： 

 

（一）確定樹木是否完全枯死 

  首先，要確定樹木是否真正枯死。這需要進行專業的診斷，了解其枯死的原

因和程度。一般來說，枯死的樹木會有以下跡象： 

  1.樹木無新葉生長，樹幹或枝條呈乾枯狀。 

    2.樹皮脫落，樹幹內部腐爛。 

    3.樹根部腐爛，土壤變得鬆散。 

    4.無法恢復的病害或嚴重的蟲害。 

    如果不確定，可以請園藝專家或樹木護理師來進

行診斷，並確定是否還有修復的可能性。 

（二）遵循法律和規範 

  若樹木為珍貴樹種（如龍柏），它可能受到地方或國家的環境保護法規保護。

需先行確認： 

  1.樹木的法律地位：某些珍貴樹種可能需要特別保護，砍伐或處理必須先向

主管機關報備及獲准。 

    2.當地法規：了解當地是否有規定針對保護樹木的法律，無論是在校園內還

是周邊區域均需加以了解。 

（三）處理枯（病）死的樹木 

  如果確定樹木枯（病）死並且可以進行處理，下面是常見的處理步驟： 

  1.專業處理與砍伐 

      如果樹木完全枯死且無法修復，應考慮專業砍伐。這樣能夠避免枯木倒塌

或對周圍環境（如校園建築、行人等）造成危險。在砍伐過程中，應聘請專業的

樹木護理師或園藝公司來進行，確保處理過程中不會對校園或周邊區域造成進一

步的破壞。 

    2.根部處理 

      樹木的根部可能會繼續腐爛，並對土壤造成汙染或引發病蟲害。因此需要

進行「根部清理」，如果可能，應將根部及周圍的腐爛部分清理乾淨。 

  3.土壤消毒 

      若有病蟲害或褐根病問題，可能需要對周圍土壤進行消毒或治療，防止傳

播病原，也需要將病根清理乾淨。 

    4.回收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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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樹木的木材未受損且沒有病蟲害，並符合當

地法規，木材可以考慮回收利用： 

    (1)製作家具或裝飾品：珍貴樹種的木材可能具有

價值，這些木材可被回收並用於製作藝術品、家具或

裝飾品。 

    (2)保持樹木的文化或教育價值：如果樹木對校園

有文化或歷史意義，可以將其木材保留或進行紀念性

處理，這樣既保護了校園歷史又能惜物惜福惜情。 

（四）新樹種植與替代方案 

   如果該棵珍貴的龍柏樹對校園或周圍環境具有重要的文化、景觀或生態意

義，應考慮進行替代： 

  1.選擇相似樹種：可以根據原有樹木的生長習性和生態價值，選擇相似的樹

種來替代，保持校園環境的綠意。 

    2.重新栽種：如果條件許可，可以選擇栽種一棵新的龍柏或其他適合當地氣

候和土壤的樹種。栽種新樹時，應選擇健康、適應性強的苗木，並做好日常養護，

以確保其健康成長。 

（五）防止未來問題 

  1.監控與養護：對校園內其他珍貴樹木進行定期檢查和健康評估以及早發現

病蟲害、病變或其他問題，並進行及時處理。 

  2.加強土壤與水分管理：確保土壤肥沃、排水良好，並適當提供水分，從而

支持樹木健康生長。 

（六）教育與紀錄 

  1.紀錄樹木的歷史與價值：如果這棵樹對校園具有特殊的歷史或文化意義，

可以將它的資料保存下來，並進行相關的教育活動，讓學生和社區了解這棵樹的

重要性。 

    2.展示與紀念：將處理後的木材或樹木一部分進行展示，作為對這棵樹的紀

念。 

（七）小結 

  校園內珍貴樹種枯死後，應謹慎處理。處理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法律規範、環

境影響、木材利用等多方面的因素。最好的做法是請專

業人士來協助，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替代或栽

種新的樹木，同時加強樹木管理，防止類似情況

再次發生。 

  唯，以龍柏為例，其枯死及病死的機率小於

颱風之損害，強颱過後常見龍柏倒伏，由於其受

風面根系已受損，若強行扶正，將會導致背風面之

樹根摧折，致使輸送水分的功能削減或全部喪失。故，

已倒伏之木應視其根系復原狀況再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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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校園大樹及植栽妨害鄰田作物生長，可以直接砍除嗎？ 

  直接砍除校園圍牆旁整排的大樹，尤其是當這些樹

木對鄰近土地的生長造成妨害時，這樣的行為需要非常

謹慎，並考慮到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一）法律和規範 

  1.樹木保護法規：許多地方對公共區域或私人土地上的樹木有明確的保護規

定。即使樹木影響鄰田的生長，若這些樹木屬於受保護的物種或位於保護區內，

砍除樹木可能需要經過政府的許可。未經核准的砍伐可能違反環境保護或景觀保

護法規，甚至可能會面臨罰款或其他法律後果。 

    2.土地所有權和責任問題：如果樹木位於校園的邊

界，且其根系或枝條影響到鄰近土地的使用，應先確定這

些樹木的所有權是屬於校園或是私人所有。若非公產，則

需要與地主或所有權人協商，並遵循相應的法律程序。 

（二）環境和生態影響 

  1.生態價值：這些樹木可能對校園生態環境有重要的作用，如提供氧氣、減

少噪音、提供遮蔭以及動植物的棲息地。砍除樹木可能會影響校園的生態平衡，

並對空氣質量、微氣候等造成不利影響。 

    2.水土保持作用：大樹的根系有助於穩定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如果直接砍

除，可能會破壞這一生態功能，並衍生其他的環境問題。 

（三）對鄰田的影響 

  1.樹木對鄰田的影響：如果樹木的根系深入鄰田，可能會影響農作物的生

長，或者對農作物的光照造成遮蔽，從而影響農田的產量

和品質。這種情況下，鄰田所有者有權要求處理樹木問題，

但應通過合理的途徑來解決問題，而非隨意砍除。 

    2.協商與解決方案：最好的處理方式是與鄰居協商，

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例如，可以考慮進行合理

的修剪或移植，而非直接砍除樹木，這樣既能保護樹木的健康，也能減少對鄰田

的影響。 

（四）解決方案 

  1.修剪或疏枝：如果樹木的枝條或根系對鄰田造成影響，進行適當的修剪或

疏枝可能是更為合適的解決方案。這樣既能保持樹木的生長，也能避免它們繼續

對鄰田造成干擾。 

    2.根部管理：如果樹木的根系向鄰田擴展，可能需要進行根部管理，通過設

立根阻等方法來限制樹木根系的擴張。 

    3.移植或遷移：如果樹木位置問題較大，甚至無法通過修剪解決，則可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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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移植樹木，將其移至校園內其他合適的位置，這樣能保護樹木，同時解決對鄰

田的干擾。 

（五）與相關單位的請益與協商 

  1.向專業人士尋求建議：尋求專業的園藝師、樹木護理專家或環境律師的建

議，他們可以提供有關法律、環境影響以及最佳處理方法的專業意見。 

    2.協商與溝通：如果樹木問題涉及鄰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與他們進行協商

和溝通以尋求共識，可能是最好的解決方式。通過協商可以避免衝突，並且找到

一個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案。 

（六）小結 

  直接砍除樹木並非最佳解決方案，應該先確保這樣的做法符合當地法律規

範，並考慮其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最佳做法是通過與鄰居協商，根據具體情況

選擇修剪、根部管理或移植等方式，既解決問題又保護樹木和環境，如果需要，

可以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七）附記 

  
毗鄰道路，可加以修剪枝條以避免樹冠

太大致根系損及牆面及路面。另外，可

於圍牆邊設阻根裝置以避免延伸。 

與住家相鄰，若為竹叢，宜於竹筍萌

發之際即予以採收作為課程或食材之

用，以免竹叢太大危及四鄰。 

  

作物生長需要陽光，若需長日照之作物

無法有充足的陽光即無法有好的收成，

故稻田旁的樹木之間應保持距離以避免

因為遮住陽光致影響農民生計。 

樹木修剪後自有扶疏效果，若能減少

枝葉卻又整修有型，除了具有美觀之

功用，亦能讓下方的植被有充足陽光

得以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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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校園老樹生病了如何處理？要救還是砍除？大樹突然倒了如何處理？ 

  校園中的老樹生病或倒下是相對常見的情況，這些樹木往往具有特殊的生

態、文化或景觀價值，因此處理時需要謹慎考量。對於生病的老樹和突然倒下的

大樹，處理的方式要根據樹木的健康狀況、風險評估以及法律規範來決定。 

 

（一）老樹生病了的處理 

  當老樹生病時，應該進行仔細評估再決定是否能進行救治還是應該砍除。以

下是處理生病老樹的步驟： 

  1.診斷樹木的病情：確定老樹生病的原因，宜請專業的園藝師、樹木護理師

或植物病理學家進行檢查，確定病因，並提出治療方案。常見的病因包括： 

    (1)病害：如真菌、細菌或病毒感染，導致葉片枯黃、樹皮脫落、枯枝。 

    (2)昆蟲害：如害蟲對樹木的樹皮、葉片

或根系造成損害。 

    (3)物理損傷：如風暴或交通事故造成的

樹木破損易使樹木易受病害侵襲。 

    (4)根部問題：老樹的根系可能受到限制

或受損，影響水分和養分的吸收。 

    2.可以治療的情況： 

    如果決定治療，應該由專業的樹木護理公司進行處理，這些專業人員會根據

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如修剪、施藥或根部處理。 

  (1)病害或蟲害：如果病害或蟲害尚未造成太大損害，樹木還有恢復的機會，

應該進行治療。常見的處理方法包括使用殺菌劑、殺蟲劑，修剪病枝、根部管理

等。 

    (2)樹木修剪：如果某些枝條或部分區域受損，可以進行修剪，去除病弱部

位，促使樹木健康生長。 

(3)施肥和灌溉：有時候，老樹的病症可能是由於營養不足或水分供應不足

造成的，適當的施肥和灌溉有助於樹木恢復。 

3.無法治療的情況： 

  如果樹木的根部或樹幹嚴重腐爛，或者病

害擴散到整棵樹，可能無法恢復。這種情況應

考慮砍除樹木，以避免其傾倒或對周圍環境造

成威脅。 

（二）大樹突然倒了的處理 

  如果校園內的大樹倒了，應知悉其原因及影響據以決定處理方式。 

    1.立即安全處理 

    (1)保障安全：首先，確保倒塌的大樹不會對學生、教職員工或校園設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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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進一步的威脅。如果倒樹的地點靠近人行道或建築物，要立即封鎖該區域，防

止人員靠近。 

    (2)聯繫專業處理：立即連繫專業的樹木處理公司或園藝公司，安排清理工

作。由專業人員負責將倒塌大樹拆解、清理等，以避免交通堵塞或其他危險。 

    (3)調查原因 

    倒塌的原因可能多樣，包括樹木老化、病

菌或蟲害的侵蝕根部使其不穩定，暴風雨造成

樹木傾倒，應由專業人員了解原因以進行風險

評估，並防止其他樹木出現類似情況。 

  (4)處理和修復 

    首先清除倒塌樹木並進行適當的處理，清

理工作包括切割樹幹、根部的移除以及碎片的

清理。其次，如果樹木已染菌或對周邊植物有影響，應先將土壤致病因素移除或

消毒，若是土地硬化或是質地不佳，可先行改善土壤狀況。 

（三）後續處理 

  1.預防重於治療：為了避免其他老樹或樹木遭遇相同問題，應定期檢查樹木

的健康狀況、識別潛在風險並及早處理。 

    2.替代樹木的栽種：如果倒塌的樹木對校園環境具有重要的景觀價值或生態

功能，應考慮栽種新的樹木來替代，並加強對新栽樹木的養護。 

(四)小結 

    對於老樹生病的情況，應首先進行專業診斷，根據樹木的健康狀況選擇治療

或砍除。如果老樹可以恢復，應進行修剪、治療和加強養護；若無法恢復，則應

考慮安全砍除。對於倒塌的大樹，應立即處理、調查原因並進行專業的清理和修

復工作。為了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應定期對校園內的樹木進行健康檢查和預防

性維護。 

（五）附記 

  

    樹木瀕臨死亡或無法醫治時，強勢

的榕屬植物即會伺機在樹上找尋可繁

衍之地，原先樹木有倒塌危險，宜儘速

處理，以避免危險。 

    樹木根部若已開始有蕈類或真菌

著生，表示其內已有腐朽及腐植質提

供養分，應儘速判別與因應，進行適

當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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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校園不良的樹種可直接砍除嗎？砍伐後再種新樹種是不是沒關係？ 

  校園內的樹木如果是被認為不良的樹種，是否可以直接砍除？大量砍伐後再

種新樹種？這些作為都需要謹慎考慮。雖然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替換不良樹種似

乎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唯應多方考量，以下是處理不良樹種的幾個關鍵因素： 

 

（一）不良樹種是否能直接砍除？ 

  1.不良樹種的定義 

    所謂「不良樹種」通常是指那些不適合當地氣候

或土壤條件、易受病蟲害影響、或其根系等對周圍環

境造成負面影響的樹種。這些樹種可能對校園的生

態、環境或建築設施造成損害。例如，根系過於強大

可能會損壞地下管線或建築物基礎，或是樹木本身容

易因病害枯死，導致景觀不佳。 

    2.法律規範 

    在某些地區，即使是被認為「不良樹種」，若要

砍伐，在決定砍除樹木之前，應該了解當地的樹木保護法規，並確保獲得相應的

許可： 

  (1)樹木保護法規：某些地區可能對所有樹木（無論是否為本地種）都有限

制砍伐的規定。尤其是在公園、學校或城市公共場所中，即使是所謂的不良樹種，

也可能需要經過環境保護部門的批准才能砍除。 

    (2)生物多樣性法規：在某些情況下，若樹種

被認為是外來入侵物種，可能需要特別處理或進行

防治，並非隨意砍伐。 

    (3)特殊保護的樹種：如果是某些具有文化、

歷史價值或受保護的樹種，即便它們被認為是不良

樹種，也不能隨意砍除。 

（二）大量砍伐後再種新樹種是否沒關係？ 

    大量砍伐樹木後再栽種新樹種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是可行的，但這樣的行為需

要仔細規劃，並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和生態影響：校園內的樹木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提供氧氣、遮蔽、

棲息地等功能，大量砍伐樹木可能會打破這些平衡，影響到當地的微氣候、土壤

結構以及動植物生態。如果砍伐過多的樹木，可能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再加上

樹木根系有助於固定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大量砍伐，土壤的穩定性可能會受到

威脅，尤其是當新樹尚未建立穩固根系時。 

  2.植樹的可行性：選擇新的樹種應考慮當地的氣候條件、土壤質量以及生態

環境。某些外來樹種可能無法適應當地的環境，或可能成為入侵物種，反而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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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選擇合適的本土樹種或適應性強的樹種，有助於減少後期管理問題。

種植後要善加養護，澆水及施肥或土壤改良均能為新樹苗提供良好的生長環境，

並加速成長。 

  3.依法律和規範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在進行大量砍伐之前，某些地區可能要

求進行環境影響評估（EIA），以評估砍伐和新栽植樹木的環境影響。這樣的評估

有助於了解砍伐可能帶來後果，並對新樹的栽種做出相應調整。 

  4.社會與文化影響：許多校園樹木承載著歷史或文化意義，相關人與事可能

會對樹木有情感上的依賴。在砍伐之前，應先與地方人士或社區進行充分的溝通

和協商，砍伐後應該避免隨意砍伐後留下不良的景觀。新樹的選擇、布局和養護

都應該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三）小結 

  對於不良樹種的砍除應首先了解當地的法律規範進行必要的許可申請。若樹

木被認為對環境或設施構成風險，應選擇適當的處理方式，而非隨意砍伐。至於

大量砍伐後的樹種更換必須謹慎，要考慮生態影響、法律規範、植樹選擇、養護

問題以及社會影響，若能選擇適應當地環境的樹種，並加強對新栽樹木的養護並

期待持續與永續的兼顧環境、法律和社會多方需求。 

（四）附記 

  

  

  適地適種及不造成危害即為優良樹種，反之，則可能造成危險或影響環

境，即可能為不良樹種。判別樹木之前宜先就樹木特性詳加了解，以避免誤判

而將之列入不良之列。若合於法令亦需移除，移除後之新樹種宜慎選，以避免

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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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校園移植樹木大工程如何處理？保活要求宜列於契約中 

    校園移植樹木是一項涉及多方面的工程，特別是樹齡較老或是具有生態、景

觀或文化價值時，移植過程必須謹慎處理。保活要求是整個過程中的核心目標之

一，確保樹木能夠在新位置生長健康。以下是進行校園大規模樹木移植工程時的

關鍵步驟和要求： 

階段 主題 內容 

一、前期規劃 

確定移植必要 

先評估為何需要移植樹木，移植樹木應該基於

以下原因：樹木面臨建設或校園改造工程的干

擾、樹木的健康狀況可能需要更好的環境（如

改善光照、土壤條件等）、校園景觀規劃需要

更好的樹木布局。 

選擇移植專業 
選擇有專業樹木移植公司，這些公司應該擁有

足夠的設備、技術以及專業人員。 

二、移植計劃 

移植時間規劃 
選擇樹木休眠期進行移植，這樣有助於減少樹

木的水分蒸發和生長壓力。 

確定移植地點 
確定新位置，並且確保有適合樹木生長的環境

條件，如適合的土壤、光照和水源等。 

移植方法分析 

選擇適合樹木大小和品種的移植方式。大型樹

木，可能需要使用大型機械設備，如起重機、

移植機等。 

三、移植準備 

移植前的準備 

大型樹木，移植前會進行根系修剪，以減少移

植過程中樹木的壓力。根部需包裹並保護，避

免暴露和乾燥。通常使用適合的材料來包裹根

部，如麻布、塑料膜等。 

良好土壤準備 
新位置的土壤應該確保排水良好，土壤中應加

入適當的有機物和肥料以適應樹木生長。 

四、移植過程 

正確樹木挖掘 
移植過程中，應該小心挖掘樹木，儘量保護樹

根，減少對樹木根系的損害。 

根包裹與移動 
根部應包裹且保持濕潤，儘量避免長時間暴露

在空氣中致影響樹木的水分與養分吸收。 

穩妥運輸安置 
樹木在運輸過程中需要穩妥固定，避免劇烈震

動或損壞，保持根部濕潤。 

種植扎根養護 
樹木移植後應確保樹幹直立，根部與新土壤緊

密接觸，並且能夠穩定扎根。 

五、保護養護 保持根部濕潤 移植後的樹木需提供充足的水分，定期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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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水分能夠滲透到根系。 

適當遮蔭程度 

為了減少移植後樹木的水分蒸發和日曬，可以

用遮蔭布或遮陽網覆蓋樹木，特別是在夏季移

植時。 

適當營養支持 

根系恢復過程中，應施用適當的肥料來幫助樹

木恢復活力。使用專業的植物營養劑，有助於

加快樹木的根系發展。 

避免損傷干擾 

移植後的樹木需要避免過多的外界干擾，例如

避免大型機械的碰撞，並且減少人員進出新位

置。 

六、監控管理 

監控樹木狀態 

移植後，應該定期檢查樹木的健康狀況，觀察

樹葉的生長情況、樹幹的穩定性、根系的發展

等，及時發現並處理問題。 

根部健康檢查 
檢查是否有根部腐爛或病害情況，及時清除受

損的根系部分。 

樹葉狀況判別 
檢查葉片是否枯黃，這可能是水分不足或養分

缺乏的跡象。 

七、持續養護 

保持適當濕潤 
樹木移植後的前幾個月需要大量的水分支

持，應定期澆水，保持土壤的適當濕潤。 

適當修剪支撐 
樹木需要適當的修剪來促使健康的枝葉生

長，並且可能需要支架來保持樹幹的穩定。 

八、緊急預案 

風險評估準備 
如果移植後樹木未能保活，應提前準備替代樹

木來填補空缺，保持校園的綠化景觀。 

樹木健康把關 
如果樹木移植後出現病害、根部腐爛等問題，

應立即聯繫專業團隊進行修復。 

九、小結 

  校園樹木移植是一項技術要求高且對樹木生長有重大影

響的工程。要堅持保活要求，必須從前期規劃、移植過程中的

操作，到後期的監控與養護等各方面進行精細化管理，為確保

移植的樹木能夠順利適應新環境健康成長，需要投入充足的資

源、時間和專業技術。 

 
   

修剪不良枝 斷根保持完整 包覆及運送保護 種植不可歪斜 

圖片來源：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H2007-20160111-0000-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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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校園良好樹種如何得知？喬木或灌木如何選擇？廠商建議如何判斷？ 

  選擇良好的樹種、喬木或灌木，並且聽取廠商建議，是樹木管理中重要的步

驟。適當的樹種選擇能夠改善校園的景觀、增強生態功能，並且減少未來維護的

負擔。以下是選擇樹種的關鍵要素和如何評估廠商建議： 

 

（一）良好樹種的特質 

  1.適應當地環境 

    (1)氣候適應性：樹種必須適應當地的氣候條件，諸如溫度範圍、降水量和

日照情況。選擇在地的樹種對當地環境的適應性強，且生長穩定。 

    (2)土壤適應性：不同樹種對土壤的要求不同。有的樹種偏好酸性土壤，有

的則對鹼性更適應，了解校園的土壤特性並選擇適合的樹種是非常重要的。 

    2.生態貢獻 

    (1)生物多樣性：選擇有助於當地生物多樣性的樹

種，這些樹木能夠提供庇蔭、食物、棲息地等，

吸 引本地動植物的棲息。 

    (2)水土保持：樹木能夠防止水土流失，特別是對

於 有坡度的土地。選擇適合的樹種能夠有效地穩定

土 壤，增強水土保持。 

  3.健康與抗病性 

    (1)抗病蟲害：選擇健康且抗病蟲害能力強的樹種，以避免未來因病害或蟲

害而造成樹木死亡或健康問題。 

    (2)耐性：選擇耐旱、耐濕、耐風等多方面抗逆性的樹種，有助於提高樹木

在各種極端環境下的生長健全。 

  4.景觀效果 

    (1)美觀與景觀規劃：樹木的外觀、花果葉形等影

響校園的整體景觀。選擇與校園風格、設計和功能相

匹配的樹種，既能提升景觀效果也能兼顧實用性。 

    (2)季節性變化：選擇在不同季節中有不同景觀

效果的樹種。例如：春夏季節開花的樹木，秋冬季節具

有顏色變化的樹木，能提供一年四季不同的視覺享受。 

(二)喬木與灌木的選擇 

    1.選擇喬木的要素 

    喬木一般具有較大的樹冠和較高的樹幹，適合作為校園的主要綠化樹種。選

擇喬木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1)高度與空間：喬木適合需要較大空間的區域。要確保選擇的喬木能夠充

分發揮其空間，避免過於擁擠，且不會影響校園建築物或設施。 

    (2)根系特性：某些喬木的根系會較為擴展，選擇時要確保其不會損害地下

設施（如管道、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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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樹冠結構：喬木的樹冠應當不過於密集，以免遮蔽過多陽光，影響校園

其他植物或建築的光照。 

    (4)常見適合校園的喬木的特質 

    一般選擇適應性強，能夠提供美麗的四季景

觀，且抗病蟲害能力強。其次，樹葉形狀美麗、

樹形良好。唯本縣校園海拔高度差距達二千公

尺，山區及海區的氣候與風力不同，宜因時因地

制宜。 

   2.選擇灌木的要素 

    灌木適合用來裝飾校園邊緣、花園、步道等小範圍區域。選擇灌木時，應考

慮以下要素： 

    (1)生長習性：適合界定區域並選擇能夠與周圍植物協調的灌木。 

    (2)維護需求：通常需要定期修剪，選擇時要考慮其是否容易維護。 

    (3)花果觀賞性：選擇具有觀賞性或對蟲鳥有吸引力的品種。 

    (4)適合校園的灌木：因時因地制宜，適地適種及便於管理。    

    3.廠商建議的參考價值 

     廠商在提供樹木選擇建議時，通常會基於以

下幾點： 

    (1)產品知識：專業的樹木供應商應該能夠提

供適合校園環境的樹木品種，他們會根據過往的

經驗提供合適的建議。 

    (2)種植與養護經驗：廠商通常對於某些樹種

的栽種方式、成長習性、養護難易度等有豐富的了解，能夠提供有效的建議。 

    (3)市場需求：有時廠商的建議也會基於市場的流行趨勢，這可能會影響樹

種選擇，但並不一定符合當地最佳環境條件。對於廠商建議，應該聽取但並非完

全依賴。除了考慮廠商的建議外，還應根據以下因素進行綜合評估： 

(1)環境適應性：選擇符合當地環境的樹種，這是最重要的判斷標準。 

(2)專業顧問的意見：可考慮向專家諮詢，了解更深入的專業建議。 

(3)預算與維護：成本需要從長期管理的角度來考慮。 

三、小結 

    選擇良好的樹種、喬木和灌木是校園

綠化中至關重要的步驟，應綜合考慮當地

環境、樹種特性、景觀效果等因素。在聽

取廠商建議時，需要保持專業評估和實際

需求的平衡且根據科學的環境評估和專業

建議來做出最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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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校園大王椰子樹，恐落葉或倒下造成危害，可直接找廠商移除嗎？ 

    若校園圍牆旁的大王椰子樹存在掉葉或倒下的潛在危險，為了避免造成危

害，確實可以考慮移除，但需要謹慎處理，並遵循適當的規範與程序。直接找廠

商進行移除是可行的，但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評估樹木健康狀況 

    1.專業檢查：在決定是否移除樹木之前，最好先請專業的園藝師或樹木健康

評估師來檢查這棵大王椰子樹的狀況。他們可以確定樹木是否確實存在危險，比

如樹幹腐爛、根部問題或結構不穩，這些可能導致樹木倒塌或落葉。 

    2.掉葉問題：大王椰子樹是一種較為高大的樹木，若掉葉量過大，這可能會

影響周圍的區域，甚至對校園環境造成困擾。如果掉葉已經造成安全或視覺上的

問題，可以考慮修剪或移除。 

(二)移除的必要性 

    1.安全性優先：如果大王椰子樹的健康狀況不佳，或存在

倒塌的風險，移除它是保證校園安全的必要措施。尤其是當樹

木靠近圍牆或學校設施時，倒下或掉落的葉子、果實可能會對

人員或財產造成傷害。 

    2.風險評估：應該進行風險評估，考量樹木周圍的環境，

比如人員活動區、教學樓或公共設施的距離以判斷移除樹木是

否為最佳選擇，或者是否可以經由修剪、加固等措施來減少風

險。 

(三)合法性與規範 

    1.當地法規與校園政策：在移除樹木前，需要了解當地有關樹木保護的法規

及校園內的相關規定。有些地區對於樹木特別是大型或老樹有保護要求，可能需

要申請許可；某些樹種也可能被認為具有生態、景觀或文化價值，需要經過專業

評估和許可程序。 

  2.校園環境的可持續性考量：如果樹木是校園景觀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校園

的象徵，移除它可能需要特別的審核程序。在移除前，學校應評估樹木的文化、

景觀價值和學生、社群對該樹的情感。 

(四)選擇專業廠商 

    1.專業移除廠商：選擇有經驗的樹木移除廠商來處理大王椰子樹是非常重要

的。專業廠商應該具備安全的設備、技術以及處理大型樹木的經驗，他們會使用

合適的機械工具和方法來安全地移除樹木，並確保不會對周圍的環境或設施造成

損壞。 

    2.移除過程中的安全措施：移除過程中，廠商應設置圍欄、警告標誌，並安

排足夠的人員進行現場安全管理，確保周圍人員不會受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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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替代方案：修剪與保護 

    1.修剪措施：如果大王椰子樹本身健康且結構穩定，可以考慮定期進行修

剪，去除危險的枝條或葉片，這樣可以減少樹木掉落物的風險。修剪也有助於樹

木的健康，適當的修剪能夠延長樹木的生命。 

    2.支撐措施：對於有倒塌風險的樹木，有時候可以考慮為樹木安裝支撐物來

加強其穩定性，這樣可以避免完全移除的需要，尤其是當樹木仍然具有一定的景

觀價值時。 

(六)後續補救與綠化規劃 

    1.新樹種選擇：如果確定需要移除大王椰子樹，學校可以考

慮選擇適合當地環境的新樹種進行替代。在選擇新樹木時，要考

慮到新的樹木不會再造成類似的問題，比如樹冠過大、落葉過多

等。 

    2.綠化規劃：移除樹木後，可以進行綠化規劃，種植更適合

環境和校園需求的植物，確保校園景觀不受影響，並且長期維護

良好的綠化效果。 

(七)小結 

    大王椰子樹如果存在掉葉或倒塌風險，確實應該找專業廠商進行移除，但需

要在專業評估、風險評估以及合法性審核後進行。移除前，應考慮其他替代方案，

如修剪和支撐等。若樹木仍然健康且具有價值，則應儘量避免完全移除。選擇合

格的廠商來進行移除工作，並且確保符合當地法規，這樣能夠保證樹木移除過程

的安全性和順利進行。 

（八）附記 

   

健康成長的大王椰子，具有

歷史意義與景觀價值者，宜

加以維護。唯仍應時時注意

根系是否強健。 

椰子樹定期修剪，可以維

護行人安全與景觀，也能

促進樹木健康與延長生

命。 

位於行人必經需慎防

葉子掉落，因其高聳，

也需注意是否易受摧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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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校園修剪後之樹幹、樹枝、樹葉如何處理？ 

  校園修剪後的樹幹、樹枝和樹葉需要妥善處

理，這不僅有助於維護校園環境的整潔，還能減

少對生態的負面影響。根據校園的需求、當地的

環保政策及資源利用狀況來決定，常見且有效的

處理方法如下： 

 

(一)堆肥或有機堆肥處理 

    樹木修剪後的枝葉可以用來製作有機堆肥，能將廢棄物轉化為資源。 

  處理步驟為將樹葉、樹枝等有機廢棄物進行堆積、發酵，經過一段時間後轉

化為富含養分的堆肥，可以用於校園綠地的土壤改良。其優點不僅能夠減少垃圾

量，並提供一個可持續的方式來提升土壤品質，尤其

適用於校園內需要不斷施肥的花園或草坪區域。 

(二)木材再利用 

    修剪下來的樹枝和樹幹可以視其大小和狀況進

行再利用，比如製作桌椅、花盆、景觀裝飾等物品，

也能作為藝術或裝飾用途，既能達到環保目的，也能

增添校園的自然風格。 

（三）碎枝粉碎機處理 

  對於較細小的枝條和葉子，可以使用碎枝粉碎機（又稱木材粉碎機）來處理，

這樣能迅速將樹枝變成木屑或木片，經過粉碎的樹枝可以用作花園覆蓋物（如覆

蓋在花壇或樹木根部），既能保持土壤濕潤又是良好的有機材料，且能防止雜草

生長。 

（四）樹葉處理 

  樹葉在秋冬季節常會大量掉落，需要妥善處理，可作堆肥或有機循環，製作

有機肥料，這樣不僅能處理樹葉，還能促進校園綠化區域的生長。樹葉也可以被

用來作為覆蓋物，直接鋪在植物根部，有助於保持土壤濕潤並抑制雜草生長，這

種做法在校園中的花園或草坪區域非常適用。 

（五）回收與專業處理 

  如果樹木修剪產生的材料量大，或是修剪樹種較特殊、含有有害物質（如某

些病樹或有毒植物），可考慮送往專業回收機構進行處理，轉化為生物燃料、建

材或其他產品，這樣可以最大化資源的利用，達到環保目的。但若無法進行資源

回收，可以送到專用的垃圾場或垃圾處理中心進行集中處理。 

（六）應用於校園景觀與生態保護 

  將修剪後的樹木或樹枝合理地留在校園內的某些地方，能夠創造出有益的生

態環境。例如：校園內有生態園區或自然區域，將樹幹或樹枝放置於這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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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營造棲息地或為昆蟲和小動物提供庇護所。一些樹幹和較大的樹枝可以作

為自然景觀的一部分，增加校園的自然感覺，特別是在綠化或園藝設計中，這些

樹木可以成為景觀的一部分，讓學生與大自然建立情感聯繫。 

(七)樹根的處理 

    進行了大規模的樹木移除或修剪，樹根的處理也很重要，因為它們可能會影

響新植樹木的生長。樹幹移除後，則根系亦需加以處理，以避免妨礙其他植栽或

造成設施損壞。 

(八)法律與規範 

    在處理樹木修剪後的材料時，也需要注意當地有關樹木管理的法律與環保規

範，有些地區可能對木材或有機材料的處理方式有特定要求。 

(九)小結 

    校園修剪後的樹幹、樹枝、樹葉可以有多種處理方式，包括堆肥、木材再利

用、碎枝粉碎機處理、樹葉覆蓋等。選擇既符合環保要求又適合校園管理的方式，

並根據當地的環保政策進行合理處理，這樣不僅能有效減少垃圾，也能促進資源

的再利用，增進校園綠化和生態健康。 

（十）附記 

   

樹葉可作堆肥與抑制雜草 成為生物的棲地 病木製成精美木雕 

一、依據嘉義縣政府 112 年 9 月 14 日府授環廢字第 1120221996 號函「嘉

義縣一般廢棄物(廢木材)資源循環清除處理原則」。 

二、為配合資源循環政策目標，推動轄內生物質－廢木材回收再利用減少焚化

爐之負擔，並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協助後端去化處理，特訂定代清運及允收標準

原則。廢木材允收標準： 

(一)尚未腐爛，且限不含經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 

(二)符合以下條件可自行集中放置於可清運地點。 

 1.枝葉與枝幹(直徑大於 5 公分者)分開堆置。 

 2.枝幹長度裁減至 150 公分以下。 

 3.枝幹直徑大於 5 公分小於 3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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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樹木修剪作業指引」 條文及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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