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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臺北市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調查及營造 

 

摘要 

士林區大崙頭山區公有林地示範區目前多為次生林，部分林木老熟亦未加以

應用，本研究進行示範林地林相改良，並提出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造林施作規範、

種植營造計畫。種植營造計畫之樹種選擇，永續林木區採用物種分布模擬，分析

森林法 12 種貴重木於大崙頭山林地之生育地適宜度，再據以選擇永續林木區之

經濟樹種，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則以完整名錄 → 可用名錄 

→ 推薦名錄 → 審定名錄之階段式流程來篩選所需的特色植物與景觀植物，藉

由系統性逐步彙整及過濾的方式來建立適用之植物推薦清單。 

本年度完成 5 ha 之林相改良示範作業，同時進行造林撫育施作等作業前後

調查，了解疏伐後概況，並配合整地、種植及改良完成等階段，製作縮時紀錄影

片及空拍影像，藉以累積臺北市林地經營管理之相關知識與操作技術，作為未來

臺北市林地經營管理之基礎資料及參考資訊。林地示範區之營造除可進行林相改

良工作外，亦讓此區域之景觀增添四季變化，遊憩資源更加豐富，整體場域將具

有森林保育、防災、景觀、教育遊憩及資源永續利用等多重效益，實為未來臺北

市林地經營管理之重要基礎與參考資訊。 

 

一、前言 

森林具有捍止土砂、截留降水與涵養水資源之功能，對山坡地範圍之環境維

護尤其重要。為保育森林資源，使森林發揮維護國土保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與

公共設施安全，並提昇生活環境品質之功能。而林地經營係藉森林之各項機能控

制地表，藉由森林植被之覆蓋截留雨水、減少沖蝕保護土地，或藉植物之根系固

著土壤、增加土壤孔隙，達到鞏固土石涵養水源之作用，或於沿海地區透過林木

所構築之屏障，阻擋來自海洋之強風、鹽分侵襲，達到防風防潮之效果等，據以

發揮國土保安功能，並保護民眾生命與財產之安全之公益功能。 

    為顧及森林法管制及臺北市林地管理穩定性，並兼顧山坡地保育利用條

例、都市計畫法及臺北市都市計畫施行自治條例等相關法令之整體性，並考量臺

北市土地管制使用合法性維護，臺北市政府於 106 年依森林法施行細則第三條之

規定，辦理臺北市之林地範圍認定研析，建置林地清冊及繪製圖說，共認定林地

面積 3,229 ha。另於 107 年進行臺北市公有林地植群樣區設置調查，進行植群資

料分析，並挑選 1 處位於士林區大崙頭山區之公有林地作示範區營造，研擬經營

管理作業方法，並進行初步營造，盼作為未來臺北市林相更新撫育及林地經營管

理之參考資料。此一示範區中之林地約 26 ha，過去曾進行相思樹、柳杉、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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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油桐等樹種之造林，亦有栽植經濟果樹或竹林，後因缺乏撫育多已淪為次生

林，部分林木老熟亦未加以應用，因此擇定大崙頭山林地分年辦理林相改良工作，

將老熟造林木及擴張之竹林重整改良。另本區早年建設局即規劃為臺北小溪頭遊

憩區，目前亦有許多民眾至此進行健行踏青等休閒活動，因此除林相改良工作外，

亦希望加強此區域之景觀及規劃更貼近民眾之戶外活動場域，並串聯鄰近之環教

及遊憩場域，擴大本區功能以達發揮森林保育防災、景觀、教育遊憩及資源永續

利用等多重效益。 

二、前人研究 

 

(一) 地理資料 

本計畫區位於臺北市士林區與內湖區交界處，大崙頭山海拔 476 m，山頂寬

平，隸屬大屯火山群之五指山系，為臺灣小百岳之一。本區屬於古老之沉積岩，

於雙溪河床為大寮層可見由厚層塊狀砂岩和頁岩或砂岩、頁岩互層所組成，山腰

為淺灰色至白色砂岩、灰色砂岩、灰黑色頁岩互層，和大崙尾山頂的五指山層，

主要由灰白色礫質中粗粒正石英岩或副石英砂岩構成(鄧屬予，2006)。計畫區附

近山岳有大崙頭山(476 m)、文間山(184 m)以及大崙尾山(451 m)，而位處山腰處

以一湖泊，大崙湖；而山區北側自然步道與萬溪產業道路銜接，與內雙溪森林自

然公園一同相伴。 

(二) 生物資源 

1. 臺北市動物資源 

臺北市動物資源方面，過去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計畫(李培芬，2008-

2013、2015-2017)，長期監測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指標，共紀錄 11 年資料，累積許

多非常珍貴的生物資源資料，其中鳥類、淡水魚類、陸域昆蟲及水域昆蟲為每年

調查更新，兩棲類、爬蟲類及淡水無脊椎動物則每 3 年調查更新。 

(1) 鳥類 

過去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調查報告中(李培芬，2008)，第一季(8 月份)調查以留

鳥、夏候鳥與過境鳥為主要調查對象，在 300 m 以上山區、300 m 以下山區與都

市綠地三種類型分區內，共調查到 21 科 34 種 616 隻；第二季(9 月份)共紀錄 34

科 85 種 9,128 隻。而在 2012 年春季(2 月初起至 4 月底)調查紀錄為 33 科 72 種

4,019 隻，秋季(11 月)為 22 科 47 種 1,273 隻(李培芬，2012)。另外，於 2017 年

度的調查中(李培芬，2017)，依據 40 個陸域調查點及 12 個水域調查點樣區，共

記錄 102 種鳥類(2017 年 3 月至 6 月及 2017 年 9 月至翌年 1 月)，以 300 m 以下

山區、都市綠地和濕地鳥類達 60 種最多，保育鳥類共 14 種，其中有第一級瀕臨

絕種保育類游隼(Falco peregrinus)1 種；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類 10 種，包括魚鷹

(Pandion haliaetus)、黑翅鳶(Elanus caeruleus)、東方蜂鷹(Pernis ptilorhynchus)、

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鳳頭蒼鷹(Accipiter trivirgatus)、松雀鷹(A. virgatus)、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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鳶(Milvus migrans)、赤腹山雀(Sittiparus castaneoventris)、東方鵟(Buteo japonicus)

以及臺灣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類有 3 種，包括紅

尾伯勞(Lanius cristatus)、臺灣藍鵲(Urocissa caerulea)，以及白尾鴝(Cinclidium 

leucurum)。特有種鳥類有臺灣竹雞(Bambusicola sonorivox)、五色鳥(Psilopogon 

nuchalis)、臺灣藍鵲、小彎嘴(Pomatorhinus musicus)、大彎嘴(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赤腹山雀以及臺灣紫嘯鶇

(Myophonus insularis)共 8 種，保育類中數量最高的物種為臺灣藍鵲與臺灣八哥，

特有種中則以五色鳥數量最高。 

(2) 兩棲類動物 

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調查報告中(李培芬，2012)兩棲類共計有 22 種。金線蛙

(Pelophylax fukienensis)(臺北植物園)、翡翠樹蛙(Rhacophorus prasinatus)(木柵貓

空、仙跡岩、中正山)，以及臺北樹蛙(R. taipeianus)(鹿角坑、大屯山、中正山、

夢幻湖、內雙溪、金面山、南港)為「其它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第 III 級)」；特有

種方面：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斯文豪氏赤蛙(Odorana swinhoana)、褐樹

蛙(Buergeria robusta)、面天樹蛙(Kurixalus idiootocus)、翡翠樹蛙，以及臺北樹蛙

為臺灣特有種。外來種方面，則調查到到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原產於北

美東部)與斑腿樹蛙(Polyedates megaceephalus)。2015 年調查結果，共計 21 種，

相對過去調查，當年度未調查到長腳赤蛙(Rana longicrus Stejneger)，而調查到黑

眶蟾蜍(B. melanostictus)504 隻次為個體數量最多物種，此外，斑腿樹蛙的數量與

分布，都較過去調查記錄增加，需多加監測其擴散速度、範圍與數量。 

(3) 爬蟲類動物 

李培芬 2012 年的調查中，調查結果共計 11 科 27 種，其中柴棺龜(Mauremys 

mutica)(鹿角坑 )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第  II 級 )」；龜殼花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中正山、天母、康樂山、南港)、雨傘節(Bungarus multicinctus)(關

渡自然保留區)為「其它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第 III 級)」；特有種方面：斯文豪

氏攀蜥(Diplodwema swinhonis)、蓬萊草蜥(Takydromus stejnegeri)、翠斑草蜥(T. 

viridipunctatus)、臺灣鈍頭蛇 (Paareas formosensis)為臺灣特有種，黃口攀蜥

(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為臺灣特有亞種；外來種方面，計有紅耳泥龜

(Trachemys scripata elegans)(俗稱巴西烏龜，原產北美東部 )、黃頭側頸龜

(Podocnemis unifilis)(俗稱忍者龜，原產南美洲)、地圖龜(Graptemys spp.)(原產於

北美東部，未捕獲，無法判定明確種類，僅能確認為地圖龜屬的種類)。於 2015

年共計 11 科 25 種，保育類有黑眉錦蛇(Orthriophis taeniurus friesi)(夢幻湖)、龜

殼花(天母、劍潭、金面山)、雨傘節(內雙溪、仙跡岩、關渡自然保留區)；特有種

則有斯文豪氏攀蜥、蓬萊草蜥、翠斑草蜥、泰雅鈍頭蛇(Pareas atayal)，特有亞種

為黃口攀蜥。外來種方面，調查計有紅耳泥龜(俗稱巴西烏龜，原產北美東部)、

古巴彩龜(T. decussata)(原產古巴)；皆以寵物市場熱門物種為主。兩棲爬蟲類野

外觀察數量方面，以鉛山壁虎(Gekko hokouensis)的 184 隻次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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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蝶類 

臺灣蝶種豐富，產近 400 種蝶種；臺北市四周森林環繞加上鄰近陽明山國家

公園區域內即紀錄有超過臺灣全國四分之一的種類，共有 5 科 197 種於臺北市被

紀錄過(山中正夫，1971-1975、1980；楊平世，1987；李培芬，2008、2012)。山

中正夫於 1971-1980 年間紀錄有 5 科 183 種；楊平世於 1987 年紀錄 5 科 158 種；

李培芬 2008 年調查共紀錄 5 科 92 種 969 隻，2012 年共紀錄 5 科 105 種 1,664

隻，2017 年調查結果共 5 科 100 種 4,765 隻。 

2. 臺北市植物資源 

2003 年陳永寬等在臺北市保安林檢訂管理計畫中，於臺北市保安林區域設

置 120 個 10 m × 10 m 樣區，進行每木調查，共調查 36 科 79 種，包含九節木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大明橘、大青(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等。 

2007 年許再文等整理臺北市、新北市及基隆市植物資源共紀錄維管束植物

185 科 1,371 種，其中蕨類植物 35 科 205 種、裸子植物 5 科 14 種、雙子葉植物

119 科 925 種、單子葉植物 26 科 227 種；依照 IUCN 訂定之物種瀕危等級標準

評估結果，稀有植物計有絕滅級(EX)1 種、極危級(CR)10 種、瀕危級(EN)22 種、

易危級(VU)49 種、接近威脅(NT)12 種。 

2008 年根據許立達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植被變遷研究調查資料，陽明山國

家公園之植物含部份馴化之栽培種共計有蕨類 35 科 71 屬 175 種；裸子植物 1 科

1 屬 2 種；雙子葉植物 117 科 453 屬 831 種；單子葉植物 28 科 171 屬 351 種，

合計有 181 科 696 屬 1,359 種。分別是以紅楠、長梗紫麻(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大葉楠(M. japonica Siebold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J. C. 

Liao)、昆欄樹(Trochodendron aralioides Siebold & Zucc.)為優勢植物。以紅楠為主

的森林景觀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最常見、最穩定的森林景觀，其伴生樹種有樹杞

(Ardisia sieboldii Miq.)、楊桐、墨點櫻桃(Prunus phaeosticta (Hance) Maxim.)等。

以長梗紫麻為主的森林景觀所佔面積較小，大多分布於潮濕山谷，屬於森林演替

初期植物社會，並不穩定，將逐漸演替成以大葉楠為主之森林景觀。以大葉楠為

主的森林景觀主要分布於 700 公尺以下之低海拔或較潮濕之坡地或谷地，伴生樹

種有紅楠、長葉木薑子(Litsea acuminate (Blume) Kurata)等，下層植物則有山龍眼

(Helicia formosana Hemsl.)、山橘、長梗紫麻、臺灣山香圓(Turpinia formosana 

Nakai)。以昆欄樹為主的森林景觀分布於七星山及鹿角坑溪附近山谷地，常有純

林出現。人工林景觀為日治時代及臺灣光復後之造林木景觀，樹種包括琉球松

(Pinus luchuensis Mayr.)、馬尾松(P. massoniana Lamb.)、濕地松(P. elliottii Engelm.)、

臺灣二葉松(P. taiwanensis Hayata)、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

樟(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old & Zucc. 

var. formosana (Hayatya) Rehder)、竹柏、櫻花(P. campanulata Maxim.)等，主要造

林於面天山、烘爐山、頂山、竹子湖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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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李培芬調查結果(含陽明山國家公園)，臺北市 10 個樣區中計調查到

維管束植物 116 科 298 屬 410 種，其中蕨類植物有 47 種，裸子植物 8 種占 2.0 

%，雙子葉植物 281 種及單子葉植物 74 種。其中臺灣的原生種有 273 種，物種

組成優勢科前 9 名，依序為大戟科(25 種)、菊科(21 種)、桑科(18 種)、禾本科(15

種)、茜草科(14 種)、豆科(11 種)、天南星科(10 種)、茶科(8 種)及莧科(8 種)等。

而 2016 年李培芬的調查結果，共記錄 150 科 473 屬 680 種，包含了 71 種蕨類、

13 種裸子植物、444 種雙子葉植物、165 種單子葉植物；以禾本科 60 種最多、

其次菊科 35 種、大戟科 31 種、莎草科 23 種、豆科 22 種、茜草科 22 種，此外，

外來植物種類包含共計有 208 種。 

邱清安等(2013)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針對景觀沿線道路植物社會進行調查，

沿主要道路共取樣 50 個樣區，涵蓋路線包括百拉卡公路(縣 101 甲)、陽金公路

(臺 2 甲)、陽投公路、東昇路−湖山路、中湖戰備道路、菁山路 101 巷、新園街聯

絡道及萬溪產業道路，調查中於樣區內共記錄維管束植物 123 科 301 屬 476 種，

其中蕨類植物 25 科 42 屬 79 種，裸子植物 2 科 2 屬 2 種，雙子葉植物 84 科 210

屬 328 種，單子葉植物 12 科 47 屬 67 種，並於 41 位專家學者挑選陽明山具景觀

應用潛力之植物，最多人數勾選之植物為大頭茶(Gordonia axillaris (Roxb.) Dietr.)

及山桐子(Idesia polycarpa Maxim.)；邱清安(2014)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調查昆欄

樹植物社會，其擇取於昆欄樹族群數量較多之處設置樣區，總計共調查 31 個樣

區，於樣區調查內共記錄維管束植物 100 科 212 屬 313 種，其中蕨類植物 24 科

39 屬 65 種，裸子植物 2 科 2 屬 2 種，雙子葉植物 66 科 141 屬 202 種，單子葉

植物 8 科 30 屬 44 種。 

李培芬(2016)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計畫報告中利用定性調查法與定

量調查法，調查臺北市都市綠地及 300 m 以上山區、農地與溼地，維管束植物共

計 150 科 473 屬 680 種，包含 71 種蕨類、13 種裸子植物、444 種雙子葉植物、

165 種單子葉植物，外來種植物共計 208 種，佔全部植物種樹比例 30.0%。 

張坤城等(2017)利用樣區取樣法調查臺北市信義區內維管束植物種類共計

106 科 230 屬 339 種，其內屬臺灣特有種共 28 種、歸化植物 31 種、栽培種 27

種及紅皮書名錄植物 10 種。信義區低海拔丘陵地屬於亞熱帶之楠榕林帶，多以

樟科之楨楠屬物種及桑科榕屬物種為主，在演替後期則以陰性樹種江某為主要優

勢樹種。地被植物社會較常見之物種於較乾燥處為九節木，較潮溼林下則以觀音

座蓮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Rosenst.)、廣葉鋸齒雙蓋蕨 (Diplazium dilatatum 

Blume)、山棕(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烏來月桃(A. uraiensis Hayata)及姑

婆芋(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為主，多為全島低海拔地區常見之植物，此與

本計畫區域植物組成類似。 

張坤城等於 2018 年針對臺北市林地進行樣區設置與調查，共分析 110 個植

群樣區，包含大崙頭山示範林區樣區植群調查，調查維管束植物共計有 122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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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屬 523 種，其中裸子植物 4 科 5 屬 6 種；雙子葉植物 78 科 225 屬 337 種；

單子葉植物 18 科 64 屬 88 種。維管束植物種類以大戟科與茜草科各 23 種最多，

桑科 18 種次之。紅皮書名錄植物共紀錄 14 種，包含瀕臨危險 4 種、易受害 3 種、

接近威脅 5 種與資料不足 2 種。植物社會組成方面，並可分為 15 個林型，分別

為 A 紅楠林型、B 山紅柿林型、C 大明橘林型、D 九節木林型、E 香楠林型、F

相思樹林型、G 長梗紫麻林型、H 森氏紅淡比林型、I 江某林型、J 楓香林型、K

猪母乳林型、L 菲律賓榕林型、M 血桐林型、N 杜英林型、O 火廣竹林型。臺北

市林地維管束植物資源豐富，現生植群以九節木林型分布面積最為廣泛且多分布

於地形平緩之處；而在溪谷或較為陰暗潮濕處以菲律賓榕林型與長梗紫麻林型為

主；在開闊處以江某林型與血桐林型為主；人工林型為相思樹林型、森氏紅淡比

林型，楓香林型、杜英林型與火廣竹林型為主。各林型之優勢樹種多呈現反 J 型

分布，表示多數優勢樹種族群更新狀態良好，具有較高之更新潛勢；則優勢樹種

相思樹、廣東油桐等族群結構呈現鈴型分布，表示族群呈現衰退現象，未來在沒

有干擾之情況下可能會被其他樹種取代。 

 

(三) 大崙頭山林地植群概況 

張坤城等(2019)於大崙頭山林地植群調查可知，主要以大明橘林型、九節木

林型、相思樹林型等為優勢林型，另於本計畫區內植群樣區共記錄上層植物含大

明橘、臺灣黃杞(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 Wall.)、紅楠等 43 種，優勢樹種大致

為大明橘、杜英(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臺灣赤楠、南投五月茶、紅

楠、樹杞等，植群組成較相似於本計畫所描述的大明橘林型，地被大致上由小月

桃、茜草樹、鬼桫欏、臺灣赤楠(Syzygium formosanum (Hayata) Mori)等所組成；

其中一區優勢樹種為火廣竹 (Bambusa dolichomerithalla Hayata)、廣東油桐

(Aleurites montana E. H. Wilson)、白匏仔(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üll. Arg.)

等，屬於火廣竹林型，地被層為芒萁、烏毛蕨(Blechnum orientale L.)、廣葉鋸齒

雙蓋蕨等所組成。 

 

(四) 大崙頭山林地周邊既有人文活動或資源 

內雙溪自然中心園區涵蓋教學中心、藥用植物園及大崙頭山步道等，占地

104 ha，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亦於範圍之中。內雙溪自然中心位於士林區溪山里，

東鄰近新北市汐止區與萬里區，南以大崙頭山、大崙尾山與內湖區相鄰，西與臺

北市士林區中央社區相接，北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相對。本區屬碧溪集水區，水源

涵養豐沛，為孕育生物的溫床，加以本區介於古老雪山山脈與新興大屯山山脈之

物種交會帶，部分區域為早期人為侵墾收回的棄耕區域，其餘約有 92 %以上區

域為生長良好之天然闊葉林，擁有本市近郊最完整的森林區域及林相，不僅動、

植物資源相當豐富，並有風衝林及壓縮型生態系等特殊生態景觀，素有「臺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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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之稱(大地工程處，2014)。大地工程處(2014)於內雙溪自然中心等處進行動

植物調查，其中植物共 189 種，其中屬於 IUCN 評估等級中之保育類有 12 種。

動物調查部分涵蓋鳥類、昆蟲、兩生類、爬行類及哺乳類，共計 174 種，其中 16

特有種、15 特有亞種，保育等級 II 與保育等級 III 的各有 5 種。另自然環境教

育方面，賴羿鳴等(2015)針對內雙溪自然教學方案之「森林背包客棧」對國小高

年級學童環境教育之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參訪前的學童對於此次戶外教學

方案期待能實際進入森林體驗並看見森林裡的植物，並且在呼吸新鮮空氣的同時，

亦能汲取新知識；在參與「森林背包客棧」課程方案後，對於學童的生態知識與

環境態度及行為意向上的提升皆有明顯助益。 

 

(五) 林地營造規劃 

森林經營之目的可概分為 3 大類：以木材等經濟收入為主要目的之經濟林、

以建造優美景而利於遊憩為主要目的之景觀林、以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發揮公益性

等環境保育為主要目的之環境保育林。以下為近年來為營造規劃此 3 類林地所渉

及之重要議題的相關報告回顧與分析。 

1. 永續的森林經營：從法正林轉向近自然林 

早期的森林經營，莫不皆以木材生產為主要目的，理想中之森林經營應遵循

法正林(Normal forest)之理念，同時須符合法正齡級分配、法正林分配置、法正蓄

積、法正生長量等要項，亦即法正林是指能夠永續實現木材收穫均等的森林、年

年有等量木材收穫的森林，而現代的森林經營已從收穫木材作為主要目標，轉變

成為發揮森林多元化功能(楊榮啟、林文亮，2003；2004)，形成一種以生態為導

向的永續林業經營理念，包括連續覆蓋林業(Continuous Cover Forestry, CCF; e.g. 

Pommerening & Murphy, 2004)、具有多種不同稱謂的趨近自然林業(如：close-to-

natural, near-natural, nature-based forestry, or near-natural form of forestry; e.g. Schütz, 

1999)，其中，CCF 是 2001 年國際林業研究組織聯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rest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IUFRO)大會主題，而近自然林更是重要的森林經營議題

(Diaci, 2006; Roessiger et al., 2011)；這些強調接近自然狀態之林業可統稱之為「近

自然林」，其特徵包括(邱志明，2010；陸元昌等，2010；Kerr & Simpson, 1999; 

Pommerening & Murphy, 2004)：(1)經營的對象是整個生態系，而不只是林木；(2)

將單一樹種、同齡、單層結構調整為多樹種、異齡、複層結構；(3)以單株或小塊

擇伐來取代大面積皆伐；(4)避免全面的伐除清理之造林整地作業；(5)優先選用

原生鄉土樹種；(6)強調立地環境之配合、天然更新之應用、土壤地力之維持；(7)

除了林木用材之外，也同時發揮森林的多重惠益。簡言之，近自然林是依據該地

自然環境條件及其潛在自然植群，參照自然規律以人力介入培育之健康、穩定、

多樣的混交林，使之兼具林產物收穫及多重公益的惠益。 

採用近自然林的經營管理，在收穫林木之時，仍可在當地持續保留足夠的樹

木，有助於森林對干擾的抵禦能力，此一做法可能是建立韌性森林(resilient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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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物種多樣性與棲地以及土地生產力的最佳方式(Frelich et al., 2018)，因此未

來對於森林的經營管理應以強化生態系之結構、功能、惠益、韌性，來取代短期

的極大化木材收穫，然而這種同時考量永續森林經營之經濟、社會、生態等層面

的整合途徑，因各地社經情況與自然環境的不同而須因地制宜(Boncina, 2011)，

不僅十分複雜且非一蹴可幾，雖然目前世界各國都在努力實現永續森林經營，但

仍時常缺乏良好的管理實務與經驗證據，因而加強永續森林管理將需要更好的報

告和驗證，涵蓋更多領域，並在未來加強永續森林之管理標準和指標的實施(Siry 

et al., 2005)。 

2. 新生苗木的增加：輔助天然更新與豐增補植 

林木更新(regeneration)是維持森林生態系的基本過程，也是永續森林管理系

統(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的關鍵之一，主要的林木更新方式有苗木

出栽(planting seedling)、種子直播(direct seeding)、天然更新(natural regeneration)，

其中，苗木出栽是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但其可能有根變形、缺乏自然汰擇等缺點

(Ackzell, 1993)，有時同時結合種子直播與苗木出栽是促使森林恢復的最佳方法

(Camargo et al., 2002)，種子直播與苗木出栽都是人為提供生育地所需之種苗，是

屬於人力介入的(intervention)，適用於嚴重退化之生育地，而天然更新之種苗則

是來自於自然散播或土壤種子庫，是屬於自發性的(spontaneous)，適用於土地退

化不嚴重之處，Crouzeilles et al. (2017)曾統合分析(meta-analysis)熱帶森林的 113

項研究報告，發現在生物多樣性及植群結構方面，天然更新比人為復育更佳。極

大化林木生產可能與生物多樣性目標相衝突，但良好的造林作業對生物多樣性和

水資源保護將具有正面的影響且不會產生過高之成本(Duncker et al., 2012)，因此

森林恢復應採取被動消極地放任植群自生演替或主動積極地以人為力量介入進

行生態復育 (passively natural recovery by spontaneous succession vs. activel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y human intervention)必須是基於科學基礎，實務上整合自

生演替與人為復育才是最有效的途徑(邱清安、徐憲生，2015)。 

某些地方之森林演替發展或自我復原(successional development or self-repair)

是很快速的，例如：森林是在近期內被清除的、有原生種遺留的殘存林與稚樹庫

及土壤種子、地景內仍有完整且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生林，這類天然更新成功案

例在世界各地均可見(Lamb et al., 2005)，對於已存在於待造林之處的天然更新苗

木，可實施輔助天然更新(Assisted / Accelerated Natural Regeneration, ANR)，這是

一種藉由移除或降低自然更新的阻礙(如土壤退化、雜草競爭、重複性干擾)來促

進自然演替過程(accelerate natural successional processes)的森林復育方法(Shono 

et al., 2007; Betts, 2013)，相似的概念在不同的研究常被提及，甚至有時被簡單稱

之為仿效自然(imitating nature) (Attfield, 1994)，與慣用的植樹造林方法相比較，

ANR 少了苗木繁殖、培育、出栽之成本。ANR 可包含許多技術方法且具有彈性，

其操作可根據立地情況、復育目標、可用資源等考量來進行修正，ANR 之基本

步驟：(1)標定更新的苗木、(2)解放更新的苗木、(3)抑制雜草、(4)保護以免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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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5)維護與豐增補植。與常規的重新造林(conventional reforestation)成本相比，

ANR 造林的成本減少近 2/3 (Guillermo, 1992)，但 ANR 需要更高的技術、更多的

生態資訊(ecological information)投入(Hardwick et al., 2004)，例如：現場鑑識苗木

之能力、瞭解各類苗木之環境需求、符合當地環境的維護技能。 

從字面意義來看，豐增補植(enrichment planting)之 enrichment 意在，藉由加

入某些植物種類來改善森林之品質並使其更豐富；簡單來說，豐增補植即是在冠

層孔隙或沿著整地條帶中種植目標物種(planting target species under canopy gaps 

or along cleared strips)，森林經營者可藉由豐增補植尋求增加次生林中商業重要

木材物種的數量，也可藉由添加本來不能拓殖和更新(colonize and regenerate)和

受威脅的或脆弱的(threatened or vulnerable)物種來改善生物多樣性(Lamb et al. 

2005)。豐增補植的對象可以包含不同的樹種，可補植在商業上、社會上、生態上

有用的種類(commercially, socially, or ecologically useful species)來提升次生林之

價值，因此在近年已被成功應用於世界各地(e.g., Rappaport & Montagnini, 2014; 

Horstman et al., 2018; Huy et al., 2018; Laughlin & Clarkson, 2018)，其最重要的關

鍵包括補植樹種之選擇、上層林冠之樹種特性與鬰閉度、林下微生育地之環境等

因素，若未能充分掌握這些關鍵因素時，豐增補植也有失敗的可能(Olson et al., 

2018)。 

由於林地環境在空間呈現異質性、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配合不同的造林目

標的差異以及所選定樹種之特性，可以組合運用各種不同方法來提升造林之成功

率(Mangueira et al., 2019)，這些方法包括傳統的苗木出栽、種子直播造林、輔助

天然更新、豐增補植。 

3. 經濟林與景觀植物之種類選擇 

經濟林係指以獲取經濟利益為經營目標之森林，通常主要的經濟利益是來自

於高價值的木材生產。依森林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農委會於民國 104 年 07 月 10

日農林務字第 1041741162 號公告之貴重木計有 12 種(以下簡稱 12 種貴重木)，

包括：紅檜(C. formosensis Matsum.)、臺灣扁柏、臺灣肖楠、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巒大杉(香杉)(C. konishii Hayata)、南洋紅豆杉(臺灣紅豆

杉)(Taxus sumatrana (Miq.) de Laub.)、櫸(臺灣櫸)(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烏心石(Michelia compressa (Maxim.) Sargent)、牛樟(C. kanehirae Hayata)、臺灣檫

樹(Sassafras randaiense (Hayata) Rehder)、黃連木(Pistacia chinensis Bunge)、毛柿

(D. philippensis (Desr.) Gurke)，對於永續林木區應以此 12 種貴重木為優先選擇對

象。除了貴重木之外，近年林務單位也正推行國產材相思樹之利用。而「林下經

濟」亦是林務單位近年大力推動的林業經營策略，其指的是以林地資源、林下空

間及森林生態環境為依託，以林下種植、林下養殖、相關產品採集加工與森林地

景利用等方式，開發應用林地資源和林下空間的複合生產模式，從而使林、農、

牧各業實現資源分享、優勢互補、循環相生、協調發展的生態農林業；森林主產

物為木竹材，副產物則包含果實、枝葉、樹脂、精油及蕈菇等，多數具有市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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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且可以在不破壞森林覆蓋之林下進行培育生產，進而展現森林的多重經濟效

益(黃裕星，2018)，例如土肉桂即是深具經濟潛力的林下植物，其採收的桂葉、

桂皮於市場上已被應用開發出許多相關產品，是國內發展林下經濟的亮點產物。 

景觀樹種的選擇為一繁雜難解的決策，可能涉及個人對樹木的感知與偏好

(perception and preference)、功能與價值的取向、成本與管理、負面風險考量、市

場機制、所產生的各種惠益等等因素(e.g., Gerstenberg & Hofmann, 2016; Roy, 

2017)，樹種選擇之良寙強烈影響後續的林木種植之成效、權益關係人(stakeholder)

之感受、維護管理之成本(Asgarzadeh et al., 2014; Vogt et al., 2017; Rollan et al., 

2018; 陳佩君，2016)，然因樹種選擇為一複雜之認知資訊處理與選擇過程，必須

同時考量植栽選種準則、環境條件及樹種屬性等因素，除了經驗豐富的專家外，

一般非專業人士仍會有樹種選擇考量不夠完整之情況(林怡秀，2008)，尤其臺灣

植物種類超過 4,000 種，要由複雜的原生植物中篩選出可適用的景觀植物種類更

形困難，為此，邱清安等(2018)以彙整多位專家學者評選結果之方法，藉以篩選

具景觀潛力之種類並降低個人的偏好性，渠等在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研究，即曾邀

集 41 位專家學者，從 1,362 種植物共同評選具景觀潛力之原生植物，其中，超

過 1/3 專家共同推薦的植物種類共有 168 種，超過 1/2 專家共同推薦者有 85 種，

超過 3/4 專家共同推薦者有 30 種，前 10 名被推薦之種類分別為：大頭茶、山桐

子、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 S. Y. Hu)、筆筒樹(C. lepifera (J. Sm.) Copel.)、烏

心石、華八仙(Hydrangea chinensis Maxim.)、野鴉椿(Euscaphis japonica (Thunb.) 

Kanitz)、青楓(Acer serrulatum Hayata)、杜英、金毛杜鵑(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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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行步驟及方法 

(一) 示範區植物資源調查 

本研究將採用多樣區法(Multiple plot method)及沿線調查法進行取樣，並建

立維管束植物名錄，以及稀有植物分布情況，植物學名使用主要依照臺灣植物誌

第 2 版第 6 卷及其補遺為準(Boufford et al., 2003; Wang & Lu, 2012)，部分樹種學

名使用則以臺灣樹木圖誌 1-3 卷(呂福原等，2000；2006；2010)為參考依據。 

1. 樣區設置與調查 

植生調查可分為植物相(flora)調查及植群型調查兩部份，植物相調查以物種

為對象，將某一地區調查到的所有植物種類列出清單，並詳細記錄每一物種的族

群數量、結構、分布、動態及生育環境等基本資料；而植群型調查則以植物群落

為對象，利用取樣方式，調查某一地區所有植物群落，並記錄每一種植物群落的

組成、結構、分布等，以推測各植物群落演替動態及植物群落間相互關係之調查。 

調查方式採用多樣區法(Multiple plot method)分別設立多組樣區進行取樣。

用於分類法及分布序列法之樣區，須要求樣區均質性(homogenity)與均勻性

(uniformity)，儘量在沒有明顯的結構分界線或層次變化處設立(蘇鴻傑、劉靜榆，

2004)。 

本研究將於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範圍內劃設 6 個臨時樣區，其樣區之設置主

要考慮海拔、地形等環境變化與植物組成。建置 10 m×25 m 之長方形樣區，均以

GPS 衛星定位儀，記錄樣區中心做為坐標位置(圖 1)。樣區中記錄胸高直徑大於

1 cm 之生立木，並進行樹種鑑定與量測樹高、株數、樹冠幅，另外亦記錄地表覆

蓋植生種類。 

 

圖 1 樣區施作示意圖。 

2. 環境因子觀測紀錄 

植物地理分布涉及植物與環境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對環境因子的適存反應

(謝長富，2013)，植物社會之分型在不同生育地之分布，以環境因子評估其相關

性，作為解釋或研判之基礎(蘇鴻傑，1987)。本研究所將直接或間接評估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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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Altitude, Alt.)、坡度(Slope, Slo.)、坡向(Aspect, Asp.)與水分梯度(Moisture 

gradient, Mos.)、含石率(Stoniness, Sto.)、全天光空域(Whole light sky space, WLS.)

等 5 項環境因子。其敘述如下： 

(1) 樣區座標(Plot coordinate) 

利用手持式衛星定位器(GPS)獲得座標值，本計畫採用臺灣 TWD97-TM2 座

標系統(1997 臺灣大地座標二度分帶)。 

(2) 海拔高度(Altitude, Alt.) 

海拔高度主要影響太陽輻射量、降雨、溫度及土壤等因子，為諸多環境因子

之綜合效應，間接性影響植群分布(蘇鴻傑，1987)。本計畫將利用手持式全球定

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內建之氣壓高度計於樣區中心點進行測定，

其單位為公尺(m)。 

(3) 坡度(Slope, Slo.) 

坡度影響土壤發育與堆積、土壤排水性、含水量及太陽輻射(蘇鴻傑，1987)。

運用坡度計或羅盤儀量測樣區內若干點之仰角或俯角後進行平均所推導之數值。 

(4) 坡向(Aspect, Asp.)與水分梯度(Moisture gradient, Mos.) 

坡向係指樣區最大坡度所面臨之方向，不同之坡向其日照、溫度、濕度及土

壤水分會有所差異。本方法將方位視為水分梯度之對應值，通常以北半球而言，

西南向較為乾燥，東北向較為陰濕，故給予 1(最乾)至 16(最濕)之相對值(圖 2) 

(Day and Monk, 1974)。 

 
圖 2. 以方位角表示之水分梯度 

(5) 含石率(Stoniness, Sto.) 

土壤含石率可看出樣區之土壤發育狀況，並研判對植群生長產生之影響(蘇

鴻傑，1987)。本計畫採樣區內直接評估樣區內評估含石率值，依循 Franklin 等

(1979)之標準，將土壤含石率分為 5 級，依循為 0-5 %(1 級)、6-35 %(2 級)、36-

65 %(3 級)、66-95 %(4 級)及 96-100 %(5 級)。 

(6) 全天光空域(Whole light sky space, 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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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輻射不僅為一切生物能量之來源且控制生育地之大氣候及局部氣候，全

天光空域是指林份樣區能接受到太陽輻射的空域大小，為綜合方向、坡度、地形

遮蔽及太陽輻射能的估計值(蘇鴻傑，1987)(圖 3)。本計畫以直接觀測法以傾斜儀

或羅盤儀觀測樣區之十二個固定方位角，測出遮蔽物高度角，將 12 個方位測量

後經由計算求出相對面積百分比，即為全天光空域值。 

 

圖 3. 林分樣區之全天光空域示意圖 

 

3. 植物社會資料分析與分型 

植物種類鑑定係依劉業經等(1994)、臺灣植物誌第 2 版第 6 卷 (Boufford et 

al., 2003)、郭城孟(1997)、楊遠波等(1997)以及呂福原等(2017)相關參考文獻，將

樣區內及調查路線所記錄的植物種類，建立研究區之植物種類名錄，名錄除提供

物種描述之學名引證外，並可用來建構物種之基本資料庫；本計畫同時依據物種

的分類地位來歸納其分類群，並統計種數最多的科，以瞭解區內植物資源之組成

特性。將原始調查資料計算求得各植物於各樣區之密度(density)、頻度(frequency)

和優勢度(dominance)，再轉換為相對密度(relative density)、相對頻度(relative 

frequency)與相對優勢度(relative dominance)，3 者加總之值稱為重要值指數

(importance value index, IVI)，用以瞭解各植物於樣區中所占的重要性；又地被層

植物之重要值指數係為相對頻度和相對覆蓋度(relative coverage)的總和。 

本計畫係以各植物於各樣區中之重要值指數為計算基礎，採矩陣群團分析法

(matrix cluster analysis, MCA)；使用 Motyka et al. (1950) 相似性指數(index of 

similarity, IS)，首先計算兩兩樣區間之相似性指數，將相似性最高的 2 樣區合併

成 1 合成樣區，再計算合併後合成樣區與其他樣區間之相似性指數，依此類推，

直至所有樣區合併成 1 合成樣區為止，將各連結相似性指數繪製樹形圖

(dendrogram)，以對植物群落加以分型，其命名方式採用次優勢種-優勢種命名之。 

3. 紅皮書名錄植物評估 

植物社會中雖稀有種占有大多數，然目前一般所謂之「稀有植物」，依定義

可分廣義與狹義兩種，狹義的定義係指「在其分布範圍內數量極少，目前雖無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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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危機，但如環境惡化則可能有絕滅危機之種類」；廣義之定義為「泛指一切產

量稀少或分布地點局限一隅而不常見之植物種類」或「植物天然族群之個體數目

很少，或其族群之分布地區狹隘」，目前臺灣之學者大都採用廣義之定義，本文

亦沿用之，亦即本研究區內之數量稀少或分布狹隘之種類，而不管它在別的地區

之數量是多或少(賴國祥，2002)。 

2012 年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臺灣植物分類學會邀請許多專家學

者依據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聯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nature and resourced, IUCN)於 2001 年對物種保育等級之評估為基準(IUCN, 

2001, 2003)，王震哲等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重新針對臺灣維管束植物保育

等級共同擬定，出版了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 

物種評估等級分為滅絕(Extinct, EX)、野外滅絕(Extinct in the Wild, EW)、區

域滅絕(Regional Extinct, RE)、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危(Endangered, 

EN)、易危(Vulnerable, VU)、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 LC)、資料缺乏(Data Deficient, DD)、不適用(Not Applicable, NA)及未評

估(Not Evaluated, NE)等 11 級(圖 4)，其中易危(VU)等級以上之物種即顯示該物

種可能正處於族群數量稀少、分布面積狹隘或分布雖廣但占有面積不大、族群處

於衰退狀態、正面臨嚴重的干擾問題等情形，需給予特別關注及適度保育。本研

究將研究區域內植物名錄進行彙整，比對 2017 年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內所評

定之受脅物種等級，將達到受脅等級之物種種類，針對各物種形態特徵、保育等

級、地理與研究區域中的分布與位置、現況與面臨問題、保育措施等進行評估。

本研究將 2017 年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受脅物種等級資料缺乏至滅絕間之物種，

簡稱「紅皮書名錄植物」。區域內調查到的紅皮書名錄植物將作為保育復育之對

象，並可於未來規劃為環境教育或生態教育宣導之題材。 

 

圖 2.  IUCN 國家或區域紅皮書類別(王震哲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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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有林地示範區營造之疏伐樣區複查 

本區於 2018 年期間於四季景觀區中規劃 3 個不同程度之 40 × 40 m(0.16 ha)

疏伐區，分別為依照保留上層樹種的遮陰程度為 10%、20%及 40%的方式進行高

度、中度及低度疏伐區疏伐作業，疏伐作業完成後進行相思樹造林，並於各區中

劃設 10 × 25 m 疏伐後永久樣區，分別為疏伐 01(低度疏伐區)、疏伐 02(中度疏

伐區)及疏伐 03(高度疏伐區)。本研究針各區中所劃設之 10 × 25 m 樣區內進行

複查，相思樹量取樹高與計算存活率；林地更新物種計算各樣區中所佔有之覆蓋

率，並計算重要值指數。 

(三) 周邊既有人文活動或資源調查 

包含示範區現況調查、步道系統(相關路線)、環境資源(含景觀資源、生物資

源)、使用現況、鄰近區域人文資料及相關限制因子分析等。 

(四) 製作縮時紀錄影片及空拍影像 

利用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野生動物種類以及數量，挑選適合的棲地環境或具

明顯獸跡之樣點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auto-trigger cameras)；設置高度約 1.5 m，

鏡頭俯角 15-30°，數位相機視幅高約 10 m、寬為 5 m 左右，並可配合需求進行

調整。預計架設高階紅外線自動相機，其有可定時攝影(縮時功能)並兼具紅外線

自動監測功能，此功能可用於縮時影片紀錄工作(造林、撫育等作業)、研究區內

變化以及野生動物監測等。另以無人機進行研究區範圍空拍，藉以監測施作前後

變化，飛行高度及範圍依照民航法之無人機法規定進行辦理。 

(五) 研究成果於期刊文章發表 

本團隊去年執行 107 年度臺北市公有林地植群調查及示範區營造委託專業

服務案，分析臺北市林地植群調查結果，並於本計畫建立完整臺北市維管束植物

名錄，預計將此成果發表於具審查制度的林業期刊「中華林學季刊」或「林業研

究季刊」，另今年度示範林地植栽評選部分，亦將於期末報告經各委員審定修正

後投稿於「中華林學季刊」或「林業研究季刊」。此外，大崙頭山區公有示範林

地整體經營管理研究、營造的各項流程及後續成果，亦可作為各縣市公有林地之

經營管理參考，建議可將綜合資訊發表於「林業研究專訊」或「臺灣林業」期刊

中，提供其他林業經營單位及社會大眾了解臺北市政府對於公有林地經營之用心

及未來經營管理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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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林學季刊封面 林業研究季刊封面 

林業研究專訊封面 臺灣林業雙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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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行成果與討論 

(一) 示範區調查及資料分析 

1. 示範區植物資源調查 

本研究針對 2018 年所設立之疏伐樣區進行複查，並參照大崙頭山林地示範

區範圍資料，依照永續林木區、四季景觀區及原生植物區，各分別新增設置 2 個

10 × 25 m 樣區，共計 6 個樣區 (圖 5) (表 1)。 

 

圖 5.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樣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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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區域樣區環境因子基本資料 

(1) 植物資源 

本研究針對大崙頭山示範區內進行疏伐樣區複查、林地示範區樣區與沿線調

查記錄植物種類，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內樣區設置之維管束植物物種數，計有 77

科 132 屬 181 種。依配合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內步道周邊實施沿線調查法，製成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內維管束植物名錄，共記錄到 91 科 166 屬 233 種(表 2)。包

含蕨類植物 41 種，裸子植物 4 種，被子植物 188 種。其中本研究區域出現之物

種科別最多前三科分別為大戟科(Euphorbiacea)(16 種)、茜草科(Rubiaceae)(11 種)

及禾本科(Poaceae)(8 種)。依據 2017 年臺灣維管束紅皮書名錄(王震哲等，2017)

所評定達受脅之紅皮書名錄植物標準共紀錄 7 種，佔植物物種數 3.43%；另外，

歸化種與栽培種植物分別為 13 種與 6 種，佔植物種數 5.57%與 2.57%。 

  

樣區 

編號 

97-TM2 座標 Alt.

(m)

Slo. 

(°) 

Asp.

(°) 
WG 

Sto. 

(%) 

WLS 

(%) X 座標 Y 座標 

疏伐 01 308897 2778412 373 18 294 8 25 60.89 

疏伐 02 308756 2778453 325 30 302 8 15 60.66 

疏伐 03 308732 2778494 310 23 256 6 5 68.32 

大崙 01 309058 2778259 445 4 0 14 10 74.54 

大崙 02 308903 2778370 364 24 342 12 9 56.78 

大崙 03 308930 2778253 392 22 320 10 10 64.38 

大崙 04 308699 2778031 338 21 321 10 20 50.07 

大崙 05 308770 2777925 394 22 228 2 10 72.77 

大崙 06 308447 2777727 371 5 268 6 5 67.64 

註：Alt.:海拔高度；Slo.:坡度；Asp.:方位；WG:水份梯度；Sto.:土壤含石率；WLS:

全天光空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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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維管束植物資源統計表 

分類群(Taxon) 科(family) 屬(genus) 種(species)

蕨類植物(Pteridophyta) 19 28 41 

種子植物(Spermatophyta)    

裸子植物(Gymnosperm) 4 4 4 

被子植物(Angiosperm)    

雙子葉植物(Dicotyledoneae) 58 110 154 

單子葉植物(Monocotyledoneae) 10 24 34 

合計 91 166 233 

 

(2) 紅皮書名錄植物評估 

依據 2017 年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受脅物種等級資料缺乏至滅絕間之

物種，彙整出「紅皮書名錄植物」。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紅皮書名錄植物共計 7

種，分別為竹柏、臺灣肖楠(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 )(造林木)、鵝掌

藤(Schefflera odorata)(栽植)、光葉柃木(Eurya nitida)、黑莎草(Gahnia tristis)、南

投五月茶及平柄菝葜(Heterosmilax japonica)等(表 3)。 

表 1 紅皮書名錄植物分級統計表 

保育等級 物種 種數 

瀕危(EN) 竹柏 1 

易危(VU) 臺灣肖楠(造林木)、鵝掌藤(栽植) 2 

接近受脅(NT) 光葉柃木、黑莎草 2 

資料缺乏(DD) 南投五月茶、平柄菝葜 2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紅皮書名錄植物依各物種的形態特徵、保育等級、地理

與研究區域中的分布與位置、現況與面臨問題、保育措施與建議，分述如下(表 4

至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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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竹柏 

竹柏 Decussocarpus nagi 

科別 羅漢松科 Podocarpaceae 

形態特徵 

中喬木，樹皮光滑。 

葉橢圓形至狹披針形，先端漸尖至圓鈍。 

種子球形。 

保育等級 瀕危(EN)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產臺灣低、中海拔之林中，分布中國東南各省、海南島、

日本及琉球。 

研究區族群概況 零星分布於原生植物區步道旁，且有天然更新苗木存在。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生長狀況良好，尚無人為干擾。 

 

表 3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臺灣肖楠 

臺灣肖楠 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  

科別 柏木科 Cupressaceae 

形態特徵 

常綠喬木。 

葉鱗片狀，十字對生，表面深綠色，背面帶有蒼綠色。 

毬果圓錐狀的長橢圓形；種子亦為長橢圓形，具有薄翅。

保育等級 易危(VU)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臺灣特有種，分布於北、中部海拔 300~1900 m 之山地。 

研究區族群概況 於大崙頭山森林步道旁零星栽植。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為人為種植，生長狀況良好，尚無人為干擾。 

 

 

  

表 4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鵝掌藤 

鵝掌藤 Schefflera odorata 

科別 五加科 Araliaceae 

形態特徵 

著生木質藤本，枝條細長，攀緣性。 

葉為掌狀複葉互生；小葉全緣革質。 

果實為漿果，球形。 

保育等級 易危(VU)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產臺灣山麓至高地，分布中國海南島及兩廣一帶。 

研究區族群概況 於碧山路與萬溪產業道路叉口旁，做為綠籬使用。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為人為種植，生長狀況良好，尚無人為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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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黑莎草 

黑莎草 Gahnia tristis 

科別 莎草科 Cyperaceae 

形態特徵 植株高大，叢生。桿圓。 

葉發達，莖生或基生。 

小穗下部鱗片不孕，花兩性。 

瘦果頂生，骨質具光澤，深棕色或黑色。 

保育等級 接近威脅(NT)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臺灣僅產於臺北內湖區、新北市汐止區向陽坡向，分布中

國、日本及琉球群島。 

研究區族群概況 族群零星分布於研究區域之森林孔隙中。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目前尚無干擾之情形，因此，棲地環境之整體維護是為主

要考量方向。 

 

  

表 5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光葉柃木 

光葉柃木 Eurya nitida 

科別 茶科 Theaceae 

形態特徵 

小枝與葉芽均光滑，有稜。 

葉薄革質，橢圓形或橢圓狀批針形，兩面光滑，上表面具

光澤，先端漸尖或銳尖，基部漸狹或楔形，下延至柄。 

果實圓球形，成熟時藍黑色。 

保育等級 接近威脅(NT)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產臺灣北部低海拔山區，其分布印度、斯里蘭卡、爪哇、

緬甸、越南、菲律賓等。 

研究區族群概況 
族群廣泛分布研究區域中，其樣區、步道與道路旁皆可見，

族群穩定且有族群有開花、結實之情形。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目前尚無干擾之情形，因此，棲地環境之整體維護是為主

要考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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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南投五月茶 

南投五月茶 Antidesma japonicum 

科別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形態特徵 灌木，小枝纖細。 

葉革質，倒卵形或長橢圓狀倒卵形，先端略尾狀，鈍頭，

基部楔形，全緣，兩面平滑無毛，僅葉背中肋上略被粗毛。

雄花序總狀頂生；雌花序穗狀或總狀。 

保育等級 資料缺乏(DD)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產臺灣中、北部低海拔地區，分布於日本至東南亞。 

研究區族群概況 族群於區域中分布廣泛，樣區及步道旁可見。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尚無明顯干擾，以維持棲地環境之整體維護是為主要考量

方向。 

 

表 8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紅皮書名錄植物─平柄菝葜 

平柄菝葜 Heterosmilax japonica  

科別 菝葜科 Smilacaceae 

形態特徵 

葉光滑，薄紙質，卵形至闊卵形，先端短突尖，基部心形，

5~7 出脈；葉柄有狹翅。 

繖形花序單立，20~40 花。 

漿果球形，紅熟。 

保育等級 資料缺乏(DD) 

族群地理分布概況 產臺灣 1,100~2,250m 山區，亦分布琉球。 

研究區族群概況 族群於區域中分布廣泛。 

干擾狀態與保育建議 
尚無明顯干擾，以維持棲地環境之整體維護是為主要考量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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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物社會資料分析 

本研究將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 6 個樣區原始資料經由計算各樹種重要值指

數後，運用矩陣群團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將樣區分型歸類並繪製樹狀圖。結

果顯示，若選擇 33%相似水準作為切分值(圖 6)，雖可將 6 個樣區切分為 2 個林

型，分別為大明橘-猪腳楠林型(Myrsine seguinii-Machilus thunbergii type)及大明橘

林型(Myrsine seguinii type)，但兩林型樣區內優勢物種及林分組成極為相近，故

以整個研究區進行描述，環境與物種組成如下： 

 

圖 6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植物社會矩陣群團分析樹狀圖。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植物社會組成，上層優勢主要以大明橘、猪腳楠、山紅

柿(Diospyros morrisiana)及鵝掌柴等組成。中層鵝掌柴、燈稱花(Ilex asprella)、大

明橘、茜草樹等等為主要優勢。灌木層以燈稱花、鵝掌柴及糊樗等為主要優勢。

地被層受林冠鬱閉度影響，鬱閉度高以鬼桫欏、小月桃及日本山桂花(Maesa 

japonica)等植物組成；鬱閉度低者以芒萁、燈稱花等為優勢(表 11)。 

 

表 9 猪腳楠林型之環境狀況及植物相主要組成表 

主要植物組成 

上層 大明橘、猪腳楠、山紅柿、鵝掌柴、水金京、光葉柃木 

小喬木 
鵝掌柴、燈稱花、大明橘、茜草樹、野鴉椿、光葉柃木、

紅楠、樹杞、薯豆 

灌木層 燈稱花、鵝掌柴、糊樗、九節木、大明橘 

草本層 

鬱閉度高:鬼桫欏、小月桃、日本山桂花、海島陵齒蕨、

烏毛蕨、琉球雞屎樹、九節木 

鬱閉度低:芒萁、燈稱花、小月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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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疏伐樣區複查資料分析 

2018 年期間於四季景觀區中規劃 3 個不同程度之 40 × 40 m(0.16 ha)疏伐

區，分別為依照保留上層樹種的遮陰程度為 10%、20%及 40%的方式進行高度、

中度及低度疏伐區設置。依據計畫之造林需求之考量，於疏伐區疏伐完成後，並

於同年度進行相思樹造林，並於造林完後於疏伐區內劃設 10 × 25 m 樣區，分別

以低度、中度及高度疏伐區所對應之疏伐 01、02 及 03 樣區為編號設置及調查

(圖 7)。 

 

圖 7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 2018 年疏伐區與疏伐樣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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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2018 年疏伐樣區調查結果與 2019 年疏伐樣區林地物更新物種與相思

樹苗木複查之結果詳述如下： 

A. 林地更新物種 

於低度疏伐區(疏伐 01)、中度疏伐區(疏伐 02)及高度疏伐區(疏伐 03)中 10 × 

25 m 樣區進行地被植物覆蓋度調查，以計算各樣區內地被植物重要值指數(IVI

值)，列出重要值指數最高的前 10 名植物(表 12)，疏伐 01 地被植物以鬼桫欏、

芒萁、小月桃、廣東油桐與白匏仔為主(圖 8)，疏伐 02 地被植物以鬼桫欏、茜草

樹、白匏仔、山刈葉與烏毛蕨為主(圖 9)，疏伐 03 地被植物以竹葉草、陸生珍珠

茅、烏毛蕨、白匏仔與火廣竹為主(圖 10)。3 個樣區的地被植物組成中，陽性植

物(如芒萁、白匏仔、廣東油桐)有逐漸取得優勢之趨勢。 

表 10 疏伐樣區重要值指數前 10 名之地被植物 

物種 疏伐 01 疏伐 02 疏伐 03 

鬼桫欏 32.72* 32.60* 5.04* 

芒萁 20.07* 6.91* 7.21* 

小月桃 12.67* 6.14* - 

廣東油桐 10.43* 5.46* 10.69* 

白匏仔 7.81* 10.05* 13.50* 

淡竹葉 7.31* 3.80 - 

海島鱗始蕨 6.68* 5.78* - 

頷垂豆 6.02* 1.57 1.40 

陸生珍珠茅 5.76* 8.25* 21.70* 

山刈葉 4.48* 9.29* - 

白桕 4.35 1.99 7.68* 

茜草樹 1.87 10.26* 1.97 

烏毛蕨 1.54 8.81* 14.90* 

竹葉草 1.07 - 24.36* 

火廣竹 - - 11.37* 

臺灣雙蓋蕨 - - 8.38* 

*表示樣區前 10 名物種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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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思樹苗木生長複查 

為瞭解三個不同疏伐程度對於相思樹苗木存活情況，本研究於 2019 年 8 月

進行量測各別疏伐 01(低度疏伐區)、疏伐 02(中度疏伐區)及疏伐 03(高度疏伐區)

樣區苗木存活情形及苗高。根據調查結果，疏伐 01 去年度栽植調查有 50 株，本

年度調查剩餘 36 株，苗木存活率最低(72%)；疏伐 02 去年度栽植調查有 59 株，

本年度調查剩餘 52 株，苗木存活率最高(88.17%)；疏伐 03 去年度栽植調查有 37

株，本年度調查剩餘 29 株，苗木存活率適中(78.38%)。疏伐 01(低度疏伐區)存活

率較低，推測可能原因為上層保留較多之樹冠遮蔽較不利屬於陽性樹種的相思樹

圖 3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疏伐 01 樣區環景照。 

 

圖 4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疏伐 02 樣區環景照。 

圖 5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疏伐 03 樣區環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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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三個樣區存活的相思樹樹苗皆有穩定生長，然經一年栽植，苗木生長狀況

不一，使其苗高標準差較大。三個樣區苗木高度平均成長約 14 cm，其中疏伐 01 

苗高生長亦較低於疏伐 02 及疏伐 03 兩樣區(表 13)。 

表 11 各樣區苗木株數、苗高與存活率表 

調查時間 2018 年 11 月 2019 年 8 月 

樣區 株數 苗高(cm) 株數 苗高(cm) 存活率(%) 

疏 01 50 69.95±2.76 36 79.6±24.0 72.0 

疏 02 59 72.93±2.72 52 87.0±21.5 88.1 

疏 03 37 72.49±2.64 29 90.4±31.3 78.4 

 

2. 示範區動物資源調查 

本研究經探勘挑選適合的棲地環境或具明顯獸跡之樣點設置紅外線自動照

相機，共計架設 7 臺(圖 11)，每臺架設完成後開始計算第一張照片至最後一張動

物照片時間總和為工作時數，累計共 15,380.43 工作小時(表 14)。其中大崙 05 的

工作時數較低(785.14 小時)，因為架設的位置鄰近步道，人為干擾頻繁，可能因

此造成動物紀錄偏少且影響自動相機工作時數。其餘相機則以大崙 07 拍攝到的

動物種數最多，且麝香貓的紀錄次數也較多。而在疏伐區的相機紀錄明顯低於其

他區域相機紀錄，顯示林相整理之人工疏伐作業對於現地野生動物有相當之擾動

影響，建議施工後仍須長期監測以了解後續野生動物回復情況。本區域內以山羌、

麝香貓、鼬獾中大型哺乳動物為優勢。比對鄰近區域之調查資料(大地工程處，

2014)，亦曾記錄有白鼻心、鼬獾、赤腹松鼠及臺灣鼴鼠 4 種哺乳動物，本研究

則另紀錄有山羌、臺灣獼猴、臺灣野猪及麝香貓 4 種；但區域內野犬、野貓數量

亦多，建議主管機關須嚴加控管，以防止流浪動物傳播疾病、攻擊野生動物等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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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自動相機架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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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2019 年紅外線自動相機總表 

相機編號 大崙 01 大崙 02 大崙 03 大崙 04 大崙 05 大崙 06 大崙 07 

總工作時數 1759.68 1530.34 1069.64 2474.44 785.14 3761.40 3999.79 

物種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有效

相片

數 
OI 值 

山羌 2 1.14 1 0.65 3 2.80 - - 2 2.55 1 0.27 21 5.25 

臺灣獼猴 - - - - - - - - - - - - 1 0.25 

臺灣野猪 - - - - - - - - - - - - 1 0.25 

白鼻心 - - - - 2 1.87 1 0.40 - - 2 0.53 7 1.75 

麝香貓 - - - - 2 1.87 4 1.62 - - 3 0.80 4 1.00 

鼬獾 - - - - 1 0.93 21 8.49 - - 4 1.06 2 0.50 

赤腹松鼠 - - - - - - - - 2 2.55 1 0.27 7 1.75 

野犬 - - 3 1.96 - - 2 0.81 - - 24 6.38 1 0.25 

野貓 1 0.57 - - - - - - - - 2 0.53 1 0.25 

鼠科 - - - - 1 0.93 - - - - - - 1 0.25 

臺灣竹雞 - - - - - - - - - - - - 2 0.50 

翠翼鳩 - - - - - - - - - - 1 0.27 - - 

人 2 1.14 1 0.65 - - 1 0.40 - - - - - - 

工作時數: (最後一張有動物的拍攝日期時間)-(第一張測試拍攝日期時間])。 

有效相片: 同一種動物於 30 分鐘內計算為 1 張之有效相片數。 

物種 OI 值：[(物種有效照片張數)/(相機工作時間)]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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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邊既有人文活動或資源調查 

(1) 計畫區鄰近人口數 

初步依據臺北市士林區戶政事務所 98-107 年統計資料，整理示範區所在地

士林區之人口資料，近十年設籍士林區戶數約 99,484-107,521 戶，人口數約

283,855-290,694 人(表 15)，而士林區溪山里近年總人口數約 1,570 人(表 16)。 

表 13. 臺北市士林區近十年(98-107 年)人口統計 

士林區 戶數 
人口數 

合計 男 女 

98 99,484 283,855 138,331 145,524 

99 100,928 284,539 138,216 146,323 

100 102,534 287,072 139,294 147,778 

101 104,022 288,894 140,090 148,804 

102 104,767 289,742 140,361 149,381 

103 105,568 290,455 140,510 149,945 

104 106,323 290,694 140,453 150,241 

105 106,807 289,939 140,011 149,928 

106 107,035 288,295 139,077 149,218 

107 107,521 286,544 138,079 148,465 

 

表 14. 士林區溪山里 107 年至 108/2 人口統計 

溪山里 戶數 總人口數 

107/1 565 1,539 

107/2 566 1,536 

107/3 567 1,532 

107/4 567 1,539 

107/5 575 1,574 

107/6 574 1,572 

107/7 575 1,582 

107/8 575 1,579 

107/9 575 1,571 

107/10 575 1,568 

107/11 577 1,568 

107/12 580 1,568 

108/1 582 1,566 

108/2 585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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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區遊客人數調查 

大崙頭山示範區共有三處入口可進入，一為靠近太陽廣場的大崙頭親山步道

木棧道登山口，二為延著萬溪右線產業道路步行約 15 分鐘可抵達於左側的大崙

頭山枕木步道登山口，三為繼續直行並於碧山路 44 巷左轉，行約 500 公尺，可

到達大崙湖旁的大崙頭山碧山路 46-7 號登山口。三條步道各有景觀特色，並且

互相連接，目前枕木步道封閉維修，無法由此處進入(圖 12)。 

調查方式為隨機選擇平日及假日時間，於上午 6:00 至下午 5:00，於可進入

研究區的入口，以計數器紀錄進入步道的遊客人數，每隔 1 小時紀錄一次調查

表，調查表內容含地點、日期、時間、天氣、遊客人數、調查員等。目前初步選

擇涵蓋平常日及假日之星期五、星期六、星期日、星期一進行調查，調查結果顯

示假日由木棧道登山口進入的遊客約超過 300 人(表 17)，而由碧山路 46-7 號登

山口相對較少約不到 200 人(表 18)，且平日則更少遊客會進入，遊客人數受天候

有相當大影響。根據觀察，遊客年齡層多為老年或中年，假日部分為家庭，青年

人則較少，而遊客登山路線選擇有部分為由木棧道登山口為入口，登大崙頭山後，

碧山路 46-7 號登山口為出口，接著走產業道路回原處；由碧山路 46-7 號登山口

進入的遊客，有部分只登大崙頭山後即折返。 

  

大崙頭山枕木步道登山口目前封閉中，遊客無法進入 

  

大崙頭山木棧道登山口 大崙頭山碧山路 46-7 號登山口 

圖 6. 大崙頭山示範區三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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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由木棧道登山口進入計畫區遊客人數調查 

木棧道登山口 
2019 年 

8 月 16 日(五) 

2019 年 

8 月 17 日(六) 

2019 年 

8 月 18 日(日) 

2019 年 

8 月 19 日(一) 

時段 天氣 人數 天氣 人數 天氣 人數 天氣 人數 

06:00-07:00 陰 3 晴 21 晴 9 雨 1 

07:00-08:00 雨 8 晴 42 晴 34 雨 2 

08:00-09:00 陰 8 晴 51 晴 44 雨 1 

09:00-10:00 陰 6 晴 54 晴 121 雨 0 

10:00-11:00 陰 18 晴 41 晴 67 陰 3 

11:00-12:00 晴 2 晴 40 陰 42 陰 4 

12:00-13:00 晴 2 晴 32 陰 12 陰 0 

13:00-14:00 晴 2 晴 8 雨 3 陰 1 

14:00-15:00 晴 6 晴 11 陰 7 陰 12 

15:00-16:00 晴 11 晴 9 雨 11 陰 10 

16:00-17:00 晴 8 晴 22 雨 1 陰 6 

總計  74 331 351  40 

 
表 16. 由碧山路 46-7 號登山口進入計畫區遊客人數調查 

碧山路 46-7 號

登山口 

2019 年 

8 月 16 日(五) 

2019 年 

8 月 17 日(六) 

2019 年 

8 月 18 日(日) 

2019 年 

8 月 19 日(一) 

時段 天氣 人數 天氣 人數 天氣 人數 天氣 人數 

06:00-07:00 雨 8 晴 11 晴 6 雨 6 

07:00-08:00 陰 7 晴 18 晴 12 雨 3 

08:00-09:00 晴 7 晴 22 晴 26 雨 0 

09:00-10:00 晴 14 晴 27 晴 45 陰 0 

10:00-11:00 晴 5 晴 28 陰 32 陰 7 

11:00-12:00 晴 11 晴 15 陰 19 陰 4 

12:00-13:00 晴 0 晴 37 雨 5 晴 0 

13:00-14:00 晴 2 晴 5 雨 1 陰 2 

14:00-15:00 陰 6 晴 11 雨 0 陰 10 

15:00-16:00 陰 3 晴 14 雨 0 陰 3 

16:00-17:00 陰 4 晴 3 雨 0 陰 1 

總計  67  191  14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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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示範區經營管理規劃及營造 

1. 分區經營目標、定位及願景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的經營規劃，已於 2018 年規劃為 4 個分區，亦即永續

林木區、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執行大崙頭山之林相改良工作，

應依不同分區設定其經營目標、定位及願景，並配合適地適用之原則據以選擇樹

種，以使選植種類能充分發揮各分區之預設目標。有關大崙頭山林相改良之分區

目標與樹種選擇，兹整理如表 19，表中所列之植物種類僅為舉例說明，待樹種選

擇初步完成規劃後，經送核同意後始執行種植；就長期而論，於本計畫中具有本

地特色且不易取得之種類，就長期而言，可於市政府苗圃逐步自行培育或委託培

育。 

2. 分區配置設計圖 

本計畫將在 2019 年完成 5 ha 的林相改良工作，並接續在其後之 3 年，每年

持續完成約 7 ha 的林相改良工作，上述各分區逐年施業之預估面積如表 20，依

此期程可順利完成全區 26.2 ha 之林相改良種植營造計畫，逐步呈現各分區所設

定之經營管理目標。 

配合大崙頭山林相改良逐年分區作業面積之規劃(表 20)，可進一步於設計規

劃圖示如圖 13，以此進度可逐一完成全區之施業。2019 年之施作規劃區位如圖

14 所示，規劃完成永續林木區、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等 3 區各 1 ha，及完成

面積較大(2 ha)、民眾可見性較高(鄰近萬溪右線產業道路)之誘蝶賞花區。此外，

另規劃一條林間手作步道，俾利民眾可進一步親近森林與土地，考量環境地形之

蔽風性(圖 15)，將林間手作步道規劃於森林步道與自然步道之間的海拔約 350 m

等高線(圖 16)，未來並可設置相關的解說牌示，例如林相與樹種組成、森林涵養

水源之效益，林間手作步道模擬圖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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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大崙頭山林地之分區經營目標、定位及願景、林相改良標準，及其樹種

選擇方向 

分區 目標、定

位及願景 

樹種選擇之方向(舉例) 林相改良標準 

永續林

木區 

培育具永

續性的高

經濟價值

林木產品 

1. 目標樹：貴重木、闊五木(如臺灣

櫸、烏心石、牛樟、毛柿、黃連木)、
其他具經濟價值之種類 (如土肉

桂)。 
2. 護理/輔助樹：速生且具固氮作用

(臺灣赤楊、相思樹)、其他可護理

或輔助目標樹之種類。 

1. 符合連續覆蓋林相與國土保安之基本

功能 
2. 補植本區篩選後之目標樹種(建議樹

種：烏心石、臺灣肖楠、黃連木) 
3. 輔助目標樹種之天然更新(如：目前大

崙頭山林地已有烏心石天然更新苗木)

四季景

觀區 

營造具四

季變化、

景觀美質

之森林區 

1. 葉色具季節變化性之種類(如青

楓、楓香)。 
2. 花果等具觀賞性之種類(如大頭

茶、臺灣梭羅樹)。 
3. 其他具景觀美質潛力之種類(如四

照花)。 

1. 符合連續覆蓋林相與國土保安之基本

功能 
2. 補植本區篩選後之目標樹種(如：青

楓、鐘萼木、大頭茶、魚木、四照花)
3. 輔助目標樹種之天然更新(如：目前大

崙頭山林地已有之大頭茶、森氏紅淡

比) 

原生植

物區 

以具特色

或代表性

之種類建

造本地原

生植物主

題區 

1. 以臺北原生植物之名錄做為樹種

選擇的基礎。 
2. 特別著重於具有解說教育、民俗

用途、環境特色代表性等種類(如
可吸引獨角仙吸食之光蠟樹、烏來

月桃、鐘萼木)。 

1. 符合連續覆蓋林相與國土保安之基本

功能 
2. 補植本區篩選後之目標樹種(如：猪腳

楠、鐘萼木、燈稱花、魚木、金銀花；

建議樹種) 
3. 輔助目標樹種之天然更新(如：目前大

崙頭山林地已有之猪腳楠、燈稱花) 

誘蝶賞

花區 

種植蝴蝶

之食草及

蜜 源 植

物、具香

味及可賞

花觀果之

植物 

1. 蝴蝶之食草植物(如臺灣馬兜鈴、

臺灣香檬)。 
2. 蝴蝶之蜜源植物(如田代氏澤蘭、

島田氏澤蘭、食茱萸、冇骨消)。 
3. 香花植物(如山黃梔、月橘) 
4. 可賞花觀果之種類(如原生杜鵑

花、山櫻花、硃砂根)。 

1. 符合連續覆蓋林相與國土保安之基本

功能 
2. 補植本區篩選後之目標樹種(如：冇骨

消、山黃梔、魚木、大葉馬兜鈴、金銀

花、杜虹花) 
3. 輔助目標樹種之天然更新(如：目前大

崙頭山林地已有之山黃梔、杜虹花) 

  



35 
 

表 18. 大崙頭山林相改良逐年分區作業面積預定表 

年度 

分區作業面積(ha) 年度

合計 

(ha) 
四季景觀區 永續林木區 原生植物區 誘蝶賞花區 

2019 1.0 1.0 1.0 2.0 5.0 

2020 1.5 2.0 1.5 1.2 6.2 

2021 1.5 4.5 1.5 0.0 7.5 

2022 1.0 4.5 2.0 0.0 7.5 

分區合

計(ha) 
5.0 12 6.0 3.2 26.2 

 

 

圖 7. 大崙頭山林相改良逐年分區作業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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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大崙頭山林相改良 2019 年分區作業之規劃 

 

圖 9. 大崙頭山林地之地形位置(Google Earth 專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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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崙頭山林地之林間手作步道規劃位置 

 

 
圖 11. 林間手作步道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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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造林施作規範 

造林施作規範之內容至少包含造林原則、造林時機、苗木規格、苗木搬運、

造林地整治、苗木栽植、現有林木及現場養護、後續撫育等部分。 

A. 造林原則：配合林地之經營目標以及造林地之環境條件，選擇適宜樹種，依

適地適種原則實施造林。若林地之林相良好，且符合經營目

標，則無須強加新植。 

B. 樹種選擇：為達成林地之經營目標，應配合經濟生產、遊憩景觀、環境保育

等不同造林目的來篩選適宜樹種。經濟生產林宜選擇森林法所

定之貴重木或具高經濟價值之樹種，遊憩景觀林宜選擇具四季

變化、可觀賞葉花果葉等有助景觀美質提升之樹種，環境保育

林宜選擇有助於維持生物多樣性、改善環境品質及國土保安等

森林公益性之樹種。 

C. 造林時機：造林之最佳時機須因地制宜，綜合考量造林地水分熱量環境與選

植造林樹種二者之間的配合，一般選於初春苗木休眠甦醒之

前，臺北市造林季節通常以 1 ~ 3 月為佳；理想之苗木出栽天氣

為陰天且土壤濕潤時。 

D. 苗木規格：苗木規格應配合經營目標、樹種特性、造林地環境等因地制宜來

綜合考量，一般出栽之苗木應以苗高 ＞ 50 cm、地徑(根頸直

徑) ＞ 6 mm、纖弱指數[苗高(cm)/地徑(mm)] ＜ 10 為原則，

並於苗圃即及時適度進行修整作業，以養成優美形質，同時進

行苗木選汰作業，包括汰除枝葉不全、過度分叉、內夾皮及叉

枝、病蟲害嚴重、主幹彎曲、樹皮破傷及裂幹、樹型歪斜等不

健康苗木，對於根系生長不全、盤根嚴重、過度老化、明顯截

頂等問題之苗木亦應汰除。造林之苗木最好能接種適宜的菌根

菌，特別是在劣化造林地更應全面施行，以改善苗木存活及生

長，並提升造林成果。 

E. 苗木搬運：苗木可藉由卡車搬運，裝載時應避免損傷苗木，並使用可令苗木

無堆疊情況之框架為佳，運送時應在苗木上方罩覆透氣遮光

網，以免搬運行車時苗木受風折損，並減少蒸散過快而萎凋，

亦可避免高溫悶傷苗木。 

F. 造林整地：若造林區位處山坡地，通常以橫坡帶狀整治，並將枯枝殘材堆置

保護帶以減少土壤沖蝕，同時刈除植穴週邊雜草，使地表雜草

藤蔓高度低於 30 cm，植穴若有過多之枯枝落葉以致苗木無法

觸及礦質土，則應予適度移除。 

G. 苗木栽植：應配合經營目標、環境條件、樹種特性等因地制宜來調整苗木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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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方法；栽植密度亦應綜合考量樹種特性、造林地環境、苗木

品項、市場需求等，開闊地之苗木栽植間距通常約 2 ~ 3 m，密

植之成本高且疏伐需早，疏植則鬰閉慢且易成尖削材，因此栽

植密度可以造林後 6 ~ 12 年林冠鬰閉為判斷參考，但最終仍須

以配合造林目標為依歸。運至造林地之苗木若有不易分解的容

器或包裝材，必須在栽植之前完全去除。一般苗木栽植應深挖

淺種，挖出植穴並置入苗木後，填入土壤並適度壓實，使苗木

根系可完全接觸土壤但又不致過於緊實而無法透水透氣。通常

苗木栽種後之植穴宜略低於周邊地面，較有利於植穴保持濕

潤，然於乾旱地應適度採用凹植法，而於易積水之造林地，宜

使栽種後之植穴高於周邊地面。 

H. 現有林木及現場養護：若現有林木與經營目標相衝突，或將危及造林目標樹

種之存活與生長，則應適度修枝或伐除；栽種後之苗木須確保

穩固，可設竹木支柱並做為標示之用，在過於乾旱或土壤裸露

過多之處，可於植穴周邊適量覆蓋有機質，以減少水分蒸發及

土壤沖蝕。 

I. 輔助天然更新(ANR)：對於已存在於待造林之處的天然更新苗木，可實施

ANR，並能減少了苗木繁殖、培育、出栽之成本。ANR 可包含

許多技術方法且具有彈性，其操作可根據立地情況、復育目

標、可用資源等考量來進行修正，其基本步驟包括：(1)標定更

新的苗木、(2)解放更新的苗木、(3)抑制雜草、(4)保護以免除干

擾、(5)維護與豐增補植。ANR 需要更高的技術、更多的生態資

訊(ecological information)投入，例如：現場鑑識苗木之能力、

瞭解各類苗木之環境需求、符合當地環境的維護技能。 

J. 後續撫育：造林後需適時實施刈草、除蔓等撫育作業，並適度清理非造林目

標樹種或與經營目標相衝突之稚樹；一般經濟林於出栽後 6 年

內實施刈草除蔓，各年度可依序實施 3、3、3、2、2、1 次，且

應特別注意避免損傷栽種之苗木。當造林苗木逐漸鬰閉時，即

應適時予以修枝或適度疏伐等中後期撫育，以調整林分結構、

增進森林健康。若為遊憩景觀林及環境保育林，則造林後之撫

育作業頻度及方式，則應配合經營目標彈性實施。 

(a) 刈草：苗木出栽後，應在苗木受雜草抑制之前實施刈草，其

頻度在剛出栽時較高，之後依年度減少，也可參酌苗木與雜

草二者之生長高度與競爭關係進行調整，同時須特別注意機

械除草時切勿傷及苗木，形成刈傷，以免影響後續苗木之存

活、生長、良好形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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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蔓：剛出栽之苗木經常受林地蔓藤攀爬，不僅阻擋苗木之

光合作用，亦常造成苗木彎曲，嚴重影響苗木之存活與生長，

因此有必要於第一時間內完全連根剷除蔓藤，其頻度於出栽

後各年度依序實施 3、3、3、2、2、1 次為原則，同時可依造

林地之環境、苗木大小、蔓藤種類及數量等進行調整。 

(c) 修枝：苗木造林後須實施修枝，特別是當造林目的為經濟用

材時，更有必要修枝以養成良好形質，同時避免死節及腐節

等發生，以提高林木之利用價值。修枝宜儘早實施、一般應

在枝徑小於 5 公分內進行，修枝之高度宜同時對樹種、冠幅、

鬰閉度、養成目標等綜合考量。修枝之位置應考量樹幹與枝

修之接合部位組織，以傷口最小、切口平整、癒合最快為原

則。 

K. 其他施作安全及注意事項： 

(a) 伐木、集運作業進行時，工作人員須配備「安全帽」、「手套」、

「安全鞋」並穿著適當之「工作服」及「工作褲」。 

(b) 本工作具備高度技術及危險性，作業期間，廠商必須經常派

員駐在現場督率施工、工作程序及方法。 

(c) 廠商作業應確實遵照「森林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行

細則」、「林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勞動檢查法及其施行細則」、「危

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勞動基準法及其施行細則」、

「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辦理，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之防範，以維採運或搬

運工作人員之安全，並應遵守作業所在地之單位及其派駐現

場之監督、護管、押運等人員監督指揮。 

(d)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揭示於工作場所，並應於適當位置設急

救醫藥箱等設備。 

(e) 勞工從事露天開挖作業，為防止地面之崩塌及損壞地下埋設

物致有危害勞工之虞，應於事前就作業地點及其附近施以試

挖或其他適當方法從事調查，妥為計畫施工及預防措施，並

事前告知勞工有關開挖機械運作程序、範圍及危險性。 

(f) 對表土之崩塌或土石之崩落有危害勞工之虞者，應使表土保

持安全之傾斜度；對有墜落之虞者，土石應予以清除或設置

堵牆、擋土支撐等措施，並排除可能形成表土崩塌或土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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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原因之雨水、地下水等。 

(g) 工程施工中如經機關抽查發現承包商未依規定設置安全衛

生設施時，承包商應於接獲安全衛生之問題及建議後，在規

定期限內以書面提報其改善事項及方案並改善完成。 

4. 短中長期經營管理建議 

植樹造林必須基於適地適種的原則，綜合考量人的需求 vs. 環境條件 vs. 樹

種特性 vs. 造林技術等 4 者之間的良好匹配才能達成造林之目標，其中，人的需

求亦即林地之經營管理的目標，也是林地經營首先要決定的方向。一般依造林之

目的，可將林地概分為經濟林、景觀林、環境保育林等 3 大類型，其強調之重點

分別為木材經濟生產、景觀遊憩療癒、環境公益效能，亦即與本計畫之永續林木

區、四季景觀區與誘蝶賞花區、原生植物區之概念大致相乎應；緣此，可據以將

臺北市林地之未來經營管理目標劃分為基本目標、首要目標、次要目標(表 21)，

兹說明如下： 

(1) 環境公益效能=基本目標≈本計畫之原生植物區：因人類之生存與永續發展係

根基於良好健全的環境，雖然諸如生物多樣性、國土保安、水

資源保育、淨化空氣、調節氣候等森林公益性效能在正常情況

下並不易查覺，然市民若親身經歷空氣品質下降、暴雨洪水致

災等環境退化將立即感受森林公益性效能之重要性。本計畫

建議將環境公益效能列為臺北市林地短中長期經營管理之基

本目標。 

(2) 景觀遊憩療癒=首要目標≈本計畫之四季景觀區、誘蝶賞花區：優美的景觀、

良好的遊憩品質與療癒功能是市民日常生活最能感受之森林

效益，然這些景觀遊憩療癒的均是建立在健康的森林環境之

基礎上，因此可在不影響基本目標—環境公益效能的架構下，

找出適用的鄉土樹種、發揮在地化特色，逐一建構出「臺北大

縱走」之優質步道，以發揮市民感受最深之次要目標—景觀遊

憩療癒的功能。本計畫建議將景觀遊憩療癒列為臺北市林地

短中長期經營管理之首要目標。 

(3) 木材經濟生產=次要目標≈本計畫之永續林木區：木材生產尚不宜列為臺北市

近郊林地的主要目標，但未來在造林地仍可依適地適種之原

則，選擇可適生於當地的高經濟樹種進行造林，同時在無損環

境保育及市民休憩之前提下，發展林下養蜂、烏來月桃與燈稱

花利用等林下經濟永續生產作業。本計畫建議將木材經濟生

產列為臺北市林地短中長期經營管理之次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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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本區生長良好的森林植群與尚無明顯之環境限制因子(參見：大崙頭山

林地示範區之重要環境因子概況分析)，目前之森林在無人力與經費的大量介入

下即可保持健康狀態；因此要維持基本的環境公益效能目標並不一定要花費最多

投資，然而對於與市民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切的景觀遊憩療癒可投資較多的人力

與經費。本計畫建議針對短中長期不同經營管理目標可施以不同的投資量，以使

森林之多元利用的充分發揮，並期能達成市有林地經營管理之成本效益最大化。 

為了進一步闡明臺北市林地之環境公益效能的基本目標之重要性，僅以森林

涵養水源這一小部分的公益性為例說明。一片連續覆蓋良好的森林，生物種類繁

多、各種植物層次豐富，而且地表上覆蓋著厚厚的枯枝落葉與腐植層，當樹冠、

地被、枯枝落葉、土壤、微生物形成了一個綜合的有機體，陡峭的林地就像是被

海綿層層保護著一樣，讓土壤不被暴雨侵蝕流失，並可涵養更多的水來減少下游

的洪泛，然後再緩緩釋出乾淨水源，因此，森林有助於緩解(mitigate)水資源短缺

與氣候暖化之問題(Ellison et al. 2017)，根據溫遠光、劉世榮(1995)估算中國各類

森林生態系統的林冠平均截留量約在 134.0 - 843.4 mm，當林冠層、枯枝落葉層

和土壤三者有機的結合，才能最大限度地發揮良好森林生態系統的水文生態功能，

假設，森林可截留 100 mm 的水，則 1 ha 的森林即可涵養 1,000 m3 (公噸)的優質

水源，單以大崙頭山林地 26.2 ha 來計算，即有助於涵養 26,200 公噸之水源，而

做為臺北市近郊森林之大崙頭山正有助於打造理想的海綿城市。 

表 19 臺北市林地之短中長期經營管理目標 

經營管理目標 民眾感知 短期 中期 長期 

環境公益效能 

(環境保育林) 

≈本計畫之 

原生植物區 

受損時才強烈感

受其重要性 

基本 

目標 

基本 

目標 

基本 

目標 

景觀遊憩療癒 

(景觀林) 

≈本計畫之 

四季景觀區 

、誘蝶賞花區 

市民日常生活之

感受性最強 

首要 

目標 

首要 

目標 

首要 

目標 

木材經濟生產 

(經濟林) 

≈本計畫之 

永續林木區 

非屬臺北市近郊

森林的任務 

次要 

目標 

次要 

目標 

次要 

目標 

註 1. 目標區分：基本、首要、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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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示範區經營管理規劃及營造 

1. 種植營造計畫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種植營造計畫的內容共包括七單元：(1) 計畫目標、

(2) 分區經營規劃、(3) 造林地環境分析、(4) 樹種選擇、(5) 植樹造林施作、(6) 

促進天然更新、(7) 撫育管理。 

在造林地環境分析之部分，鑑於環境決定被選植樹木的存活與後續生長，因

此植樹造林之前須先進行環境分析。環境分析至少應包含水熱土光風間等 6 項因

子(亦即環境之降雨與排水、溫度與熱量、土壤理化性質、光照的質量、風衝與空

污、樹木生長所需之空間)，以及各因子間的交互作用，例如在強日照下的砂粒土

壤常形成缺水逆境。為進一步瞭解大崙頭山林地之重要環境條件，兹將大崙頭山

林地示範區之水熱土光風間等 6 項重要環境因子概況分析整理如表 22。整體而

言，於大崙頭山林地進行造林只須特別注意造林時機(水熱條件)、是否受上木遮

蔽(光照)、配合空間選擇樹種並決定栽植密度、衝風帶慎選樹種。 

表 20 大崙頭山林地之重要環境因子概況分析 

環境因子 概況分析 

降雨與排水 依據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生態氣候圖(圖 18)，本區年降水量

3,317 mm，且全年均呈現剩水的情況，顯示本區屬於恆濕性氣候

(everwet climate, Su 1985)，整體而言，植物並不缺水。另，由於

本區為東高西低之山坡地，屬於排水良好、不易積水之環境。 

溫度與熱量 依據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生態氣候圖(圖 18)，本區年均溫 20.1

℃，溫量指標(warmth index) 181.1，屬於楠櫧林帶(Machilus - 

Castanopsis zone, Su 1984)，對多數原生於北臺灣低海拔植物種類

而言，熱量條件適中。 

土壤理化性質 依據張坤城等(2019)之土壤分析結果，本區土壤含石率 5 ~ 25%，

pH 3.55 ~ 4.41，質地為砂質壤土或壤質砂土，再對照目前本區自

生植群生長良好，可知本區之土壤尚不致成為林木生長之限制因

子。 

光照的質量 實測本區之全天光空域為 60.66 ~ 71.13% (張坤城等 2019)，可知

整體大環境約有 2/3 的受光量，與常見的中坡坡地光照差異不大，

對大多數之山地植群種類尚不致成為限制因子。 

風衝與空污 本區屬臺北市近郊之林地，空污情況尚不致影響林木之生長與森

林之發育；然本區的北側及東側，在接近稜線之處於冬季東北季

風盛行時，迎風面之衝風帶的風勢較為強勁，宜選植大明橘等當

地原生之耐風樹種。 

樹木生長所需

之空間 

大崙頭山林地已依經營目標劃分不同分區，各分區所選植之樹種

亦有不同，在進行造林時，應考量選植樹種長期生長所需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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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大崙頭山林地之生態氣候圖。 

 

2. 樹種選擇 

種植營造計畫之樹種選擇，採用以下 2 種方式，(1) 永續林木區：以物種分

布模擬(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ing, SDM)來分析森林法 12 種貴重木於大崙頭山

林地之生育地適宜度，再據以選擇永續林木區之經濟樹種。(2) 四季景觀區、原

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以完整名錄 → 可用名錄 → 推薦名錄 → 審定名錄之

階段式流程來篩選所需的特色植物與景觀植物，藉由系統性逐步彙整及過濾的方

式來找出適用之植物。 

(1) 永續林木區：以 SDM 篩選經濟樹種 

永續林木區之樹種選擇，係以 SDM 來分析森林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 12 種

貴重木於大崙頭山林地之生育地適宜度。SDM 係利用物種與環境間之關係

(species−environment relationship)的量化，來對生物點位資料進行空間推估

(Franklin, 2009)，可藉由其 3 項要素(物種出現點、環境預測變數、連結二者關係

之演算模擬方法)來建構物種與環境之關係，藉以模擬物種之可能分布，並可投

射至不同的時間及空間，其應用範疇包括氣候變遷影響、生態理論研究、外來種

入侵評估、保育計畫擬定、生育地適宜度分析等多種目的(Guisan & Zimmermann, 

2000; Elith & Leathwick, 2009; Dyderski et al., 2018)；過去本計畫團隊即曾以 SDM

進行昆欄樹(Trochodendron aralioides)之空間分布模擬(邱清安等，2017；Lin & 

Chiu,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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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DM 之模擬方法 

目前有許多種不同的方法被用來模擬物種之空間分布(Mainali et al. 2015; 邱

清安等 2013)，但其中以最大熵模型(Maximum Entropy, MaxEnt; Phillips et al. 

2006; Phillips & Dudík 2008; Phillips et al. 2017)最常被使用，MaxEnt 自 2006 年

初次發表後，迄今在 Google Scholar 已有超過 1 萬篇報告引用(如：Abdelaal et al. 

2019; Cobos et al. 2019; Ørsted & Ørsted 2019)，因此本計畫採用 MaxEnt 來探究

12 種貴重木的分布機率。 

B. SDM 之物種點位 

為取得 12 種貴重木的點位，本計畫初步以擷取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資料庫中之各樹種點位進行 SDM

測試。 

C. SDM 之環境圖層 

為解釋及模擬 12 種貴重木之分布，依 Elith & Leathwick (2009)、Dormann 

(2011)、Watling et al. (2012)之建議，可根據研究者對 12 種貴重木之先驗知識來

優先考量具有生態意義之環境變數，因此本計畫初步選擇 23 項可能影響 12 種貴

重木分布的環境變數，包括代表地理地形變數的 ASP、SR、CTI、TRAI、WLS，

代表熱量變數的 bio1、bio4、bio10、bio11、T1、T7、EWI、WI、TAR，代表水

分變數的 bio12、bio15、bio18、bio19、PS、PW、PSR、PWR，代表水熱綜合條

件變數的 PER，同時所有圖層網格及模擬之尺度均統一為 40 m，座標統一採用

TWD97 二度分帶系統。 

D. SDM 運行測試與改善優化 

由 SDM 初步的測試結果顯示，12 種貴重木之模擬準確度 AUC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接受者工作特徵曲線下的面積)介於 0.787 

~ 0.955，依 Swets (1988)之評估準則(0.5 ≤ AUC < 0.6 = fail; 0.6 ≤ AUC < 0.7 = poor; 

0.7 ≤ AUC < 0.8 = fair; 0.8 ≤ AUC < 0.9 = good; 0.9 ≤ AUC = excellent)，係屬一般

~極好之等級，然由實際的 12 種貴重木 SDM 模擬分布圖仍可看出許多與野外觀

察不一致等不合理之處。為此，本計畫分別針對模擬參數、物種點位、環境變數

等 3 部分進行改善優化，其細節說明如下。 

(A) 模擬軟體之參數 

以 MaxEnt 軟體分別對 12 種貴重木進行物種分布模擬計算，配合軟體預設

參數並依實際需求予以調整，Maxent 軟體之運行示意如圖 19，其調整參數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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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Maxent 軟體之運行示意 

 

表 21. Maxent 模擬計算之參數表 

參數名稱 參數值 

Samples 各樹種之點位 CSV 

Environmental layers 環境因子圖層 ASC 

Create response curves Check 

Do jackknife to measure variable importance Check 

Replicates 25 

Write output grids Uncheck 

Maximun iterations 5,000 

 

(B) 物種點位之補充 

表 24 為本計畫使用於 SDM 之 12 種貴重木的點位蒐集與處理歷程，分述如

下： 

1st 第一階段蒐集來源與處理歷程：GBIF 原始資料階段是採以 12 種貴重木學

名進行資料擷取，擷取資料再依臺灣空間範圍座標將不在臺灣範圍內之資

料筆數篩選排除非臺灣範圍之樹種點位資料，然由於其原始點位包含了可

能座標過於粗糙或有誤等問題，因此本計畫設定座標過濾與海拔過濾之程

序，其中，座標過濾係將物種點位之經緯度座標低於小數點 2 位者，視為

過於粗糙而予以刪除，而海拔座標則是綜合相關文獻設定各樹種之分布海

拔上下限(如表 24)，再以各物種點位讀取臺灣 40-m 數位高程模型之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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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超出表 24 之分布海拔上下限者，則視為座標有問題而予以刪除。此

一階段所蒐集及處理之 12 種貴重木點位數如表 25 所示。 

2nd 第二階段蒐集來源與處理歷程：由於第一階段的 12 種貴重木點位的空間

分布與數量均不儘理想，因此由政府公開資料相關網站及自行以 Google 

Map 對已知點定位進行 12 種貴重木點位資料補充，此一階段蒐集的資料

來源如表 26，各樹種之點位亦參照表 24 進行海拔過濾。此一階段所蒐集

及處理之 12 種貴重木點位數如表 25 所示。 

3rd 第三階段蒐集來源與處理歷程：第二階段蒐集 12 種貴重木點位仍屬不足，

因此再由國有林盜伐樣態與高風險地點的生立木與竊取樹頭殘材、邱清安

等(2013)陽明山國家公園調查資料、張坤城等(2019)臺北市公有林地植群

調查資料、新北市政府綠美化環境景觀處珍貴樹木查詢進行點位資料補充，

此一階段蒐集的資料來源如表 26，各樹種之點位亦參照表 24 進行海拔過

濾。此一階段所蒐集及處理之 12 種貴重木點位數如表 25 所示。 

4th 第四階段處理歷程：上述的 12 種貴重木點位可能會過度集中出現之情況，

為此本計畫以 ArcMap 的 Fishnet 工具建立 40-m 向量多邊形網格，參考行

政院農委會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40-m DTM 取得建立參數，然後再分別

將 12 種貴重木點位與 40-m 向量多邊形網格進行空間套疊，計算出具有

各樹種的 40m 向量多邊形網格，對 12 種貴重木 40-m 網格以 Calculate 

Geometry 計算中心點的 X 與 Y 座標值，並將屬性資料表匯出成 CSV 檔

以供 Maxent 軟體使用。此一階段所處理之 12 種貴重木點位數如表 25 所

示。 

 

  



48 
 

表 22 本計畫用於過濾錯誤資料的 12 種貴重木之分布海拔上下限 

樹種名稱 
分布海拔範圍 (m) 

最低 最高 

紅檜 500 3,050 

臺灣扁柏 900 3,050 

臺灣肖楠 5 2,000 

臺灣杉 450 3,000 

巒大杉 400 2,800 

南洋紅豆杉 300 3,000 

櫸 1 2,250 

烏心石 1 2,800 

牛樟 100 2,300 

臺灣檫樹 1,000 2,300 

黃連木 1 2,400 

毛柿 1 500 

 

表 23 12 種貴重木之點位蒐集處理歷程與所得點位數 

 1st 1st 1st 2nd 3rd 4th 

樹種名稱 
GBIF 原始

下載筆數 

GBIF 座標

過濾後筆數

GBIF 海拔

過濾後筆數

新增後點

位數§ 

新增後點

位數§ 

40 m 網格

點位數 

紅檜 979 199 199 602 660 648 

臺灣扁柏 3,611 67 57 201 558 530 

臺灣肖楠 369 53 44 135 227 173 

臺灣杉 659 43 39 55 56 56 

巒大杉 489 46 37 52 85 84 

南洋紅豆杉 2,202 41 36 72 78 78 

櫸 3,945 183 182 1,160 1,163 655 

烏心石 4,646 726 724 2,203 2,211 2,039 

牛樟 719 125 125 120 571 546 

臺灣檫樹 196 47 43 50 50 50 

黃連木 1,779 102 101 541 553 327 

毛柿 695 40 40 92 95 95 
§ 12 種貴重木之新增點位的資料來源詳列於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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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計畫蒐集 12 種貴重木之資料來源 

蒐集階段 資料來源 

1st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2nd 

臺灣「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製圖計畫」 

林務局第四次森林資源調查 

臺中市建設局行道樹空間資訊管理維護系統

http://itree.taichung.gov.tw/Tccg_Tree/index.aspx 

臺北市行道樹路燈資訊網 
https://geopkl.gov.taipei/ 

政府資料開放平臺 108 年新北市珍貴樹木 
https://data.gov.tw/datasets/search?qs=108%E5%B9%B4%E6%96%B0%E5%8C%97
%E5%B8%82%E7%8F%8D%E8%B2%B4%E6%A8%B9%E6%9C%A8 

3rd 

國有林盜伐樣態與高風險地點-生立木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F56 

國有林盜伐樣態與高風險地點-竊取樹頭殘材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F56 

邱清安等 (2013)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沿線道路具景觀價值原生植物保存與規劃

張坤城等(2019)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07 年度臺北市公有林地植群調查

及示範區營造委託專業服務案 

新北市政府綠美化環境景觀處珍貴樹木查詢 

https://www.landscaping.ntpc.gov.tw/cht/index.php?act=precious_trees&code=search

 

(C) 環境變數之決定 

表 27 為本計畫初步選擇 23 項可能影響 12 種貴重木分布的環境變數，包括

代表地理地形變數的 ASP、SR、CTI、TRAI、WLS，代表熱量變數的 bio1、bio4、

bio10、bio11、T1、T7、EWI、WI、TAR，代表水分變數的 bio12、bio15、bio18、

bio19、PS、PW、PSR、PWR，代表水熱綜合條件變數的 PER，其說明及來源或

計算式如表 24 所示。然為降低降低變數之冗餘(redandance)及共線性(collinearity) 

(Randin et al. 2009)，首先，計算各變數兩兩之間的相關係數(表 28)，再將相關係

數絕對值大於 0.9 之變數擇較不具生態解釋性者予以刪除，其次，再進一步將貢

獻度(percent contribution)與置換重要性(permutation importance)非常低之變數刪

除，以突顯真正對目標樹種具解釋力之環境變數。本計畫經過 10 次的實際測試

樹種點位與不同環境變數之 SDM 模擬表現，最後選定 6 項相關係數較低、模擬

貢獻度與重要性較高、具有生態意義的環境變數，分別為 WI、ATR、bio12、bio15、

PE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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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可能影響 12 種貴重木分布的 23 項環境變數 

圖層/縮寫 說明 Reference 
地理地形   

ASP 來自 dem40_97 之坡向 aspect 圖 ESRI (2010) 

SR 太陽輻射solar radiation ESRI (2010) 

CTI 複合地形指數 compound topographic index Evans (2011) 

TRAI 
地形輻射坡向指數 topographic radiation 
aspect index  

Evans (2011) 

WLS 全天光空域 whole light sky space  Lai et al. (2010) 

熱量   

bio1 年均溫，即 bio1 = T_year Fick & Hijmans (2017) 

bio4 
溫度季節性=月均溫之標準差*100，即 bio4 
= T_SD 

Fick & Hijmans (2017) 

bio10 最暖季溫度=(T6+T7+T8)/3，即 bio10 Fick & Hijmans (2017) 

bio11 最冷季溫度=(T12+T1+T2)/3，即 bio11 Fick & Hijmans (2017) 

T1 
最冷月月均溫=T1 (Mean Temperature of 
Coldest Month) 

Chiu et al. (2009) 

T7 
最暖月月均溫=T7 (Mean Temperature of 
Warmest Month) 

Chiu et al. (2009) 

EWI 
有效溫量指標 effective warmth index，= WI 
- 0.5×ATR 

Chiu et al. (2012) 

WI 溫量指標 warmth index Kira (1991) 

TAR 年溫差 temperature annual range Tuhkanen (1980) 

水分   

bio12 年降水量，即 bio12 = P_year Fick & Hijmans (2017) 

bio15 P_CV 降水之季節性(變異係數)，即 bio15 Fick & Hijmans (2017) 

bio18 P_6-8 最暖季降水量= P6+P7+P8，即 bio18 Fick & Hijmans (2017) 

bio19 
P_12-2 最冷季降水量= P12+P1+P2，即
bio19 

Fick & Hijmans (2017) 

PS 
P_summer 夏半年降水量= 
P4+P5+P6+P7+P8+P9 

Su (1985) 

PW 
P-winter 冬半年降水量= 
P10+P11+P12+P1+P2+P3 

Su (1985) 

PSR pr_s-y 夏雨率= P_summer4-9 / P_year Su (1985) 

PWR pr_w-y 冬雨率= P-winter10-3 / P_year Su (1985) 

水熱綜合   

PER 
annu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 
(58.93*BT) / P_year 

Holdridge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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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3 項環境變數之相關係數 
 ASP SR CTI TRAI WLS bio1 bio4 bio10 bio11 T1 T7 EWI WI TAR bio12 bio15 bio18 bio19 PS PW PSR PWR PER 

ASP   -0.46 0.45 -0.56 -0.67 -0.50 -0.34 0.44 -0.85 0.50 0.75 0.75 0.75 0.69 0.70 0.76 0.53 0.75 0.54 0.03 0.60 0.02 -0.14 

SR -0.46   -1.00 0.92 -0.22 0.82 -0.60 -0.87 0.52 0.31 -0.32 -0.33 -0.18 -0.34 -0.36 -0.20 0.27 -0.32 -0.21 -0.08 -0.23 -0.08 0.01 

CTI 0.45 -1.00   -0.92 0.22 -0.85 0.60 0.89 -0.52 -0.33 0.32 0.33 0.18 0.35 0.37 0.20 -0.30 0.32 0.20 0.08 0.22 0.07 -0.01 

TRAI -0.56 0.92 -0.92   0.03 0.93 -0.37 -0.74 0.75 0.21 -0.31 -0.32 -0.20 -0.33 -0.34 -0.22 0.17 -0.31 -0.22 -0.06 -0.27 -0.08 0.02 

WLS -0.67 -0.22 0.22 0.03   -0.01 0.90 0.24 0.69 -0.69 -0.30 -0.30 -0.42 -0.21 -0.20 -0.40 -0.69 -0.30 -0.35 0.04 -0.41 -0.06 0.13 

bio1 -0.50 0.82 -0.85 0.93 -0.01   -0.37 -0.78 0.67 0.32 -0.31 -0.32 -0.19 -0.36 -0.37 -0.21 0.29 -0.31 -0.16 -0.06 -0.22 -0.04 0.03 

bio4 -0.34 -0.60 0.60 -0.37 0.90 -0.37   0.59 0.33 -0.72 -0.07 -0.05 -0.22 0.03 0.04 -0.20 -0.70 -0.06 -0.18 0.06 -0.23 -0.02 0.10 

bio10 0.44 -0.87 0.89 -0.74 0.24 -0.78 0.59   -0.38 -0.34 0.45 0.46 0.30 0.50 0.51 0.32 -0.30 0.45 0.23 0.08 0.24 0.02 -0.03 

bio11 -0.85 0.52 -0.52 0.75 0.69 0.67 0.33 -0.38   -0.31 -0.43 -0.43 -0.42 -0.38 -0.39 -0.43 -0.34 -0.43 -0.40 -0.02 -0.46 -0.10 0.10 

T1 0.50 0.31 -0.33 0.21 -0.69 0.32 -0.72 -0.34 -0.31   0.44 0.43 0.60 0.30 0.30 0.59 1.00 0.44 0.36 -0.03 0.35 -0.06 -0.06 

T7 0.75 -0.32 0.32 -0.31 -0.30 -0.31 -0.07 0.45 -0.43 0.44   1.00 0.98 0.99 0.99 0.98 0.46 1.00 0.50 0.02 0.47 -0.15 -0.07 

EWI 0.75 -0.33 0.33 -0.32 -0.30 -0.32 -0.05 0.46 -0.43 0.43 1.00   0.98 0.99 0.99 0.98 0.45 1.00 0.49 0.03 0.47 -0.15 -0.07 

WI 0.75 -0.18 0.18 -0.20 -0.42 -0.19 -0.22 0.30 -0.42 0.60 0.98 0.98   0.94 0.94 1.00 0.62 0.98 0.51 0.01 0.48 -0.16 -0.08 

TAR 0.69 -0.34 0.35 -0.33 -0.21 -0.36 0.03 0.50 -0.38 0.30 0.99 0.99 0.94   1.00 0.95 0.32 0.99 0.45 0.03 0.42 -0.16 -0.07 

bio12 0.70 -0.36 0.37 -0.34 -0.20 -0.37 0.04 0.51 -0.39 0.30 0.99 0.99 0.94 1.00   0.95 0.32 0.99 0.46 0.03 0.43 -0.16 -0.07 

bio15 0.76 -0.20 0.20 -0.22 -0.40 -0.21 -0.20 0.32 -0.43 0.59 0.98 0.98 1.00 0.95 0.95   0.60 0.99 0.51 0.01 0.48 -0.16 -0.08 

bio18 0.53 0.27 -0.30 0.17 -0.69 0.29 -0.70 -0.30 -0.34 1.00 0.46 0.45 0.62 0.32 0.32 0.60   0.46 0.38 -0.03 0.37 -0.05 -0.07 

bio19 0.75 -0.32 0.32 -0.31 -0.30 -0.31 -0.06 0.45 -0.43 0.44 1.00 1.00 0.98 0.99 0.99 0.99 0.46   0.49 0.02 0.47 -0.15 -0.07 

PS 0.54 -0.21 0.20 -0.22 -0.35 -0.16 -0.18 0.23 -0.40 0.36 0.50 0.49 0.51 0.45 0.46 0.51 0.38 0.49   0.09 0.40 0.48 -0.10 

PW 0.03 -0.08 0.08 -0.06 0.04 -0.06 0.06 0.08 -0.02 -0.03 0.02 0.03 0.01 0.03 0.03 0.01 -0.03 0.02 0.09   0.01 0.48 0.36 

PSR 0.60 -0.23 0.22 -0.27 -0.41 -0.22 -0.23 0.24 -0.46 0.35 0.47 0.47 0.48 0.42 0.43 0.48 0.37 0.47 0.40 0.01   0.15 -0.19 

PWR 0.02 -0.08 0.07 -0.08 -0.06 -0.04 -0.02 0.02 -0.10 -0.06 -0.15 -0.15 -0.16 -0.16 -0.16 -0.16 -0.05 -0.15 0.48 0.48 0.15   -0.03 

PER -0.14 0.01 -0.01 0.02 0.13 0.03 0.10 -0.03 0.10 -0.06 -0.07 -0.07 -0.08 -0.07 -0.07 -0.08 -0.07 -0.07 -0.10 0.36 -0.1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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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優化後的 SDM 結果 

經前述的 SDM 初步測試結果與優化改善後，本計畫實際進行 12 貴重木之

SDM 模擬操作如下：(1) 物種點位：12 種貴重木之點位(如表 25 所示)；(2) 環境

圖層：6 項環境圖層(WI、ATR、bio12、bio15、PER、WLS)；(3) 模擬軟體：Maxent 

(設定 Replicate = 25 次、Crossvalidate 驗證、Maximun iterations = 5000)。 

圖 20 為以 SDM 模擬 12 種貴重木出現於臺灣的機率，表 29 臚列了應用於

SDM 之各樹種點位數及其海拔範圍，也擷取 SDM 於大崙頭山林地的出現機率

(表 29)，此亦可代表此 12 種貴重木在大崙頭山林地之潛在的(potential)生育地適

宜指數(habitat suitable index)；然僅依據表 29 之出現機率仍無法確定目標樹種是

否可出現於研究區，因此必須將 SDM 模擬結果以閾值(threshold)將連續性的出現

機率值轉化為 0 (absence, 不出現)或 1 (presence, 出現)，而判斷物種出現與否的

閾值，可採用 Equal training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為存在閾值(threshold of 

presence)之標準(Liu et al. 2005; Cao et al. 2013; Shabani et al. 2018)，藉由 SDM 出

現機率與存在閾值的比較，可知在 12 種貴重木中，只有臺灣肖楠、烏心石、黃

連木等 3 種出現或適生於大崙頭山林地，另外 9 種則較不適合大崙頭山林地，另

外，對表 29 所列之出現機率可再粗分為 3 類別： 

 不適合於大崙頭山者(出現機率 < 0.05)，計 7 種：其出現機率依序為臺灣杉

(0.0432)、南洋紅豆杉(0.0364)、毛柿(0.0126)、臺灣檫樹(0.0106)、巒大杉

(0.0093)、紅檜(0.0084)、臺灣扁柏(0.0032)。 

 略適合於大崙頭山者(0.05 < 出現機率 < 0.5)，計 3 種：其出現機率依序為

牛樟(0.2778)、櫸(0.2416)、黃連木(0.2052)。 

 適合於大崙頭山者(出現機率 > 0.5)，計 2 種：其出現機率依序為烏心石

(0.6486)、臺灣肖楠(0.5493)。 

綜合上述的圖 20 及表 29 可知在 12 種貴重木中，較適合用來營造大崙頭山

永續林木區之樹種為臺灣肖楠、烏心石，圖 21 為臺灣肖楠於大崙頭山林地之出

現機率分布圖及其 SDM 摘要，圖 22 為烏心石於大崙頭山林地之出現機率分布

圖及其 SDM 摘要。為進一步提供未來應用之參考，僅將臺灣肖楠、烏心石之應

用屬性表與植物照片分別整理於表 30、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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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12 種貴重木之 AUC、點位數、是否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 

中文名稱 AUC§ SDM 點位數 

(海拔範圍*) 

是否出現† 

(出現機率 vs. threshold) 

紅檜 0.908 648 點 

(796 ~ 3,032 m) 

不出現 

(0.0084 < 0.4475) 

臺灣扁柏 0.929 530 點 

(906 ~ 3,034 m) 

不出現 

(0.0032 < 0.3668) 

臺灣肖楠 0.881 173 

(5 ~ 2,000 m) 

出現 

(0.5493 > 0.3978) 

臺灣杉 0.917 56 

(558 ~ 2,761 m) 

不出現 

(0.0432 < 0.3225) 

巒大杉 0.938 84 點 

(960 ~ 2,387 m) 

不出現 

(0.0093 < 0.2254) 

南洋紅豆杉 0.916 78 點 

(382 ~ 2,669 m) 

不出現 

(0.0364 < 0.2891) 

櫸 0.834 655 點 

(1 ~ 2,233 m) 

不出現 

(0.2416 < 0.3953) 

烏心石 0.759 2,039 點 

(1 ~ 2,543 m) 

出現 

(0.6486 > 0.5862) 

牛樟 0.880 546 點 

(104 ~ 2,298 m) 

不出現 

(0.2778 < 0.3623) 

臺灣檫樹 0.956 50 點 

(1096 ~ 2,236 m) 

不出現 

(0.0106 < 0.1916) 

黃連木 0.866 327 點 

(1 ~ 2,369 m) 

出現 

(0.2052 > 0.2005) 

毛柿 0.926 95 點 

(1 ~ 484 m) 

不出現 

(0.0126 < 0.2959) 
§ AUC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接受者工作特徵曲線

下的面積)係評估物種分布模擬(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ing, SDM)之準確度

的方法。 

* 以樹種點位之座標擷取 40-m 數值高程模型之海拔高。 

† 若某一目標樹種於大崙頭山林地之 SDM 結果的出現機率(Cloglog) ≧ 

threshold，則表示該物種可「presence 出現」於當地，若出現機率 ＜ 

threshold，則表示該物種「absence 不出現」於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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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2 種貴重木於臺北市之物種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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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續) 12 種貴重木於臺北市之物種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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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續) 12 種貴重木於臺北市之物種分布模擬結果 

  



57 
 

圖 15. 臺灣肖楠於大崙頭山林地之出現機率及其 SDM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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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烏心石於大崙頭山林地之出現機率及其 SDM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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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臺灣肖楠之應用屬性表 

植物名稱 臺灣肖楠  

科別 柏科 CUPRESSACEAE 

學名 Calocedrus formasana (Florin) Florin. 

特稀有性 ■特有種  □稀有種 

經濟性 ■針葉一級木  □闊葉一級木 

生態環境 

海拔(m) 300-1900 全球分布 臺灣 

環境類型 
屬中等耐陰性樹種，常於

溪谷兩岸與闊葉樹混生 
臺灣分布 北、中部山區 

性狀及 

生活週期 

生長型 ■喬木  □灌木  □藤本  □草本  □其他： 

葉 
葉序 十字對生 葉色 深綠 

葉候 ■常綠 □落葉 質地 革質 

花 
花序 單生於幼枝頂端 花期 5-9 月 

花色 雄花黃褐色、雌花淡綠色 

果 
果型 毬果長橢圓形 大小(cm) 長約 1.5 cm 

熟果色 綠色 果期 9-10 月 

環境適性 日照 
□全日照  ■半日照 

□耐蔭 
水分 

□水生  □濕潤   

■耐旱 

應用類型 

適植類型 
■孤植 □對植 □列植 □叢植 □群植 ■綠籬 

□草坪 □邊坡 □花臺 □其他： 

觀賞部位 □花  □果  ■全株  □新葉  □落葉前變色  □其他： 

生態應用 □蜜源植物  □食草植物  □誘鳥植物  □其他： 

培育管理 
繁殖法 ■播種   □扦插   □其他： 

生長速度 □快速   □中等   ■緩慢 

應用建議 

採收臺灣肖楠毬果後，可攤開翻動，使種子脫離毬果，再以風選法除去空粒

種子，將種子乾燥至含水率 5%後儲藏 5℃或 -20℃，提供長期育苗用。臺灣

肖楠種子易發芽，可即採即播，但其種子有後熟作用，若以 5℃乾藏 3 ~ 4
月能再提高發芽率。 

進一步 
資訊 

簡慶德 (2013) 18 種重要造林樹種育苗作業規範之制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委託研究計畫系列。 
楊正釧 (2006) 臺灣肖楠種子的發芽與室溫老化。林業研究專訊 13(1):32。
臺灣野生植物資料庫-臺灣肖楠：https://reurl.cc/eqevj 

認識植物-臺灣肖楠：https://reurl.cc/z0v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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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烏心石之應用屬性表 

植物名稱 烏心石  

科別 木蘭科 MAGNOLIACEAE 

學名 Michelia compressa (Maxim.) Sargent. 

特稀有性 □特有種  □稀有種 

經濟性 □針葉一級木  ■闊葉一級木 

生態環境 

海拔(m) 200-2200 全球分布 
臺灣、日本、琉球、菲律

賓 

環境類型 
屬中等耐陰偏陽性樹種，

常見於山區混生闊葉林中
臺灣分布 全島低、中海拔林中 

性狀及 

生活週期 

生長型 ■喬木  □灌木  □藤本  □草本  □其他： 

葉 
葉序 單生葉腋 葉色 深綠 

葉候 ■常綠 □落葉 質地 薄革質或革質 

花 
花序 單生 花期 1-3 月 

花色 淡黃白色 

果 
果型 圓型蓇葖果 大小(cm) 長約 0.4-0.8 mm 

熟果色 紅色 果期 9-10 月 

環境適性 日照 
□全日照  ■半日照 

□耐蔭 
水分 

□水生  ■濕潤   

□耐旱 

應用類型 

適植類型 
■孤植 □對植 □列植 □叢植 □群植 □綠籬 

□草坪 □邊坡 □花臺 □其他： 

觀賞部位 ■花  □果  ■全株  □新葉  □落葉前變色  □其他： 

生態應用 □蜜源植物  □食草植物  □誘鳥植物  □其他： 

培育管理 
繁殖法 ■播種   □扦插   □其他： 

生長速度 □快速   ■中等   □緩慢 

應用建議 

烏心石果實採收後陰乾開裂，取出種子，洗除肉質假種皮後，需儘快將種子

含水率降至 5 ~ 8%，密封後置於攝氏零度以下儲藏。播種時，為解除種子之

休眠性，可先與濕水苔混合放入塑膠袋內，封口後在低溫 5℃下層積儲藏 3
個月左右，當春天來臨時取出播種，不但發芽率提高，且發芽整齊。 

進一步 
資訊 

簡慶德 (2013) 18 種重要造林樹種育苗作業規範之制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委託研究計畫系列。 
陳舜英、陳芬蕙、黃裕星、何政坤、簡慶德 (2016) 木蘭科烏心石與華蓋木

種子發芽休眠之研究。臺灣林業科學 31(3): 199-213。 
臺灣野生植物資料庫-烏心石：https://reurl.cc/6Wom5 
認識植物-烏心石：https://reurl.cc/Wj6m5 

  



61 
 

(1) 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階段式專家篩選樹種 

種植營造計畫的另一樹種選擇途徑，主要是針對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

誘蝶賞花區所需的特色植物、景觀植物進行篩選，其流程為：完整名錄 → 可用

名錄 → 推薦名錄 → 審定名錄(各分區之植物種類篩選流程如圖 23、圖 24、圖

25 所示)，藉由此一系統性逐步彙整及篩選的方式來找出適合之植物種類，且由

於本方法係集合多位專家學者之意見，因而可降低物種選擇時的個人偏好性，並

從而找出大多數人認同的植物種類(邱清安等，2018)。 

 

圖 17. 四季景觀區之植物種類篩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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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原生植物區之植物種類篩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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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誘蝶賞花區之植物種類篩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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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完整名錄之建立(全臺北市不分區) 

為建立臺北市的維管束植物完整名錄，本計畫蒐集相關研究計畫、書籍、論

文等資料，包括：張坤城等(2019)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07 年度臺北市

公有林地植群調查及示範區營造委託專業服務案、許再文等(2007)臺北縣市及基

隆市植物資源、王中原(2000)臺灣北部內雙溪流域低海拔亞熱帶闊葉森林之次級

演替、蘇聲欣(2001)臺北近郊低海拔闊葉樹林之研究。經逐一輸入上述各資料來

源之名錄後，並處理同物異名、異物同名等問題，即可建立臺北市完整的植物名

錄，總計共有 200 科 841 屬 1680 種，而其中屬於原生之種類計有 181 科 679 屬

1358 種，特有種計有 251 種，喬木有 280 種、灌木有 209 種、藤本有 133 種，

草本有 736 種，如表 32。 

表 30 臺北市完整植物名錄之統計摘要表 

 全部種類 原生種類 

類群 科 屬 種 科 屬 種 特有 喬木 灌木 藤本 草本

蕨類 

植物 
36 100 234 36 92 232 11 4 0 0 228

裸子 

植物 
7 13 20 4 8 11 9 11 0 0 0

雙子葉 

植物 
126 553 1095 115 445 860 186 259 204 109 288

單子葉 

植物 
31 175 329 26 134 255 45 6 5 24 220

合計 200 841 1,680 181 679 1,358 251 280 209 133 736

 

完整名錄種數較多之科別如圖 26 所示，依序為禾本科(佔 6%，97 種)、菊科

(佔 5%，92 種)、豆科(佔 3%，53 種)、蘭科(佔 3%，52 種)、茜草科(佔 3%，50

種)、大戟科(佔 3%，44 種)、薔薇科(佔 2%，40 種)等；而完整名錄 1680 種中有

1358 種為原生種類，種數較多之科別如圖 26 所示，依序為禾本科(佔 5%，71 種)、

菊科(佔 4%，54 種)、蘭科(佔 4%，52 種)、茜草科(佔 3%，42 種)、薔薇科(佔 3%，

37 種)、莎草科(佔 3%，34 種)、豆科(佔 2%，30 種)等。 

  



65 
 

 
(a) 完整名錄 1680 種(含外來種類) 

 
(b) 完整名錄中之原生種類 1,358 種 

圖 20. 完整名錄與名錄中之原生種類，種數與百分比之科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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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用名錄之建立(3 分區：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 

當 1680 種的完整名錄建立完成後，即可分別依據各區之營造目標與特性，

進行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之可用名錄的建置，其建置原則與結

果如下。 

a. 四季景觀區：將完整名錄刪除外來種、篩除明確不適之種類、保留喬木性狀之

種類後，即為四季景觀區之可用名錄，共計有 66 科 276 種，其中種數最多者

為樟科(佔 9%，25 種)，例如樟樹、猪腳楠、土肉桂等；殼斗科次之(佔 7%，

20 種)，例如青剛櫟、烏來柯、赤皮等；大戟科與茶科再次之(皆佔 6%，17 種)，

大戟科樹種例如白桕、茄苳、臺灣假黃楊等，茶科樹種例如大頭茶、森氏紅

淡比、厚皮香等(圖 27)。 

圖 21. 四季景觀區可用名錄 276 種中，種數與百分比之科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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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生植物區：將完整名錄刪除外來種、篩除明確不適合臺北市近郊森林種植的

植物種類後，即為原生植物區之可用名錄，共計有 135 科 592 種，其中種數

最多者為茜草科(佔 4%，23 種)，例如山黃梔、臺北茜草樹、水金京等；茶科

次之(佔 4%，21 種)，例如大頭茶、木荷、森氏紅淡比等；桑科與蘭科再次之

(皆佔 3%，20 種)，桑科植物種類例如天仙果、愛玉子、薜荔等，蘭科植物種

類例如白鶴蘭、綬草、臺灣白及等(圖 28)。 

圖 22. 原生植物區可用名錄 592 種中，種數與百分比之科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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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誘蝶賞花區：將完整名錄刪除外來種、篩除明確不適之種類、保留蝴蝶食草及

蜜源種類與種花及可觀花果之種類後，即為誘蝶賞花區之可用名錄，共計有

106 科 559 種，其中種數最多者為禾本科(佔 5%，27 種)，例如五節芒、白背

芒、臺灣蘆竹等；菊科次之(佔 5%，26 種)，例如臺灣澤蘭、島田氏澤蘭、臺

灣山菊等；豆科與薔薇科再次之(皆佔 4%，25 種)，豆科植物種類例如老荊藤、

菊花木、血藤等，薔薇科植物種類例如山枇杷、墨點櫻桃、臺灣石楠等(圖 29)。 

圖 23. 誘蝶賞花區可用名錄 559 種中，種數與百分比之科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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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薦名錄之建立(3 分區：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 

(A) 試票選：決定 3 分區的票選種數 

當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之可用名錄建立完成後，即可分別

進行各區之推薦名錄的票選，然在正式票選之前，為避免不同專家學者推薦票選

之種類數量差異過大(例如：進行四季景觀區之推薦票選，某甲只選了 10 種，而

某乙卻選了 100 種)，因此本計畫團隊先行邀請 6 位熟悉臺北市林地現況之專家

學者進行試票選，藉以決定 3 分區之推薦票選種類數量，以使後續正式票選時不

同專家學者有一致的推薦票選種數。 

表 33 為各區試票選之結果，四季景觀區之試票選介於 42 ~ 70 種，平均 55.5

種；原生植物區之試票選介於 55 ~ 360 種，平均 149.3 種；誘蝶賞花區之試票選

介於 50 ~ 220 種，平均 121.0 種；從上述之結果可明顯看出，若未律定一致的票

選種數，則不同專家學者之間所票選種數會有極大的差異。 

參酌表 33 之試票選結果，本計畫將 3 分區之票選種數取為 5 的倍數，亦即

將正式票選之種類數量訂定為四季景觀區選 55 種、原生植物區選 150 種、誘蝶

賞花區選 120 種；後續正試票選時，受邀之專家學者將分別由四季景觀區 276 種

可用名錄中票選出 55 種推薦種類；由原生植物區 592 種可用名錄中票選出 150

種推薦種類；由誘蝶賞花區 559 種可用名錄中票選出 120 種推薦種類。圖 30 為

本計畫寄請專家學者進行正式票選之 EXCEL 表格檔，除了以黃底特別說明各區

之目標與種類選擇重點之外，同時也具有自動加總之功能，可讓專家學者即時知

道已票選之種類數量。 

表 31 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之試票選統計 

專家學者試票選編號 四季景觀區 原生植物區 誘蝶賞花區 

(1) 國立中興大學 42 174 117 

(2) 國立中興大學 60 186 220 

(3) 國立嘉義大學 70 360 220 

(4) 生態調查公司 52 58 59 

(5) 生態調查公司 53 55 60 

(6)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6 63 50 

試票選種數之合計 333 896 726 

試票選種數之平均 55.5 149.3 121.0 

正式推薦票選之種數 55 1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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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供專家學者票選之可用名錄 EXCEL 檔(3 分區) 

(B) 正式票選：找出多數專家學者共同推薦之種類 

為了找出適合於臺北市大崙頭山林地營造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

花區之樹種，本研究團隊邀請 55 位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依照 3 區所訂定之種數

進行票選(四季景觀區選 55 種、原生植物區選 150 種、誘蝶賞花區選 120 種)。 

歷經一個月之回覆及對回覆者再次提醒乙次後，結果共收到 44 位回覆，扣

除未依訂定種數票選者，總計有 38 份有效票選名錄(圖 31)，其中，單位屬性為

大專院校者(主要為各大學植物相關科系)佔 32% (12 人)；單位屬性為行政單位者

(如林務局、國家公園、臺北市政府)佔 21% (8 人)；單位屬性為研究機構者(如林

業試驗所、自然科學博物館、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佔 24% (9 人) ；單位屬性

為業餘專家(志工、水土保持服務團、生態調查公司、專書作家等)，佔 24% (9 人)，

基本上，此 4 類專家學者之人數差異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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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參與票選之專家學者的單位屬性及人數(有效回覆= 38 份) 

 

為了建構合適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林相營造的推薦名錄，

本計畫彙整 38 位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對 3 區之推薦票選結果，並擷取超過 1/2

專家學者(19 位以上)共同推薦票選之樹種以形成各區推薦名錄，如圖 32 所示，

四季景觀區獲 1/2 以上專家學者票選推薦之種類計有 25 種，原生植物區獲 1/2 以

上專家學者票選推薦之種類計有 80 種，誘蝶賞花區獲 1/2 以上專家學者票選推

薦之種類計有 58 種，以下分別就此 3 區之推薦名錄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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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專家學者共同推薦樹種名錄分布百分比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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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四季景觀區：本區之經營目標及定位為營造具四季變化、景觀美質之森林區，

樹種選擇方向以前述之可用名錄為基礎，著重於葉色具季節變化性之種類、花

果等具觀賞性之種類、其他具景觀美質潛力之種類。為此，本計畫彙整 38 份

有效票選之結果，擷取超過 1/2 專家學者(19 位以上)共同票選之種類，即可建

立為四季景觀區之推薦名錄。總計四季景觀區之推薦名錄計有 25 種(表 34)，

得票數最高者(32 位推薦)有 3 種：青楓、鐘萼木、大頭茶；得票數次之者(29

位推薦)有 1 種：魚木；得票數再次之者(28 位推薦)有 2 種：四照花、流蘇。

四季景觀區推薦名錄所列出之 25 種樹種各具特色，例如青楓秋季時的紅葉、

鐘萼木別緻可愛的鈴鐺花型、魚木優美的樹型與花朵綻放時的搶眼景觀等，均

能符合四季景觀區之經營目標及定位，且受多數專家學者共同推薦栽植。 

表 32. 四季景觀區推薦名錄之 25 種樹種的得票數排行 

推薦票數 被推薦之樹種 累積種數

32 青楓、鐘萼木、大頭茶 3 

29 魚木 4 

28 四照花、流蘇 6 

27 杜英、九芎 8 

25 山桐子、烏心石 10 

24 山櫻花 11 

23 山黃梔、烏皮九芎、森氏紅淡比 14 

22 臺灣欒樹、厚皮香 16 

21 薯豆、楓香 18 

20 臺灣三角楓、鐵冬青、白桕、櫸、杜虹花 23 

19 苦楝、榔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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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生植物區：本區之經營目標及定位以具特色或代表性之種類建造本地原生

植物主題區，樹種選擇方向以前述之可用名錄為基礎，特別著重於具有解說教

育、民俗用途、環境特色代表性等種類。為此，本計畫彙整 38 份有效票選之

結果，擷取超過 1/2 專家學者(19 位以上)共同票選之種類，即可建立為原生植

物區之推薦名錄。總計原生植物區之推薦名錄計有 80 種(表 35)。得票數最高

(32 位推薦)有 1 種：猪腳楠；得票數次之(30 位推薦)有 1 種：鐘萼木；得票數

再次之(29 位推薦)有 5 種：燈稱花、魚木、金銀花、菊花木、烏心石。原生植

物區推薦名錄所列出之 80 種樹種各具特色，例如猪腳楠為環境代表性樹種、

鐘萼木花形大、色豔麗且僅分布於臺灣北部、菊花木木材橫斷面呈現菊花狀花

紋，均能符合原生植物區之經營目標及定位，且受多數專家學者共同推薦栽植。 

表 33 原生植物區推薦名錄之 80 種樹種的得票數排行 

推薦票數 被推薦之樹種 累積種數

32 猪腳楠 1 

30 鐘萼木 2 

29 燈稱花、魚木、金銀花、菊花木、烏心石 7 

27 
筆筒樹、十大功勞、臺灣魚藤、烏來柯、土肉桂、

九芎、白雞油、大頭茶、山棕 
16 

26 
蓪草、山胡椒、楊梅、流蘇、山黃梔、烏皮九芎、

臺灣百合 
23 

25 羅氏鹽膚木、江某、青剛櫟、樟樹、昆欄樹 28 

24 
水鴨腳、四照花、杜英、金毛杜鵑、食茱萸、無患

子、烏來月桃 
35 

23 
臺灣金狗毛蕨、竹柏、青楓、臺灣馬鞍樹、黃杞、

香楠、山枇杷、墨點櫻桃、野鴉椿、豔紅鹿子百合 
45 

22 猴歡喜、茄苳、赤皮、山芙蓉、木荷、月桃 51 

21 
山蘇花、雙扇蕨、冇骨消、相思樹、楓香、森氏紅

淡比、臺灣芭蕉 
58 

20 

過溝菜蕨、觀音座蓮、臺灣山菊、八角蓮、新店當

藥、天仙果、愛玉子、桃金孃、紅葉樹、金櫻子、

臺北茜草樹、厚皮香 

70 

19 
臺灣馬藍、臺灣羊桃、山菜豆、小毛氈苔、薯豆、

頷垂豆、紅花八角、大葉楠、苦楝、山龍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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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誘蝶賞花區：本區之經營目標及定位為種植蝴蝶之食草及蜜源植物、具香味及

可賞花觀果之植物，樹種選擇方向以前述之可用名錄為基礎，著重於蝴蝶之食

草植物、蝴蝶之蜜源植物、香花植物、可賞花觀果之種類。為此，本計畫彙整

38 份有效票選之結果，擷取超過 1/2 專家學者(19 位以上)共同票選之種類，

即可建立為誘蝶賞花區之推薦名錄。總計誘蝶賞花區之推薦名錄計有 58 種(表

36)。得票數最高(32 位推薦)有 2 種：冇骨消、山黃梔；得票數次之(31 位推薦)

有 1 種：魚木；推薦票數再次之(30 位推薦)有 3 種：大葉馬兜鈴、金銀花、杜

虹花。誘蝶賞花區推薦名錄所列出之 58 種植物，例如山黃梔與月橘為具芬芳

之香花植物、大葉馬兜鈴為曙鳳蝶與麝香鳳蝶等鳳蝶之食草植物、臺灣香檬除

具獨特芳香外亦為烏鴉鳳蝶與果園鳳蝶之食草、魚木為盛花時為良好景觀樹

種，且亦為蜜源植物，均能符合誘蝶賞花區之經營目標及定位，且受多數專家

學者共同推薦栽植。 

表 34 誘蝶賞花區推薦名錄之 58 種植物的得票數排行 

推薦票數 被推薦之植物種類 累積種數

32 冇骨消、山黃梔 2 

31 魚木 3 

30 大葉馬兜鈴、金銀花、杜虹花 6 

29 臺灣澤蘭、島田氏澤蘭 8 

28 鐘萼木 9 

27 鷗蔓 10 

26 基隆澤蘭、烏來杜鵑、金毛杜鵑、食茱萸、大頭茶 15 

25 臺灣牛嬭菜、流蘇、月橘、烏來月桃 19 

24 烏心石、山枇杷、大青、月桃 23 

23 武靴藤、老荊藤、墨點櫻桃、臺灣百合 27 

22 
臺灣山菊、唐杜鵑、山芙蓉、臺灣香檬、賊仔樹、華

八仙 
33 

21 
臺灣馬藍、羅氏鹽膚木、毬蘭、紅子莢蒾、野牡丹、

桃金孃、臺灣石楠、水金京、烏皮九芎、海州常山 
43 

20 
爬森藤、細梗絡石、裏白蔥木、布朗藤、呂宋莢蒾、

菊花木、大香葉樹、野鴉椿、 
51 

19 
四照花、山桐子、山素英、山櫻花、厚葉石斑木、山

刈葉、大葉溲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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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之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的推薦名錄，已能為未來

大崙頭山林地分區營造提供良好的參考資訊。為進一步瞭解各分區之推薦名錄的

種類重疊情形，本計畫將此 3 區之推薦名錄予以彙整，建立此 3 區之綜合推薦名

錄(如表 37)。 

表 37 顯示了各樹種獲得推薦之區數與得票數，其中，同時在 3 區中均獲得

1/2 以上專家學者推薦者，計有 8 種：鐘萼木、魚木、大頭茶、山黃梔、流蘇、

烏心石、四照花、烏皮九芎(表 37、圖 33)。同時於四季景觀區與原生植物區獲得

1/2 以上專家學者推薦者，有 8 種：青楓、九芎、杜英、森氏紅淡比、厚皮香、

楓香、薯豆、苦楝。同時於四季景觀區與誘蝶賞花區獲得 1/2 以上專家學者推薦

者，有 3 種：杜虹花、山桐子、山櫻花(表 37、圖 33)。同時於原生植物區與誘蝶

賞花區獲得 1/2 以上專家學者推薦者，有 16 種：金銀花、冇骨消、食茱萸、金毛

杜鵑、烏來月桃、菊花木、臺灣百合、山枇杷、墨點櫻桃、羅氏鹽膚木、月桃、

山芙蓉、野鴉椿、臺灣山菊、桃金孃、臺灣馬藍(表 37、圖 33)。從表 37 與圖 33

的資料可更深入地探究未來可應用於大崙頭山林地或臺北市林地的植物種類，特

別是同時在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均受到多數專家學者共同推薦

的 8 種植物，建議未來可多蒐集種源、栽培苗木，以供造林推廣、景觀營造、環

境教育等使用。在這 8 種之中，流蘇與烏心石為已常被應用之樹種，大頭茶與山

黃梔雖已有應用但仍不普遍，而鐘萼木、魚木、四照花、烏皮九芎等 4 種則是深

具應用潛力但未被發掘的樹種，未來臺北市可將此 4 種樹種列為重要的特色樹

種，進一步分析其適生於臺北市之區域，並逐步建立其母樹調查與標定、種子採

集與儲藏、苗木培育與汰選、出栽種植、撫育管理等實務作業細節。 

 
圖 27. 3 分區之推薦名錄之共同樹種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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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綜合推薦樹種之得票數，及其是否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 

編號 中文名 
四季 

景觀區 

原生 

植物區 

誘蝶 

賞花區 
總票數 

是否 

出現 

511 鐘萼木 32 30 28 90  

524 魚木 29 29 31 89  

1262 大頭茶 32 27 26 85  

1097 山黃梔 23 26 32 81  

966 流蘇 28 26 25 79  

859 烏心石 25 29 24 78  

590 四照花 28 24 19 71  

1228 烏皮九芎 23 26 21 70  

282 青楓 32 23   55  

856 九芎 27 27   54  

625 杜英 27 24   51  

1251 森氏紅淡比 23 21   44  

1265 厚皮香 22 20   42  

786 楓香 21 21   42  

623 薯豆 21 19   40  

889 苦楝 19 19   38  

1311 杜虹花 20   30 50  

765 山桐子 25   19 44  

1061 山櫻花 24   19 43  

527 金銀花   29 30 59  

528 冇骨消   21 32 53  

1154 食茱萸   24 26 50  

635 金毛杜鵑   24 26 50  

1676 烏來月桃   24 25 49  

695 菊花木   29 20 49  

1485 臺灣百合   26 23 49  

1053 山枇杷   23 24 47  

1063 墨點櫻桃   23 23 46  

305 羅氏鹽膚木   25 21 46  

1677 月桃   22 2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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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續) 綜合推薦樹種之得票數，及其是否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 

編號 中文名 
四季 

景觀區 

原生 

植物區 

誘蝶 

賞花區 
總票數 

是否 

出現 

872 山芙蓉   22 22 44  

1221 野鴉椿   23 20 43  

425 臺灣山菊   20 22 42  

950 桃金孃   20 21 41  

272 臺灣馬藍   19 21 40  

1167 臺灣欒樹 22     22  

686 白桕 20     20  

347 鐵冬青 20     20  

1278 櫸 20     20  

278 臺灣三角楓 20     20  

1277 榔榆 19     19  

844 猪腳楠   32   32  

338 燈稱花   29   29  

757 烏來柯   27   27  

830 土肉桂   27   27  

61 筆筒樹   27   27  

1389 山棕   27   27  

957 白雞油   27   27  

724 臺灣魚藤   27   27  

482 十大功勞   27   27  

928 楊梅   26   26  

360 蓪草   26   26  

840 山胡椒   26   26  

748 青剛櫟   25   25  

826 樟樹   25   25  

1271 昆欄樹   25   25  

358 江某   25   25  

1169 無患子   24   24  

476 水鴨腳   24   24  

720 臺灣馬鞍樹   23   23  

845 香楠   23   23  

1486 豔紅鹿子百合   23   23  

 
  



79 
 

表 37.(續) 綜合推薦樹種之得票數，及其是否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 

編號 中文名 
四季 

景觀區 

原生 

植物區 

誘蝶 

賞花區 
總票數 

是否 

出現 

250 竹柏   23   23  

789 黃杞   23   23  

80 臺灣金狗毛蕨   23   23  

1264 木荷   22   22  

747 赤皮   22   22  

652 茄苳   22   22  

626 猴歡喜   22   22  

690 相思樹   21   21  

1497 臺灣芭蕉   21   21  

17 山蘇花   21   21  

81 雙扇蕨   21   21  

1027 紅葉樹   20   20  

910 天仙果   20   20  

1070 金櫻子   20   20  

481 八角蓮   20   20  

772 新店當藥   20   20  

1125 臺北茜草樹   20   20  

916 愛玉子   20   20  

40 過溝菜蕨   20   20  

138 觀音座蓮   20   20  

487 山菜豆   19   19  

694 頷垂豆   19   19  

1028 山龍眼   19   19  

843 大葉楠   19   19  

284 臺灣羊桃   19   19  

788 紅花八角   19   19  

615 小毛氈苔   19   19  

362 大葉馬兜鈴     30 30  

423 島田氏澤蘭     29 29  

420 臺灣澤蘭     29 29  

376 鷗蔓     27 27  

422 基隆澤蘭     26 26  

632 烏來杜鵑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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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續) 綜合推薦樹種之得票數，及其是否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 

編號 中文名 
四季 

景觀區 

原生 

植物區 

誘蝶 

賞花區 
總票數 

是否 

出現 

1149 月橘     25 25  

373 臺灣牛嬭菜     25 25  

1321 大青     24 24  

369 武靴藤     23 23  

725 老荊藤     23 23  

1178 華八仙     22 22  

1142 臺灣香檬     22 22  

638 唐杜鵑     22 22  

1152 賊仔樹     22 22  

532 紅子莢蒾     21 21  

1059 臺灣石楠     21 21  

1323 海州常山     21 21  

1133 水金京     21 21  

371 毬蘭     21 21  

884 野牡丹     21 21  

350 裏白蔥木     20 20  

836 大香葉樹     20 20  

534 呂宋莢蒾     20 20  

333 爬森藤     20 20  

335 細梗絡石     20 20  

370 布朗藤     20 20  

1148 山刈葉     19 19  

1068 厚葉石斑木     19 19  

1174 大葉溲疏     19 19  

959 山素英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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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定各分區之出栽樹種：審定名錄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的經營規劃，已於 2018 年規劃為 4 個分區，亦即永續

林木區、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在本計畫中，永續林木區已確

定以 12 種貴重木為選擇標的，而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則是以

完整名錄 → 可用名錄 → 推薦名錄 → 審定名錄之階段式流程來篩選適宜的

植物種類，決定此 3 區之之審定名錄的概念示意圖如圖 34 所示，亦即由推薦名

錄中再考量同時符合栽植目的(期望所形成的林相)、適地適種(環境條件 vs. 樹種

屬性二者可相互搭配)、能取得預計出栽之樹種的苗木，同時符合此 3 項要件者

即為審定名錄，亦即實際用於規劃出栽的植物種類。 

圖 28. 決定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之審定名錄的概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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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續林木區：本計畫以物種分布模擬(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ing, SDM)

來分析森林法 12 種貴重木於大崙頭山林地之生育地適宜度。經 SDM

分析後，已知適植於大崙頭山永續林木區之樹種為臺灣肖楠、烏心石，

此 2 樹種基本上已同時符合栽植目的、適地適種、苗木可取得等要件，

故確定為永續林木區之出栽樹種。 

(2) 四季景觀區：由前述多數專家學者共同票選之結果已建立本區之推薦

名錄，包含青楓、鐘萼木、大頭茶、魚木、四照花、流蘇、杜英、九芎、

山桐子、烏心石、山櫻花、山黃梔、烏皮九芎、森氏紅淡比、臺灣欒樹、

厚皮香、薯豆、楓香、臺灣三角楓、鐵冬青、白桕、櫸、杜虹花、苦楝、

榔榆等 25 種。由於四季景觀區受到東北季風之吹襲，因此基於適地適

種之原則，最好能選擇耐風性較佳之種類；接著再考量栽植目的及苗

木可取得性，故建議將用來實際出栽之種類有大頭茶、杜英、森氏紅

淡比、厚皮香、薯豆等 5 種。 

(3) 原生植物區：由前述多數專家學者共同票選之結果已建立本區之推薦

名錄，包含猪腳楠、鐘萼木、燈稱花、魚木、金銀花、菊花木、烏心石、

筆筒樹、十大功勞、臺灣魚藤、烏來柯、土肉桂、九芎、白雞油、大頭

茶、山棕、蓪草、山胡椒、楊梅、流蘇、山黃梔、烏皮九芎、臺灣百合、

羅氏鹽膚木、江某、青剛櫟、樟樹、昆欄樹、水鴨腳、四照花、杜英、

金毛杜鵑、食茱萸、無患子、烏來月桃、臺灣金狗毛蕨、竹柏、青楓、

臺灣馬鞍樹、黃杞、香楠、山枇杷、墨點櫻桃、野鴉椿、豔紅鹿子百合、

猴歡喜、茄苳、赤皮、山芙蓉、木荷、月桃、山蘇花、雙扇蕨、冇骨消、

相思樹、楓香、森氏紅淡比、臺灣芭蕉、過溝菜蕨、觀音座蓮、臺灣山

菊、八角蓮、新店當藥、天仙果、愛玉子、桃金孃、紅葉樹、金櫻子、

臺北茜草樹、厚皮香、臺灣馬藍、臺灣羊桃、山菜豆、小毛氈苔、薯豆、

頷垂豆、紅花八角、大葉楠、苦楝、山龍眼等 80 種。這些種類有許多

已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因此基本上已符合適地適種之要件；接著再

考量栽植目的及苗木可取得性，故建議將用來實際出栽之種類有鐘萼

木、魚木、烏心石、土肉桂、大頭茶、楊梅、山黃梔、杜英、烏來月桃、

山枇杷、森氏紅淡比、苦楝等 12 種。 

(4) 誘蝶賞花區：由前述多數專家學者共同票選之結果已建立本區之推薦

名錄，包含冇骨消、山黃梔、魚木、大葉馬兜鈴、金銀花、杜虹花、臺

灣澤蘭、島田氏澤蘭、鐘萼木、鷗蔓、基隆澤蘭、烏來杜鵑、金毛杜鵑、

食茱萸、大頭茶、臺灣牛嬭菜、流蘇、月橘、烏來月桃、烏心石、山枇

杷、大青、月桃、武靴藤、老荊藤、墨點櫻桃、臺灣百合、臺灣山菊、

唐杜鵑、山芙蓉、臺灣香檬、賊仔樹、華八仙、臺灣馬藍、羅氏鹽膚木、

毬蘭、紅子莢蒾、野牡丹、桃金孃、臺灣石楠、水金京、烏皮九芎、海

州常山、爬森藤、細梗絡石、裏白蔥木、布朗藤、呂宋莢蒾、菊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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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香葉樹、野鴉椿、四照花、山桐子、山素英、山櫻花、厚葉石斑木、

山刈葉、大葉溲疏等 58 種。由於目前誘蝶賞花區之部分區域的受光量

較低，因此於此等區域宜選用半日照或耐陰植物；接著再考量栽植目

的及苗木可取得性，故建議將用來實際出栽之種類有冇骨消、山黃梔、

魚木、大葉馬兜鈴、金銀花、杜虹花、臺灣澤蘭、島田氏澤蘭、金毛杜

鵑、月橘、烏來月桃、臺灣百合、唐杜鵑、華八仙、紅子莢蒾、山桐子

等 16 種。 

 

4. 促進天然更新之樹種 

表 37 之綜合推薦名錄亦可進一步加以檢視目前是否出現於大崙頭山林地，

若是有出現，即可更為確知不只具有應用之特質，其更能適應本地之環境。將表

37 與本研究團隊於 2019 年 7 ~ 8 月調查名錄相比對，整理出 36 種為現地已存在

並列於推薦名錄內之樹種(表 37、圖 35)，包括：大頭茶、山黃梔、青楓、杜英、

薯豆、杜虹花、山櫻花、食茱萸、烏來月桃、月桃、野鴉椿、白桕、鐵冬青、猪

腳楠、燈稱花、烏來柯、楊梅、樟樹、江某、香楠、竹柏、黃杞、相思樹、山蘇

花、紅葉樹、天仙果、觀音座蓮、頷垂豆、山龍眼、紅花八角、大青、武靴藤、

華八仙、水金京、野牡丹、山刈葉。當進行大崙頭山林地造林時，應將這些樹種

苗木保留，再以促進天然更新(ANR; Dugan et al. 2003; Hardwick et al. 2004; Shono 

et al. 2007)為林相營造方法，除了可適度減少出栽造林成本之外，此類天然更新

之苗木通常為種子實生苗具有完整的根系、適應當地環境的基因型，實為長期養

成健壯森林植物的最佳來源。 

 
圖 29. 推薦名錄樹種與大崙頭山現有植物之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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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促進天然更新(ANR)之目標樹種訂定為超過 3位專家學者推薦之種

類，其中，四季景觀區屬於 ANR 之種類計有 195 種，原生植物區屬於 ANR 之

種類計有 480 種，誘蝶賞花區屬於 ANR 之種類計有 434 種，舉凡於造林地現存

此等植物，則予於標記保留並促使其順利成長。上述各區之促進天然更新之目標

樹種看似種類極多，然實際出現大崙頭山林地之種類必然少於所列之數量，需促

進那些樹種天然更新應是依現地全面普查結果而定，此也意味著本計畫所秉持之

永續林業經營理念(連續覆蓋，多樹種、異齡、複層結構，選用原生鄉土樹種，強

調立地環境之配合、天然更新之應用、土壤地力之維持，輔助天然更新與豐增補

植)，須要更多森林學專業與適應性經營始能逐步達成。 

 

5. 大崙頭山林地種植營造之成果 

各分區造林原則為配合林地之經營目標以及造林地之環境條件，選擇適宜樹

種，依適地適種原則實施造林。 

(1) 促進天然更新(ANR)之成果 

圖 36 為實施促進天然更新(ANR)之區域，ANR 之基本步驟包括：標定更新

的苗木、解放更新的苗木、抑制雜草、保護以免除干擾、維護與豐增補植。基於

上述 ANR 步驟，首先針對目標樹種之苗木以桿頭上漆有藍漆的竹子進行標定，

再對依各別目標樹種苗木之生長需求進行必要的撫育作業，包括適度解除遮蔽以

增加光照、抑制雜草、刈除攀爬與纏勒之蔓藤等(圖 37)。2019 年永續林木區現地

進行 ANR 之種類計有：燈稱花、杜英、山刈葉、山黃梔等 20 種，共計標定 120

棵；四季景觀區現地進行 ANR 之種類計有：燈稱花、杜英、山刈葉、紅葉樹、

烏心石等 16 種，共計標定 30 棵；原生植物區現地進行 ANR 之種類計有：燈稱

花、薯豆、紅葉樹、紅楠、竹柏等 19 種，共計標定 200 株；大崙頭山示範區 2019

年實施 ANR 共計標定 350 株當地自生之苗木(表 38)，此等苗木經適宜的撫育措

施，未來當可成為最適當地環境的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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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各區促進天然更新(ANR)之目標樹種標定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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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R 苗木標定工作照 

 
ANR 苗木撫育對比照(左圖：未進行撫育之情形；右圖：撫育完成之情形) 

ANR 苗木標定完成照 

圖 31. 促進天然更新(ANR)作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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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大崙頭山各區促進天然更新(ANR)之目標樹種數量表 

四季景觀區 永續林木區 原生植物區 

物種 數量 物種 數量 物種 數量 

燈稱花 7 燈稱花 26 燈稱花 51 

杜英 4 頷垂豆 16 薯豆 31 

山刈葉 3 山刈葉 9 紅葉樹 30 

山龍眼 2 江某 8 紅楠 18 

紅葉樹 2 烏來柯 8 竹柏 15 

烏心石 2 臺灣黃杞 8 大頭茶 11 

大頭茶 1 薯豆 6 江某 8 

山黃梔 1 山黃梔 5 野鴨椿 8 

水金京 1 山龍眼 5 頷垂豆 6 

白桕 1 紅楠 5 大青 4 

竹柏 1 紅葉樹 5 白桕 4 

香楠 1 大頭茶 4 野牡丹 4 

臺灣天仙果 1 杜英 4 楊梅 4 

臺灣黃杞 1 大青 3 山刈葉 1 

頷垂豆 1 水金京 2 水金京 1 

薯豆 1 野牡丹 2 杜虹花 1 

  白桕 1 香楠 1 

  紅花八角 1 森氏紅淡比 1 

  烏心石 1 臺灣天仙果 1 

  野鴨椿 1  
合計 30 合計 120 合計 200

                 總計         350

 

(2) 苗木出栽之成果 

2019 年預定施作規劃區位如圖 13，以符合各區經營目標，施行點狀造林改

良永續林木區、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等 3 區各 1 ha，以及沿道路或步道旁完

成改良面積較大(2 ha)之誘蝶賞花區(鄰近萬溪右線產業道路)，民眾可見性較高。

永續林木區現地種植臺灣肖楠、黃連木及牛樟，共計 110 株；四季景觀區現地種

植烏心石、苦楝、楓香及山櫻花，共計 85 株；原生植物區現地種植烏心石、楓

香、大葉楠及香楠，共計 37 株；誘蝶賞花區現地種植山櫻花、山黃梔、金銀花

及金毛杜鵑，共計 305 株(圖 38)(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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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種植營造栽植區域圖。 

 

表 37.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種植樹種數量表 

物種種類 
大崙頭山分區種植樹種數量(株) 

永續林木區 四季景觀區 原生植物區 誘蝶賞花區 

臺灣肖楠 100 - - - 

黃連木 5 - - - 

牛樟 5 - - - 

烏心石 - 35 10 - 

苦楝 - 15 - - 

楓香 - 25 5 - 

山櫻花 - 10 - 5 

大葉楠 - - 10 - 

香楠 - - 12 - 

山黃梔 - - - 200 

金銀花 - - - 50 

金毛杜鵑 - - - 50 

合計 110 85 37 305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種植數量 總計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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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根據樹種規劃，進行模擬 4 分區種植改良示意(圖 43)，而實際種植營造

之成果如下說明。 

A. 永續林木區 

本區依據 SDM 之模擬結果，12 種貴重中木適合種植於本區之樹種計有臺灣

肖楠、烏心石、黃連木等 3 種，再配合可取得之苗木種類與依苗木品質進行汰選，

以及審查會議建議可嘗試種植牛樟，實際出栽於永續林木區之種類為：臺灣肖楠、

黃連木、牛樟(圖 39)。 

苗木汰選工作照 

 

臺灣肖楠、烏心石之苗木汰選與修剪 

圖 33. 永續林木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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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良苗木之情形(左圖:苗木主幹斷裂，再萌側枝；右圖:苗木基部曲折、裸露)

  

苗木修枝作業對比照(左圖:臺灣肖楠未修枝；右圖:臺灣肖楠修枝完成) 

除草與疏伐：作業前 

圖 39.(續) 永續林木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91 
 

除草與疏伐：作業中 

除草與疏伐：作業後 

苗木栽植作業工作照 

圖 39.(續) 永續林木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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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續) 永續林木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永續林木區栽植完成照 

永續林木區疏伐木集材及栽植完成之苗木(右圖:臺灣肖楠) 

  
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黃連木；右圖:牛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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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四季景觀區 

本區依據 38 位專家學者共同票選之結果，共計推薦青楓、鐘萼木、大頭茶、

魚木、四照花等 25 種植物，再配合可取得之苗木種類與依苗木品質進行汰選，

實際出栽於四季景觀區之種類為：烏心石、苦楝、楓香、山櫻花(圖 40)。  

除草與疏伐：作業前 

除草與疏伐：作業中 

除草與疏伐：作業後 

圖 34. 四季景觀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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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栽植作業工作照 

四季景觀區苗木栽植完成照 

 

 
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烏心石；右圖:苦楝) 

圖 40.(續) 四季景觀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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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山櫻花；右圖:楓香) 

圖 40.(續) 四季景觀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C. 原生植物區 

本區依據 38 位專家學者共同票選之結果，共計推薦猪腳楠、鐘萼木、燈稱

花、魚木、金銀花等 80 種植物，再配合可取得之苗木種類與依苗木品質進行汰

選，實際出栽於原生植物區之種類為：烏心石、楓香、大葉楠、香楠(圖 41)。  

除草與疏伐：作業前 
圖 35. 原生植物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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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與疏伐：作業中 

除草與疏伐：作業後 

原生植物區苗木栽植完成情形 

圖 41.(續) 原生植物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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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烏心石；右圖:楓香) 

  

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大葉楠；右圖:香楠) 

圖 41.(續) 原生植物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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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誘蝶賞花區 

本區依據 38 位專家學者共同票選之結果，共計推薦冇骨消、山黃梔、魚木、

大葉馬兜鈴、金銀花、杜虹花等 58 種植物，再配合可取得之苗木種類與依苗木

品質進行汰選，並依照道路與步道旁景觀進行配置，實際出栽於誘蝶賞花區之種

類為：山櫻花、山黃梔、金銀花、金毛杜鵑(圖 42)。 

  

誘蝶賞花區未種植之情形(左圖:道路旁；右圖:位於碧山路與萬溪產業道路叉口)

  

誘蝶賞花區未種植之情形(大崙頭山森林步道口) 

  

苗木栽植作業工作照(左圖:道路旁；右圖:位於碧山路與萬溪產業道路叉口) 

圖 36. 誘蝶賞花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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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栽植作業工作照(大崙頭山森林步道口) 

誘蝶賞花區種植完成之情形(左圖:道路旁；右圖:位於碧山路與萬溪產業道路

叉口) 

誘蝶賞花區種植完成之情形(大崙頭山森林步道口) 

圖 42.(續) 誘蝶賞花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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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山櫻花；右圖:山黃梔) 

  

栽植完成之苗木(左圖:金銀花；右圖:金毛杜鵑) 

圖 42(續) 誘蝶賞花區種植營造作業概況 

經由上述的大崙頭山林地實際造林工作，結果顯示未來之造林實務有以下 2

點基本工作值得重視： 

(A) 自行培育臺北市之特色苗木：比較本文所推薦之造林樹種或出栽植物種類，

可知除了永續林木區的 12 種貴重木之苗木可取得性較佳之外，許多受到大

多數專家學者推薦，而適合於四季景觀區、原生植物區、誘蝶賞花區栽種的

種類，目前並不易取得苗木，例如鐘萼木、魚木、四照花、烏皮九芎等樹種，

均是兼具適地適種與地方特色，十分值得未來進一步來栽植與推廣，建議未

來可儘早自行採種培育。 

(B) 為未來造林提供高品質之苗木：在出栽之前，須先進行苗木之選汰，由造林

實務中可發現可取得之苗木時有截幹、彎曲、分叉、盤根、死節、萌蘗、過

小或老苗等各種問題，這些品質不良之苗木出栽後，經常造成生長不良，且

未來也不易養成優美林木，因此可考慮在配合上述之自行育苗過程中，循序

進行苗木培育、接種菌根菌、除草、澆水、施肥、病蟲害控制、移盆、修根、

修枝、健化、選汰，以為未來造林工作提供健壯且優美之高品質苗木，並使

出栽後苗木存活率高、生長快速，可與雜草雜木競爭，降低後續刈草撫育及

補植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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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林木區種植前後模擬 

四季景觀區種植前後模擬 

原生植物區種植前後模擬 

圖 37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 4 分區種植改良前後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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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蝶賞花區種植前後模擬 

圖 43.(續)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 4 分區種植改良前後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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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製作縮時紀錄影片及空拍影像 

大崙頭山示範區位於臺北市內湖區上空，且位於松山 C 類空域，距離松山機

場跑道僅 2.2 浬，並與限航區 RCR16 部分重疊(圖 44)；因而限制飛行標高 60 m

以下，且必須配合民用航空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本團隊向交通部申請核准於

8 月 4 至 6 日、11 月 14 至 15 日進行無人機空拍申請。飛行期間，需配合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之現場調控，配合當日民航與軍用航線使用情況進行無

人機起降；由於松山機場為臺灣飛機起降頻繁之機場，因而每段機場跑道空檔時

間最長約 10 分鐘，最短約 5 分鐘，因而如無跑道維護等事件，空拍機可獲起飛

作業時間十分短暫，無法進行完整樣區空拍攝影(圖 45)。 

 

 
圖 38. 臺北市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位於空拍日夜限航區及限航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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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操作工作照 

林地植被空拍照 

鄰近道路周邊概況空拍照 

低度疏伐區空拍照(左圖:2018 年於疏伐後拍攝；右圖:2019 年拍攝) 

圖 39.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無人機空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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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度疏伐區空拍照(左圖:2018 年於疏伐後拍攝；右圖:2019 年拍攝) 

高度疏伐區空拍照(左圖:2018 年於疏伐後拍攝；右圖:2019 年拍攝) 

2019 年種植營造區域空拍照(左圖:四季景觀區；右圖:永續林木區) 

2019 年種植營造區域空拍照(原生植

物區) 

圖 45.(續)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無人機空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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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成果於期刊文章發表 

本團隊去年執行 107 年度臺北市公有林地植群調查及示範區營造委託專業

服務案，分析臺北市林地植群調查結果，本研究將此成果發表於「林業研究季刊」，

稿件標題「臺北市林地植群分類」，投搞證明如圖 46。另本年度成果包含完成臺

北市林地適合栽種樹種推薦名錄，此成果後續亦將整理投稿於學術研究期刊，供

各界應用參考。 

 

 

圖 40. 本研究成果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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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一) 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主要以大明橘-猪腳楠林型為主，下層以燈稱花、

鬼桫欏較優勢，區域內維管束植物調查共記錄到 233 種，包含蕨類植

物 41 種，裸子植物 4 種，被子植物 188 種。依據 2017 年臺灣維管束

植物紅皮書名錄所評定，野生稀有植物共記錄 5 種，是目前大崙頭山

林地示範區較完整的植物名錄資料，未來可依照此名錄內物種，建立

環境教育相關課程。 

(二) 針對 2018 年疏伐樣區進行複查，以中度疏伐區栽種之相思樹苗木存

活率最高(88.17%)，低度疏伐區苗木存活率較低(78.38%)，推測可能

原因為上層保留較多之樹冠遮蔽較不利屬於陽性樹種的相思樹生長。

經疏伐一年後除苗木外，由種子庫更新或鄰近母樹散播之地被小苗以

鬼桫欏、芒萁、小月桃、廣東油桐與白匏仔為主，未來造林地如不加

以撫育將再度朝疏伐前之次生林相演替。 

(三) 本區域內經自動相機監測以山羌、麝香貓、鼬獾為優勢中大型哺乳動

物；但野犬、野貓數量亦多，建議主管機關須嚴加控管，以防止流浪

動物傳播疾病、攻擊野生動物等事項。設置於疏伐區的自動相機紀錄

明顯低於其他區域相機紀錄，顯示人工疏伐對於現地野生動物有相當

的擾動影響，建議施工後仍須長期監測以了解後續野生動物回復情

況。 

(四) 經初步之現場遊客人數調查，假日到訪人次約有 500 人，平日則較少

遊客到訪，遊客年齡層多為老年或中年，假日部分為家庭，青年人則

較少，未來可以森林療癒活動較適合目前之到訪年齡層。於調查時常

遇遊客反應，步道設施(如棧板等)之維護為遊客遊憩安全首要目標，

期望管理單位能優先處理步道等硬體設施。除現有步道外，另建議可

以手作步道串連不同規劃區(永續林木區、四季景觀區及原生植物

區)，並增設解說牌誌，打造優質校外教學場域，提高較低年齡層之到

訪意願，未來示範區將可具體發揮森林遊憩、環境教育及教育宣導之

公益效能。 

(五) 本示範區之經營管理規劃營造經驗，可供臺北市林地之未來經營管理

參考，劃分基本目標(環境公益效能)、首要目標(景觀遊憩療癒)、次要

目標(木材經濟生產)及願景，持續擴展至其他區域之公有林地。另林

下優勢之燈稱花及許多可食植物，可供藥膳或發展食農教育；黃梔花

及烏來月桃可提取精油或製作香料；林內深處則可提供蜂農養蜂採

蜜，促進發展多角化之林下經濟附加價值。 

(六) 本研究以 SDM 篩選之推薦栽植植物，可供臺北市及鄰近之北部地區

做為造林、景觀綠美化及生態營造參考使用；但目前大多數推薦之原

生種坊間多無培育苗木，建議臺北市政府未來可進行育苗規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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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本示範區造林及臺北市行道樹、公共工程或民眾栽種之種苗來

源。 

(七) 本區域內有發現先人遺塚及以往工程等廢棄料材，亦建議管理單位另

案進行遷移與清運。 

(八) 依示範區分年管理計畫，將於撫育管理期間進行整理伐，產生之疏伐

木的處理與運用建議可與臺北市公有林地及行道樹之倒木集中設置

「木材銀行」，後續以開口契約由廠商或委託其他單位進行製材及進

一步利用開發製作宣導品。 

可用木材建議以米徑 5cm 以上進行挑選，裁鋸分段長度以 120cm 或更

長進行集材，且考量樹種、材積及後續利用等因素，挑選順序及利用

分類建議可設置如下： 

1. 木炭區：米徑>15cm 之硬木如相思樹、龍眼等，建議可以窯燒製作木

炭宣導品。 

2. 林產木利用區：米徑>10cm 之樟科、殼斗科、柿樹科及臺灣黃杞、相

思樹、狗骨仔、黃連木(造林木)、臺灣肖楠(造林木)等材質優良者，建

議可製作餐盤、木凳、棋藝品、手作步道木料、小相框、文具用品等

宣導品。 

3. 碎木區：其他軟木、雜木及米徑<10cm 之小徑木等，如楓香、杜英，

建議可刨碎作為步道透水性鋪面，或可利用製作成杯墊、書籤、小吊

飾等宣導品。 

 

綜合本計畫成果，今年度已完成大崙頭山林地示範區之分區規劃及提出各分

區之經營目標，包含規劃林相改良逐年分區作業面積預定表及其逐年分區作業規

劃圖，並於本年度實施 5 ha 之林相改良示範作業，藉以累積臺北市林地經營管

理之相關知識與操作技術。林地示範區之營造除可進行林相改良工作外，亦讓此

區域之景觀增添四季變化，遊憩資源更加豐富，整體場域將具有森林保育、防災、

景觀、教育遊憩及資源永續利用等多重效益，實為未來臺北市林地經營管理之重

要基礎與參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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