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依據林務局 94 年自然保育網的資料所載

「彰化縣政府函請各鄉鎮調查所得珍貴老樹資

料，計有 101 棵。在這 101 棵珍貴老樹中，

樹種分別有榕樹、茄苳、芒果、樟樹、朴樹、

木棉、刺桐、榔榆、龍眼、黑板樹、象牙樹、

雀榕、楓香等 13 種，其中以榕樹 56 棵最多。

後續縣府因民眾或機關的通報，陸續增加老樹

的數量達 124 棵，其中也有老樹枯萎死亡及

病害原因，遭到解除列管。98 年林業試驗所

進行「危害珍貴老樹之木材腐朽菌種類的調

查」時，將彰化地區老樹的健康及腐朽情形進

行詳細的調查，並提報縣府召開珍貴樹木審查

委員會，將已列管的 124 棵老樹就死亡解除

列管、病害腐朽嚴重及不適合公告為珍貴老樹

者剔除，留存 55 棵具有歷史意義及地方特色

者重新公告。後續因公所及地方人士提出申請

再度增列到63棵。而104年蘇迪勒颱風來襲，

「珍貴老樹健康調查」—以彰化縣老樹為例
文／圖■傅春旭■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副研究員

	 姚瑞禎■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胡寶元■中華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助理教授

	 李政盟■泰立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劉芳孜■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助理

芬園鄉中崙村 310 歲「臺灣櫸」遭強風將樹

幹基部吹斷，縣府人員會勘後解除列管。

本計畫執行調查彰化地區 62 棵列管珍貴

老樹的健康情形，對特定而重要的疫病蟲害調

查其受害程度，同時進行防治規劃，以做好珍

貴老樹的健康維護工作。

二、材料與方法

（一）病蟲害的調查：對於現場調查觀

察到的病蟲害進行採樣、拍照及鑑定工作。蟲

體無法鑑定者，採取蟲體後送昆蟲研究室協請

專家給予鑑定，病害現場無法判斷者，攜回實

驗室中進行顯微鏡觀察、切片、分離、純化及

培養等工作。對於造成腐朽的真菌亦採集菌株

進行鑑定工作；對於無法以培養方式鑑定者，

亦比照病原菌鑑定的方式，以 ITS4 及 ITS5 序

列進行解序比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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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編號17-02-04文武廟榕樹（紅色圓圈所示）附近之

榕樹感染褐根病，樹冠開始稀疏（紅色箭頭所示），其

旁邊疫區內的榕樹已經連續枯萎死亡甚至傾倒（藍色框

框所示）。

（二）木材腐朽的狀態檢測：除了以目

視檢測外，現地配合以非破壞性聲波檢測儀

(ARBOTOM) 進行檢測工作。

（三）樹木修剪情形調查：樹木養護工

作主要以林試所出版之「林木的修剪觀念與技

術」做為參考依據，對樹木修剪提出建議。

（四）生育地環境：主要是區分生育地

的鋪面環境及根系生長狀況，另外對於土壤也

進行採樣，土壤的採樣方式是以樹冠正投影面

積下方隨機選取 7 個點，每個點挖取 0 ～ 15

公分深的表土進行混合，取 1 公斤之樣土。

採樣後的土壤進行酸鹼度、電導度、有機質、

磷酐、氧化鉀、氧化鈣及氧化鎂等 7 項之土

壤肥力檢測工作。並以農業土壤肥力之參考值

進行比較，作出調整施肥之依據。

（五）管理者的管理措施：除了對管理

單位或管理人進行詢問外，亦以現場的檢查為

依據，來理解管理人員的管理措施並評估此管

理措施之合理性。

三、討論

（一）病蟲害發生情形

此次調查重要病蟲害共計有 6 種，分別

說明如下：

1. 樹木褐根病

之前彰化縣所列管老樹中已有數株因為

樹木褐根病，而遭受解除列管。解除列管的老

樹，僅一棵經樹木外科手術的搶救而存活，其

餘因病重枯萎，故目前所檢查的列管老樹，應

沒有罹患褐根病。但周圍相鄰或是附近有樹木

褐根病的發生，日後恐有感染疑慮者共有編號

17-14-02 榕樹、17-19-04 大葉合歡、17-04-

13 九芎、17-04-08 大葉羅漢松、17-02-04 榕

樹（圖 1）共 5 棵。目前依照現況建議將周圍

疫區感染的樹木移除，挖除病根集中燒毀後，

其疫區土壤依照植物保護手冊所載之方式，進

行燻蒸消毒處理，以維護列管老樹健康。

2. 靈芝根基腐朽

目前編號 17-19-01 榕樹受南方靈芝感染

（圖 2）；17-08-02 榕樹受韋柏氏靈芝感染；

17-08-01 榕樹受赤芝危害。此 3 棵老樹感染

程度及現況，建議以樹木外科手術方式進行防

治，切除患部後，應定期檢視其術後恢復情

況，並以樹木支撐架支撐，以避免強風傾倒，

外科手術切除下的病組織應集中燒毀，同時所

更換下來的周圍病土應比照樹木褐根病加以

燻蒸消毒。對於其他老樹預防靈芝根基腐朽的

措施為避免不必要的傷口，一旦有傷口，應該

立即進行傷口塗佈工作以預防被感染，對於周

圍有靈芝子實體產生者應立即摘除，避免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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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3. 小孔硬孔菌

本病害雖不會造成寄主植物的快速死亡，

但會因木材腐朽使受危害樹木易風倒與風折，

因此有公共危險之虞。目前僅編號 17-25-02

榕樹局部受到感染，建議以樹木外科手術方式

進行防治，切除患部後，定期檢視復原情形。

4. 白蟻

曾經有白蟻危害紀錄者或是現場檢查有

白蟻危害痕跡者計有 20 株。此次調查發現目

視樹木外觀受白蟻危害樹木數量降低，主要原

因可能是平日防蟲噴灑消毒將白蟻的活動往

土壤或樹幹深層移動，反而容易造成白蟻的危

害加劇同時也讓管理者掉以輕心，加重了防治

的困難程度。目前白蟻的危害種類以黑翅土白

蟻為主，此種白蟻築巢在土壤下方，在分飛

後，常有雞肉絲菇子實體出現在蟻巢上方，應

把握時機將蟻巢移除。平日可以利用監測其活

動方式，推測其蟻巢位置後加以防除。

  

5. 松材線蟲萎凋病

目前臺灣全區皆為松材線蟲的疫區，松

材線蟲從藉由天牛取食松樹之傷口進入樹體

內造成感染，線蟲在松樹體內取食繁殖，當植

株逐漸枯死後，再進入天牛氣管中，隨羽化之

天牛四處取食而再次感染健康松樹植株；彰化

縣唯一列管的松樹編號 17-17-03，更不能掉

以輕心。每年應該以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用藥

加以預防，避免珍貴老樹的損失。

6. 松樹梢枯病

由 Sphaeropsis sapinea 所引起的松樹梢枯

病。一開始是少部分下方枝條頂端開始枯萎，

逐漸擴散，導致更多的枝條頂端枯萎，最後樹

冠層下方的枝條枯萎往樹冠上方移動，本病在

松樹編號 17-17-03 發生過，幸得管理單位即

時防治才免得危害擴大。防治上以殺菌劑的噴

灑為主，移除掉落的病針葉並修剪病枝後噴灑

殺菌劑。

▲ 圖2、編號17-19-01榕樹遭南方靈芝感染的樹皮部位組織

死亡（紅色箭頭所示）。

▲ 圖3、編號17-14-03魚木被白蟻危害的蟻道（紅色箭頭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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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剪的問題

   1. 不適當之強剪

老樹的修剪是非常重要的維護工作，修

剪得宜除了讓老樹有美麗的景觀價值外，更能

讓老樹增加抗風能力，降低腐朽菌及蟲害危害

的機會。此次調查發現編號 17-02-01、17-02-

02、17-02-03、17-11-01 這 4 棵列管的珍貴

老樹，經過多次或是經常性的不適當強剪後，

卻又無配套的措施，樹皮遭受日灼非常嚴重，

同時又遭受天牛的危害，大的切面及撕裂傷口

腐朽嚴重，同時腐朽已延伸到中央的樹幹，這

種不適當的強剪行為，不但讓老樹樹形盡失，

且讓老樹的生命流失非常快速。此 4 棵珍貴

老樹係經樹木審查委員會審查，認為具有歷史

意義及地方特色，經重新公告為彰化縣珍貴老

樹，並同時對於不適當強剪的問題，建議針對

此 4 棵樹木的管理單位另開協調會議，明確

告知權利義務，並要求對 4 棵珍貴老樹現況

提出保護計畫書進行保護措施。

2. 長久未修剪

以編號 17-25-01 老榕樹為例，因無適時

的修剪，多種木材腐朽菌入侵的途徑並有大量

的子實體生長其上，雖可用正面思考來看作老

樹環境的生物多樣性，但對樹木的發展而言，

似乎不是很正面的，管理單位應定期維護及適

當修剪，使老樹健康發展。

　

　　

　　

（三）樹木生育地所造成的問題

1. 生育地太小

部分道路或是巷弄中的老樹生育地受限

嚴重，甚至連樹幹基部都被水泥或是柏油整個

包住，使得樹木被覆蓋在底下的根系沒有空氣

▲ 圖4、溪湖鎮中竹里編號17-11-01榕樹樹冠遭歷次的強

剪，僅剩骨架狀外形，樹冠樹型已經受到巨大損傷，正

在逐漸失去生機。

▲ 圖5、編號17-25-01老榕樹因沒適時修剪成為木材腐朽菌

入侵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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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養的供應，而逐漸變得衰弱，根系逐漸出

現腐敗，地上部也慢慢出現枯枝及落葉的現

象，最後可能萎凋死亡。例如位於文武廟中的

兩棵象牙木，現今因根系生長使花臺破損及瓷

磚開裂， 根系在鋼筋水泥地基與地表磁磚間

較鬆散的水泥砂中延伸，目前相關管理單位已

積極投入老樹的生育地改善規劃。

  

2. 土壤與夯實

許多樹木由於位於路旁、公園或是學校

校園內，經常有人車在樹下或樹旁活動，腳在

土壤上面踐踏或車輛從旁邊駛過，因長期的活

動因而將土壤輾壓的變成又硬又緊密（圖8），

使得土壤的透氣性及透水性都很差，如此的土

壤並不適合樹木根部的生長與發育，長期會使

樹生長勢逐漸變衰弱，使老樹生命力流失。

3. 肥力分析

以臺灣地區土壤肥力及酸鹼性分析來看，

彰化地區的老樹土壤似乎偏鹼性較多。每一棵

老樹的生育地土壤肥力皆有差異，當然每一種

樹木對於土壤肥力的需求不同，基於此方面的

資料並未建立，我們僅以一般作物的土壤肥力

正常範圍做為參考值，檢測結果呈現相當的多

樣性，有些元素偏低、有些元素過量。可以參

考所附的肥力參考值作為基準，進行每棵老樹

肥料施用的調節準則。

（四）木材腐朽 (wood	rot,	wood	decay)

木材腐朽情形尤其在老樹最為常見。以

ARBOTOM 儀檢測結果發現彰化地區的老樹僅

有少數的老樹其樹幹腐朽程度是輕微的（腐

朽程度不超過檢測圓盤面積 25％者），其餘

檢測老樹的腐朽或是鬆軟的組織超過樹木圓

盤面積 25％，嚴重者甚至達到 90％以上（圖

9）。

▲ 圖6、7、兩棵位於文武廟中的象牙木根系使花台破損及

瓷磚開裂。

▲ 圖8、編號17-13-01榕樹棲地位於排水溝與馬路之間的狹

小區域，雖部分棲地已經改善，仍因民眾活動而讓土壤

夯實。（紅色方框所示）

▲ 圖9、彰化縣珍貴老樹腐朽程度統計表，共計62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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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次檢查 62 棵彰化老樹，其中 5 棵老樹

附近有樹木褐根病，需進行防除以避免感染；

3 棵老樹遭受靈芝感染，1 棵受小孔硬孔菌感

染需進行外科手術處理；唯一列管之松樹每年

應進行松線蟲藥劑預防。其中 4 棵老樹遭受

經常性不合理的強修剪已嚴重危及樹身安全；

48棵老樹的樹幹腐朽呈現中度到嚴重的程度，

需要分級進行處理以確保人樹安全。生育地受

限嚴重迫切需要進行生育地改善者有 13 棵，

另外 14 棵也需要進行生育地改善工作。其中

白蟻危害普遍，此外有兩棵老樹發現有蜂巢，

建議尋求需要專業人士介入防除。此外 104

年度連續兩個颱風的影響，所造成公共危險疑

慮的高掛枯枝或斷落枝條建議即早移除。

經本次調查發現，彰化龍山寺老樹遭受經

常性不適當強剪，其修剪經費於熱心廠商的贊

助，故老樹的維護並非經費欠缺的因素，而是

管理單位欠缺正確修剪觀念上的問題。目前老

樹保護的觀念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許多民間

團體及政府單位都積極投入老樹保護的工作。

然而在施行任何保護措施下都應以樹木為主，

而非人為的主觀意識，因此作為老樹的管理單

位應要求施作廠商以老樹最大的利益來進行

修剪工作，舊有不整齊的傷口及殘枝需進行修

整及塗佈。正確的修枝可讓傷口即早癒合，減

少腐朽菌侵入的機會，對於已經腐朽嚴重的樹

幹及大枝條，以外科手術的方式進行腐朽組織

的清創工作，再進行消毒及防腐作業，最後進

行結構上的支撐或是拉撐作業，可以避免老樹

樹身無預警的斷裂或是傾倒。建議管理單位針

對每一棵老樹，委託專業的修剪廠商，進行一

次示範性的修剪，讓修剪之執行有所依循，促

使老樹的健壯生長，更可以在景觀美化及環境

生態上帶來效益。

其中兩棵位於文武廟中的象牙木，是彰

化縣比較特別樹種，同時亦是見證文武廟周邊

社區歷史的活文物。此兩顆老樹雖經歷 30 年

前文武廟修繕工程下，使得老樹的生育地受到

嚴重受限，但近期在當地耆老們與管理單位的

極力推動維護下，得以讓兩棵老樹重新獲得更

加友善的生存空間並創造出與文武廟相應的

在地文化特色景觀。

彰化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擁有許多

熱心民眾及企業協助老樹的維護工作，同時老

樹也乘載著居民們共同的生活記憶。然而部分

老樹因根系上面的土壤覆蓋上一層水泥、磚塊

或柏油，使得根系的大部分被覆蓋在底下，僅

露出靠近樹幹基部附近的土壤，即為我們常稱

作為「植穴」、「花壇」，這在公園、校園、

行道樹、以及民宅或廟宇附近的樹木，都普遍

可以見到這種現象，有些樹木甚至連樹幹基部

都被水泥或是柏油整個包住，故無法取得土樣

做土壤分析，其生育地改善的工作更顯迫切需

要。其中彰化珍貴列管老樹中，田中老樹公園

為老樹生育地改良（圖 10）提供了一個很好

的案例及思考方向，可供其他老樹的管理單位

參考。公園內的茄苳老樹，受到里民們的高度

重視及妥善照顧，老樹是公園的主角。同時以

老樹的生存為考量，進行周遭的生育地改善工

程，用木片板做成挑高騰空供民眾或坐或臥的

休憩空間，也不讓民眾的活動造成老樹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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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夯實，形成人樹可以共棲共存的空間。經

參考 98 年度老樹測量記錄與本次調查數據比

對，發現老樹雖老，卻仍然維持持續生長，老

樹是當地歷史的重要見證。

▲ 圖10、田中老樹公園內的茄苳老樹受到里民們的妥善照

顧。形成人樹可以共棲共存的美好空間。

附表 1. 本計劃調查之 62 棵彰化縣珍貴列管老樹一覽表 

分布 樹種 編號

彰化市 茄苳 17-01-01 苳里茄苳路二段292號

鹿港鎮

榕樹

17-02-01 龍山寺

17-02-02 龍山寺

17-02-03 地藏廟

17-02-04 文武廟

象牙木
17-02-05 文武廟

17-02-06 文武廟

刺桐 17-02-07 文開國小

和美鎮 樟樹
17-03-01 新庄國小

17-03-02 新庄國小

溪州鄉

毛柿 17-04-01 森林公園

羅望子
17-04-02 森林公園

17-04-09 森林公園

樟樹 17-04-03 森林公園

大葉桉 17-04-04 森林公園

大葉羅漢松

17-04-05 森林公園

17-04-06 森林公園

17-04-07 森林公園

17-04-08 森林公園

桃花心木

17-04-10 森林公園

17-04-11 森林公園

17-04-12 森林公園

九芎 17-04-13 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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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樹種 編號

花壇鄉

榕樹
17-08-01 虎山巖

17-08-02 南華段

茄苳

17-08-03 灣東村

17-08-04 明德街

17-08-05 永春村

芬園鄉 茄苳

17-09-01 進芬村彰南路

17-09-03 芬園鄉縣庄村彰南路二段465號

17-09-04 芬園鄉縣庄村彰南路二段465號

溪湖鎮 榕樹 17-11-01 中竹里竹福路181號

田中鎮

刺桐 17-12-01 埔頭路

木棉 17-12-02 參天宮

茄苳

17-12-04 老樹公園

17-12-05 第七公墓

17-12-06 老樹公園

大村鄉 榕樹
17-13-01 錫安祠後

17-13-02 大崙2巷21-1宅前

埔鹽鄉

榕樹
17-14-01 埔東派出所內

17-14-02 埔鹽村中山路(糯米坊)

魚木 17-14-03 永平村

茄苳 17-14-04 部子村光明路2段

埔心鄉 茄苳 17-15-01 太平村武英西路

永靖鄉
榕樹

17-16-01 福興村永福路2段

17-16-02 福興村中肚巷

茄苳 17-16-03 永北村大發路

社頭鄉
茄苳

17-17-01 員集路、中山路交叉口

17-17-04 忠義路、南勢路交叉口

黑松 17-17-03 清水岩寺前廣場

二水鄉 荔枝 17-18-01 惠民村山腳路73號

北斗鎮

榕樹 17-19-01 斗苑路1段與四維路交叉口

雞蛋花
17-19-02 北斗國小辦公室前東側

17-19-03 北斗國小辦公室前東側

大葉合歡 17-19-04 北斗國小操場

田尾鄉 茄苳
17-21-01 光復路204巷

17-21-02 新興村平和路

埤頭鄉 榕樹 17-22-01 和興村水江路王厝前

竹塘鄉 榕樹

17-25-01 新廣村光明路、廣福巷口土地公廟旁

17-25-02 民靖村示範公墓旁

17-25-03 田頭村光明路濁水溪堤防下(九龍大榕公)

17-25-04 新廣村光明路11號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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