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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經營目標 

蓮華池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隸屬於台灣公部門林學研究單位─林

業試驗所，以試驗研究為首要目標，此外為促進試驗林地達到永續經營之目

的，兼顧環境、社會與經濟各面向的均衡發展，本中心針對所管理之試驗林地

制定下列經營目標： 

一、試驗研究面向 

本中心轄屬試驗林地主供林業各項試驗研究之用，發展林試所成為台灣森

林資源經營與林產利用之專業研究機構，以科學試驗為基礎，透過技術協助與

諮詢服務，提供森林、水文及自然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之改善策略。研究重點

如下： 

(一) 人工林之試驗研究 

(二) 非木質林產品之試驗研究 

(三) 森林集水區試驗區 

(四) 臺灣中部森林生態及自然資源保育 

二、環境面向 

配合當地環境，發展適地適木的林地經營管理策略，並以環境友善之作業

方式進行森林經營。 

短期：重視人工林地及相關作業活動對環境的衝擊影響，有效保護與監控周圍

環境之狀況與變化，確保降低環境衝擊。保留現存天然闊葉林，作為原

生樹種保育及野生動物棲息地。 

中期：透過適當之疏伐與林下間植作業，營造複層林，提升林地結構多樣化。 

長期：逐步將不再進行試驗之人工林復育成天然林，使林地恢復至天然闊葉林

狀態為目標。 

三、社會面向 

適度與當地民眾溝通，尊重當地社區居民的文化及風俗習慣，並幫助當地

居民及整個社會享受利益。 

短期：與社區團體建立夥伴關係，委託辦理森林生態相關解說與設施維護。提

供週邊社區工作機會，增加當地居民經濟收入。工作時注重勞工安全，

保障勞工權益與福利，並遵守政府相關法律規範。 

中期：應用試驗研究結果於試驗林內建立林下經濟示範區，提升林地生產力及

開發短期收益，期望解決林農從事林業經營，經營初期無收入供營生之

困擾。 

長期：應用試驗研究成果，帶動我國森林經營與林業永續發展。並積極參與國

際組織，增加國際貢獻度，以領先之專業技術與知能贏得國際地位。 

 



2 
 

四、經濟面向 

透過適當之保護措施維護並促進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短期：與相關單位合作，加強生態系統服務研究，瞭解林地生態系統服務之價

值，並妥善維護現有生態系統服務。 

中長期：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並加以維護。 

貳、 現況方析 

一、 林地概況 

(一) 自然環境 

1. 地理位置 

蓮華池研究中心位於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境內鄰近埔里、日月潭，總面積

460.5218公頃。 

2. 氣候 

本中心林地所在地區屬亞熱帶性氣候，年均溫 21℃，年平均雨量約 2,100 

mm至 2,200 mm間，年平均蒸散量為 1,030 mm，年平均相對濕度達 85.6%。林

地海拔介於 576-925公尺間，天然林分佈屬樟櫟群叢，以樟科、殼斗科種類為

主要喬木。 

3. 地形 

林地海拔介於 576-925公尺間，屬淺山丘陵地帶。林地整體之平均坡度為

16.76∘，全區地貌起伏甚大，部分地區坡度陡峭，其中又有許多小乾溝、沖蝕

溝等微地形變異明顯。 

4. 地質與土壤 

本區地質組成為新生代第三紀砂岩及頁岩；土壤為趨紅化作用黃壤，表土

為灰褐色砂質黏壤土，底土黏質夾有岩石碎塊。 

5. 水文 

本中心位居水里溪上游集水區，除了人工試驗林及天然闊葉林外，有淺灘

水澤散落其間，更有蛟龍溪、火培坑溪及五城溪蜿蜒穿越。 

(二) 森林資源 

1. 植物資源 

根據過去之植物群體社會調查，本中心試驗林地之植物組成共有九百餘種

之物種，當中有原生物種 627種，台灣特有種 52種。詳細之植物名錄可見「蓮

華池試驗林植物名錄」與「蓮華池亞熱帶常綠闊葉森林動態樣區樹種特徵及其

分布模式」兩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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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蓮華池試驗林植物組成 

類別 蕨類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計 

科數 24 9 116 22 171 

屬數 59 16 402 125 602 

種數 126 21 607 180 944 

臺灣特有種 5 7 34 6 52 

原生種 120 15 382 110 627 

(1) 林木資源 

蓮華池研究中心所轄之林區有 269公頃為天然闊葉林，約占總面積之

58%，另有 136.962公頃之人工試驗造林地，約占總面積之 30%，以及 7.5公頃

之公共行政區。其餘 47公頃為過去造林，但未留有台帳紀錄之林地。 

天然闊葉林屬台灣中部地區之樟櫧林。主要的物種為栲屬、青剛櫟屬、楠

屬與木荷屬等植物。 

天然林動態樣區內共計有 143種木本植物，分屬 45科，87屬。以全樣區

各科重要值指數而言，以樟科、殼斗科、茜草科最為優勢。統計數量最多的種

類者為茜草樹，次多者為柏拉木。以重要值 IV(相對密度及相對底面積加總)而

言，樣區內最優勢的種類分別為茜草樹 8.34%及柏拉木 5.50%，其次為鵝掌柴

5.41%，前 30名物種累計可達 83.06%。總體而言，優勢組成的集中於少數物

種，而株數稀少之種類增加樣區物種的多樣性。 

表 2 蓮華池闊葉樹天然林森林動態樣區木本植物組成 

類別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合計         

科數 2 43 45 

屬數 2 85 87 

種數（含特有種） 2 141 143 

臺灣特有種 2 27 29 

根據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之成果，天然闊葉林之單位面積材積為

198.95 m3/ha，生長量 3.6 m3/ha/yr，以此估算天然林蓄積量約有 53,518 m3。 

人工試驗林栽植種類多為杉木、香杉、台灣杉、台灣肖楠等針葉樹種，較

少部分為桉樹、油茶、香楠與長葉木薑子等闊葉樹種。依據各年度所調查資料

進行統計分析，造林木平均胸徑為 13.5公分，平均樹高為 9.6公尺，每公頃平

均蓄積量 139.0 m3/ha，Simpson歧異度指數為 0.5990。本中心人工林試驗地之

總蓄積為 28,159 m3，以造林地之平均林齡 30年估算，其平均年生長量為 6.85 

m3/ha。 

為配合試驗研究之造林試驗地約有 47公頃未留有台帳紀錄。部分試驗造林

地因未能成功致造林地呈天然次生林狀態；或部分造林試驗地因失敗而將土地

重複建立試驗區致林地面積重疊計算，因此實際人工林面積造林與造林台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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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無法吻合；部分造林地為階段性造林試驗區，計畫結束後未再持續進行中後

期撫育致成天然次生林。歷經 30年左右的林分演變，造林失敗或未再進行撫育

之造林地，因天然更新良好而轉變為天然次生林，對於這部分的林地未來將不

再做為人工林經營，僅作調查、監測。 

(2) 非木材林產品 

本中心設置有藥用植物園，蒐集具潛力藥用植物，目前已蒐集有 106種藥

用植物。 

2. 動物資源 

於轄區天然林架設自動相機進行哺乳類動物調查，架設期間共計 13種哺乳

類動物，分屬於 6目 10科，包括台灣獼猴、鼬獾、白鼻心、石虎、台灣野豬、

山羌、穿山甲、台灣野兔、刺鼠、赤腹松鼠與大赤鼯鼠。 

此外從歷年各項計畫與出版品內容，本中心共紀錄到野生鳥類 78種、蝶類

131種、兩棲類之蛙類 24種、蜥蜴類 10種、爬蟲類 11種與螢火蟲 10種，並

已出版相關研究報告四百餘篇與「蓮華池森林鳥類」、「蓮華池昆蟲世界」、「蓮

華池試驗林的昆蟲（Ι）- 蝴蝶」等書。 

3. 高保育價值 

經評估，林地範圍內 269公頃之天然林屬高保育價值： 

(1) 符合高保育價值 1定義之珍稀物種生物多樣性熱點。其中又以豎琴蛙、菱

形奴草、桃實百日青、蓮華池柃木及台灣原始觀音座蓮 5種物種之重要性

較高。 

(2) 附近社區居民生活用水來源，以本中心天然闊葉林內之地表水及伏流水為

主，但由於本區域乾季長，逢乾季地表水及伏流水易枯竭，因此社區居民

為經營民宿或露營區用水，採地下水源補用水之不足，除此之外並無其他

替代水源。本中心之天然林對附近社區居民而言為重要的水資源來源，視

為高保育價值 5。 

4. 遊憩資源 

本中心每年辦理多場生態導覽解說服務，吸引多人前來參觀。解說項目除

有森林生態系、天然林、竹林、森林副產物、寄生植物、昆蟲等自然資源外，

尚包含人工林經營、苗圃、集水區經營等林業知識，此外氣象站、肖楠木屋、

格籠壩式擋土牆等設施亦為導覽的內容之一，顯示出本中心具備多項吸引遊客

前來的遊憩資源。 

(三) 土地所有權 

本中心林地屬於國有林地，現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管理，地籍

總筆數 106筆，其中蓮華池段 90筆，面積 394.7563公頃；茅埔段 16筆，面積

65.7655公頃，合計林地面積 460.521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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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經濟條件 

蓮華池研究中心成立於 1918年 4月 23日，原名為「藥用植物栽培試驗

地」，幾經更迭，2002年改稱 行政院農委會 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

至今。研究中心轄有試驗林地 460.5218公頃。主要建物有辦公室、生態教育

館、肖楠木屋教室、生態試驗站、機房、工作室、苗圃、倉庫、員工宿舍及學

員等。正式員工數有 17人，經費來源主要為公務預算。 

(五) 毗鄰地概況 

本林地周遭土地東北與西南側與國有林事業區相鄰，其餘為私有地，林地

內亦夾雜數塊私有地。除東北邊林班地有造林外，多為非森林土地利用型態，

林地內之私有地，除民居外，以種植檳榔、紅茶及一般果樹為主，除沈登木先

生私有地約有 1.6公頃肖楠造林地外，均為非森林土地利用型態，使用型態包

括民居、民宿、餐廳、露營區及農業耕作，農耕使用多種植檳榔、紅茶、李子

及桂竹、麻竹等。 

 林地南側有政府劃設之保安林，其類型有土砂悍止保安林、風景保安林與

水源涵養保安林三種，位置如圖 1所示。本研究中心之林地並未與保安林直接

相鄰，相距 500公尺以上，且位於溪谷之兩側，中間有水社水尾溪相隔。 

 

圖 1 林地附近保安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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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營活動評估 

一、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分成坡度及水資源兩項進行，首先找出林地中環境敏感之區

域，此部分主要著重於經營作業可能對土壤與水資源造成之衝擊，如陡坡與溪

流兩側，於規劃經營活動時應特別留意，除作業上須謹慎小心，必要時應採取

保護措施或禁止作業，分析結果如下： 

(一) 坡度 

本中心試驗林地整體來說平均坡度平緩，且非沖蝕嚴重、崩塌、地滑區

域，皆可進行林業經營，但考量到在陡坡進行對林地衝擊較大經營作業時，應

在作業上更加謹慎小心，因此，參考國有林地分區之標準，以坡度大於 35∘為

條件，視為環境敏感區域，經 GIS分析，林地內作業敏感區約有 8.59公頃。 

(二) 水資源 

試驗林地間以蛟龍溪、火培坑溪匯流入五城溪，成為水里溪之上游。試驗

林內除上述溪溝以外的其它小溪溝，大部分僅於雨季有水，冬天旱季則呈現乾

枯狀態，屬間歇溪溝或臨時溪溝。各溪溝匯流而成的蛟龍溪、火培坑溪在環境

與社會之重要性較低，但為降低雨水與溪水對土壤的沖刷仍視溪流兩側 5公尺

之緩衝帶為環境敏感區域。 

除上述 GIS分析結果外，於作業開始前，由試驗林管理組於預訂作業現場

進行森林作業對環境衝擊評估調查，以獲得更加詳細之評估，彌補 GIS大尺度

分析可能產生的誤差以及無法分析到的事項，調查後再根據評估結果告知現場

作業人員應注意事項，並做為修訂經營計畫的依據。 

二、 社會影響評估 

社區社會影響評估對象以林地週邊的五城村社區為主，主要針對五城村的

代表進行問卷發放與訪談；另外因部分林地與國有林班地相鄰，故亦針對埔里

工作站進行評估；若有進行伐採作業，木材運輸時卡車會行經 131公路，此時

可視需要也將新城村納入評估範圍內。勞工的社會影響評估則以本中心勞務外

包所僱用之勞工為對象。 

結果顯示，本中心經營活動對當地社區帶來最主要的影響在於水資源的部

分，當地民眾以天然林的地表水及伏流水為主要用水來源，乾季時則抽取地下

水，水源地位置見圖 2，雖然本中心並不會在天然林區域進行會破壞或干擾林

地之經營作業，對取水處的水質與水量不會造成直接影響，但取水用水管常利

用道路兩側接管引水，在經營作業上應特別留意。 

其次則是林地轄區內夾雜部分私有地，且周邊亦有部分與私有地相鄰，於

此些區域進行經營作業時，應當特別留意，避免越界或損壞當地居民之土地或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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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地社區對本中心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效益給予正面的肯定，能提供

當地工作機會，並為當地帶來觀光人潮，促進經濟收益。同時也指出本中心經

營作業時，車輛的進出偶爾會對當居民造成噪音與交通方面的影響，期望本中

心出入時先行知會，避免清晨出入，並且維持交通順利。另外也希望對於本區

進出道路之雜草能多加管理，以維安全。 

 

圖 2 蓮華池轄區林地內水資源利用位置圖 

肆、 經營規劃方案 

一、 試驗研究 

本中心因隸屬於林試所之試驗林地，伐木、造林、育苗等經營作業皆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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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計畫之需求與經費辦理，為確保本中心林地符合永續經營規範，制訂有試驗

研究作業管理程序進行管控，各計畫欲於本中心試驗林地進行相關試驗研究，

應於前一年度提交相關申請表單，敘明作業區域、面積、數量、作業方式等資

訊，經林業試驗所審核許可後，方編列於次年之年度計畫中。若各試驗計畫因

臨時需求，未能於前一年度事先提出申請，同樣須提交申請表單，本中心將視

現況及已排定之作業計畫進行評估，審核是否同意執行。各作業之操作程序如

下： 

(一) 伐木試驗 

為確保林地得以永續經營，林地伐採量不得超過（少於或等於）永續利用

的水準，應參考林地資源調查結果來訂定容許伐採量。根據本中心造林地清查

所計算之單位面積材積除上林地平均林齡，可得人工林之平均年生長量為 6.85 

m3/ha，即人工林範圍每年可增加 938 m3之蓄積量。以蓄積增加量的 80%作為

林地之容許伐採量，每年容許伐採 750 m3。 

然而，因本中心之伐採作業皆屬試驗性質，須視各項計畫之需求與經費辦

理，雖然各試驗研究以疏伐作業為主，伐木量少，但為確保伐採量不超過永續

經營水準，本中心仍制定相關機制進行管控。各計畫欲於本中心試驗林地進行

伐木試驗，須於前一年度提出申請，本中心依容許伐採量進行評估，未超過容

許伐採量允許作業，並編列至次年年度計畫，若累積之伐採量已超過永續水

準，則退回申請。經許可之試驗計畫方可依據相關程序書辦理後續作業。 

(二) 造林撫育試驗 

各計畫欲於本中心試驗林地進行造林及撫育相關試驗，計畫主持人須於前

一年度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審核許可後，方可編列於次年年度計畫，並依程序

書辦理。 

(三) 育苗試驗 

為因應科技計畫和試驗林計畫的執行，本中心后崙苗圃（約 0.4公頃）做

為育苗場地，提供試驗計畫苗木的部分需求，各計畫主持人須於前一年度提出

申請，本中心視苗圃空間進行評估，經許可後方編列於次年年度計畫中，並依

程序書辦理。育苗完成並達出栽標準，各計畫主持人再領取苗木。 

育苗過程也嚴禁使用 FSC或政府禁止使用之化學藥品，所使用之化學肥料

或農藥也將依照規定，確實記錄，並制定有減量計畫。此外各項科技計畫和試

驗林計畫配合本中心未來經營目標與方向，將會考量有無需要和必要性，追蹤

設定採種母樹、建置採穗園、種子園或母樹林等。 

(四) 非木材林產品試驗 

本計畫欲於本中心試驗林地進行非木材林產品試驗，因提供相關資料提出

申請，經許可後方編列於次年年度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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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林產物經營計畫 

本中心設置有約 0.7公頃藥用植物園，以此為基地規劃設置藥用植物野外

基因庫 1公頃及蒐集具潛力藥用植物，依據藥用植物種源蒐集及利用計畫書，

對收集之藥用植物進行培育、監測、植栽及園區維護管理，並提供藥用植物之

試驗研究，以達成蓮華池植物基因庫之永續經營與應用。 

三、崩塌地復育計畫 

林地內目前並無大面積崩塌之情形，因此本期經營計畫並未規劃崩塌地復

育計畫。 

四、 天然林復育計畫 

本中心林地所在海拔其天然林分布屬楠櫧林帶，以樟科楠木類與殼斗科櫧

木類為主要喬木；目前轄區內人工林與天然林交錯，已有大面積之天然林分

布，對於現有天然林區域予以完整保護，僅作調查、監測等用途，不會進行伐

木、造林等類型之試驗利用。 

    此外，本中心選定一塊造林地：蓮-5-69-1，面積 8.32公頃之造林地，供作

人工林恢復成天然林示範區，於 2011年對該造林地進行造林木清查作業，結果

發現除原生樹種台灣杉生長較佳外，部分區域天然更新情況良好。 

2016年調查 0.05公頃(20公尺*25公尺)監測樣區進行每木調查，共記錄到

木本植物 137棵，分屬 17屬共 35種，造林樹種杉木生情況不佳，估算每公頃

尚存約 280株，平均胸徑為 13.3公分，平均樹高約 10.2公尺，本地區天然林的

主要樹種烏來柯、墨點櫻桃、火燒栲、鋸葉長尾栲、江某等皆已成為林地的主

要更新樹種。計算該區生物歧異度 Simpson’s index為 0.9369，顯示該區域之

天然更新情況相當良好。 

後續將透過監測作業了解天然更新情形，以做為未來復育不再進行人工造

林的參考。 

五、 高保育價值維護計畫 

(一) 高保育價值 1 

1. 棲地保育 

本中心轄區內保有少數的台灣低海拔天然楠櫧林，孕育許多保育類野生動

物與珍稀植物。在周遭私有林區域多早已被人為破壞及種植經濟作物的情形

下，蓮華池能保有天然林分及多種台灣特有種植物實屬不易，因此本中心將持

續加以保護，不在天然林範圍規劃具有破壞性或會干擾林地之經營作業。同時

每週派員巡護林地狀況並通報，以持續掌握這些稀有台灣特有植物之棲地保育

現況，降低災害及人為帶來之衝擊。 

2. 物種保育 

桃實百日青、蓮華池柃木和台灣原始觀音座蓮在蓮華池試驗林以天然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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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區域，前者侷限分布數量為數不少，後兩者則零星分布於天然林，是

以嚴加保護天然林，即可充分維護三物種的延續。 

豎琴蛙與菱形奴草因分布侷限於少數地點，是以維護措施主要針對物種出

現處進行保護與監測。 

豎琴蛙之棲息地侷限於竹林內或附近的沼澤，目前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發現地點設立 2-3個告示牌，並在其主要繁殖地以圍籬區隔保護並設立監視

器，以避免人類活動行為造成干擾。菱形奴草則因考量多數民眾對其所知不

深，若設立告示牌可能會引發民眾好奇心，找尋其蹤跡，反而誤傷菱形奴草，

因此目前僅於監測地點以矮網圈護。 

同時請巡護人員持續巡查蓮華池附近類似棲地，以及訪查其他專業人士、

社區居民、志工及遊客，找尋其它可能存在之棲地，一旦發現就立即加以保護

與監測。並擬尋覓一合適地點，會同相關專家進一步規劃，設置保育專區來增

加豎琴蛙族群。 

若於經營活動前之環境影響評估發現作業區域內有此兩物種之蹤跡，則需

重新規劃作業地點，禁止於原地點進行經營活動，並予以保護。對於豎琴蛙與

菱形奴草之相關資訊與保護措施，將對所有作業人員進行教育訓練，確保相關

人員知曉注意事項。 

此外，上述所有觀察到的紀錄，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來，

做為監測數據。 

(二) 高保育價值 5 

附近社區居民之水源地與取水位置皆位於林地內之天然林中，由於本中心

對於天然林予以完整保護，並未規劃會破壞或干擾林地之經營作業，對取水處

的水質與水量不會造成直接影響，故未再額外制定維護計畫。不過本中心仍會

不定期派人員巡護林地，了解此些水源地與取水位置之現況，若有天災或人為

損壞之情形，將立即通報並採取適當之修復與防護措施；同時配合社會影響監

測，定期了解民眾用水情形是否受影響、水源地位置變化等。 

六、 生態系統服務維護計畫 

為能充分掌握林地內所提供之生態系統服務，本中心將與相關單位合作

（如：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資源調查與分析研究室、林業試驗所

林業經濟組），了解生態系統服務，並計算其價值，以作為制定與調整維護計畫

之依據。並著手制定生態系統服務維護相關之程序書，規劃維護措施與監測之

作業方式。 

本中心目前針對相關生態系統服務初步之維護措施如下： 

(一) 生物多樣性保育 

本維護計畫依據前述高保育價值維護計畫執行。本中心亦持續推動員工與

志工的教育訓練，隨時掌握最新評估結果，讓員工與志工瞭解轄區內最新動

態，使其可推廣至社區居民與一般大眾，提昇民眾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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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水區 

進行水資源監測、提供研究環境、定期彙集研究資料。轄區內主要水系支

流屬於濁水溪流域，為中台灣重要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資源，對於濱水帶與化

學品的利用，需相當注意。對於轄區內主要水系支流建立 50公尺的緩衝區，在

此範圍內嚴禁砍伐林木與使用農藥或除草劑，避免污染水體。與所內及所外研

究單位合作，定期監測氣象與水資源，瞭解水資源之變化。 

(三) 遊憩服務 

為能充分提供遊憩服務，本中心園區已設置完善的步道系統提供遊客遊憩

或生態觀察使用，將定期維護步道與林道系統，調查其周邊環境的變化，瞭解

遊憩活動對於環境的影響。另有生態教育館會議場所，可提供機關、學校及立

案之社會團體借用，配合周遭生態環境，辦理專業生態講習與研習活動。 

為提升遊憩品質，提供參訪人員生態環境知識，本中心組織生態保育志工

團，接受學校機關團體申請解說教育服務，安排專業解說志工提供解說，推廣

轄區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並訂有生態保育志工團組織章程及生態

保育志工團服勤管理辦法，為使志工自我成長，每年舉辦 3-4次與生態、解說

技巧或心理相關的培訓課程。目前培訓志工從事園區導覽解說、環境維護及協

助各項試驗研究工作，星期例假日固定排有 2-3位志工執勤，提供參訪民眾諮

詢及導覽服務，平日則採預約制，提供機關、學校及立案之社會團體導覽解

說。 

七、 野生動物保護計畫 

本中心天然林內有多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棲息，屬於高保育價值 1之珍稀物

種生物多樣性熱點，雖針對高保育價值制定有維護計畫，但考量到野生動物活

動範圍廣泛，部分野生動物亦可能出現於人工林區域，因而制定野生動物保護

計畫予以保護。由於本中心僅會於人工林進行小面積之試驗作業，或是相關維

護工程，對於保育類動物棲地之破壞較小，故維護措施主要採管控現場作業的

方式，避免作業過程傷及此類動物，詳細之流程如下： 

於經營活動前，試驗林管理組先派人於現地進行評估，並辦理相關教育訓

練，告知所有作業人員林地內保育類動物之相關資訊，使他們對此些保育類動

物之特徵及特性有所瞭解，同時提醒相關人員於作業過程中之注意事項，以及

處理程序，避免對動物造成傷害。 

若作業時發現範圍內有保育類動物現蹤，應協助引導牠們離開作業範圍後

方能繼續作業；若在林地內發現保育類動物之巢穴，則應以巢穴為中心，劃設

約 5公尺之保護區塊，保留巢穴周邊之林木，伐木作業時，亦須特別留意伐木

方向，避免傷及巢穴。 

平時則透過巡護作業不定期觀察與訪查記錄，瞭解其族群變化，並避免非

法捕捉、獵殺或破壞。必要時可與其他所內與所外研究單位合作，對於轄區內

的野生動物進行調查與監測。而上述所有觀察到保育類動物的紀錄，包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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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予以保存，供後續監測之用。 

若作業時遇其它一般野生動物，雖無須特意保留其巢穴，但仍應注意避免

傷及牠們。 

此外，因過去與社區合作的計畫，本中心試驗林地有設置近百個巢箱，供

鵂鶹等珍貴鳥類生育與棲息之用，本中心擬透過志工培訓課程，協助民間鳥類

協會，培訓當地居民與學生一同參與監測調查，透過此結合社區居民參與的方

式，讓社區力量可以投入生態保育工作。 

八、 林地安全維護與管理計畫 

本中心轄區內夾雜部分民有地，早期因公、私有地犬牙交錯，境界混淆，

有越界侵墾之事件發生，並提出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土地。而後本中心依據訴

訟案現況及當地民情判斷，為防範新濫墾案件之發生，全盤進行檢討規劃後，

於本中心七個林區內共需設置十處巡邏箱。而林地之巡邏、巡視工作，除確保

林地森林資源之保護外，同時亦兼顧森林災害查（通）報及處理。 

本中心對各個護管區之巡邏，除特殊地區外，每週 1 次，採取巡邏箱簽卡

作為紀錄。 

九、 道路及水土保持工程維護計畫 

為配合林地巡視及管理、造林地及試驗地之撫育作業、試驗人員之通行及

解說教育之實施等計畫所需，本中心針對轄區內之林道及解說步道進行維護改

善作業，以維護試驗人員之行車安全及維護水土保持設施。主要透過不定期巡

護，若有發現損壞之情形，將通報本中心，並依據於當年 9月前進行履勘，編

提需求表，函報總所彙辦；由總所林道小組前往現場勘查，進行評估，集水區

經營組再依據林道小組之評估報告提出各工程計畫優先順序及工程概算建議

案；經核准後，方於次年度依據林道小組評估林道現況及改善計畫之建議，提

出修繕計畫。 

十、 森林火災防治計畫 

對於林地內可能發生之火災，本中心不定期進行巡護，若發現災害發生，

並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天然及重大災害查（通）報作業流程」通報

總所，期望能盡早控制災害，降低帶來之衝擊。 

十一、 病蟲害防治計畫 

本中心透過巡護作業隨時注意林地內病蟲害發生之情形。雖然目前林地內

並無病蟲害之發生，但針對未來可能於林地內發生之病蟲害，本中心制定有防

治程序，以期能在病蟲害發生初期即給予適當之處置，避免造成大規模的危

害、經濟損失或林木降級的情形。透過預防措施來避免病蟲害之發生，並建立

巡護與通報程序，使病蟲害在發生初期就得以控制，在處理方式上若非不得已

盡量避免化學藥劑之使用，使用化學藥劑時需符合國家及 FSC標準之規範，並

只用於病蟲害發生之區域，使用後也應清楚記錄所使用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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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監測計畫 

為確保經營計畫與策略能夠符合社會及環境之變化，達到社會、環境及經

濟三層面的平衡，因此本中心對森林資源與經營活動進行監測，並根據監測結

果調整經營計畫。監測項目如下： 

(一) 人工林監測 

為使能對所轄人工林地之基礎資訊能全盤了解，並定期掌握轄區內人工林

地之資訊，本中心選定生長量監測樣區，以調查林木空間分布、生長量、林分

蓄積、植群結構與組成，以及建立生長與收穫模式等，供試驗林永續經營及監

測之基礎。樣區篩選上考量主要造林樹種香杉、杉木、台灣杉、肖楠造林地，

以及其他樹種，共設立 5個樣區，持續進行生長監測調查。 

(二) 天然林監測 

為了解所轄林地內之天然林狀況，本研究中心建立樣區定期監測生長量，

觀察其更新情形，以適切掌握天然林動態變化，可供試驗研究與永續經營之基

礎。篩選 10個長期監測樣區，以 5年為監測週期，每年於生長季結束後調查 2

個樣區，5年完成一輪，監測天然林生長量與動態變化。紀錄並分析其生長

率、枯死率、以及新增率（新增苗木）。 

(三) 外來種監測 

目前林地內種植有主要造林樹種有杉木、赤桉、檸檬桉三種為外來樹種，

雖然這三種外來種並非外來入侵種，但為了解其是否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本中心制定有相關監測作業，針對前述三種外來種造林地設置樣區定期進行調

查，記錄是否有小苗天然更新的狀況及其數量，了解此些樹種是否有擴散之可

能。同時不定期巡視，若發現有特殊之物候情形會造成危害，將立即通報並擬

定對策。另巨竹亦屬外來種，然巨竹無小苗擴散問題，因此主要以巡護作業觀

察物候為主要監測作業。 

(四) 劣化及崩塌地監測 

本中心林地內目前並無劣化地與崩塌地。 

(五) 高保育價值監測 

為確認已界定之高保育價值是否受到妥善的保護，本中心針對各項高保育

價值制定有監測計畫： 

1. 高保育價值 1 

(1) 天然林 

針對天然林區域，除透過闊葉樹天然林樣區監測外，於動態樣區架設 2台

攝影機進行動物相調查；每月定期進行資料收集與設備維護作業，相關已製作

完成紀錄資料，將公開於林業試驗所生態感測展示平台

（http://iesn.tfri.gov.tw/forestDW/）。平時則依巡護作業，瞭解林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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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中心研擬於志工培訓課程中辦理生態訓練課程，請志工協助相關監

測作業。 

(2) 豎琴蛙與菱形奴草 

對於豎琴蛙與菱形奴草，本中心於此兩物種的棲地設立監測儀器，如：攝

影機、錄音設備，監測其生態組成與變化，並定期派員巡查重點監測區域、維

護管理儀器設備，以及實際觀察其現況與生態的變化情形。同時相關之監測資

料公開於林業試驗所生態感測展示平台。 

2. 高保育價值 5 

居民的水源地與取水口將不定期派人員巡護林地，了解現況，並配合社會

影響監測，定期了解民眾用水情形是否受影響、水源地位置變化等資訊。 

此外，本中心每年亦會重新評估林地內之高保育價值，一旦有變化，則修

訂高保育價值之維護與監測計畫。 

(六) 動物組成與變化監測 

除了於動態樣區架設的 2台攝影機進行動物相調查，本中心另於林地 6處

設置有蛙類聲景錄音設備。此外將配合巡護作業不定期觀察與訪查記錄，且於

每次經營活動評估所觀察到的動物資訊，亦可作為監測紀錄。 

(七) 環境影響監測 

針對經營活動是否對環境造成衝擊，將於作業結束後，評估環境破壞程

度。 

(八) 社會影響監測 

為瞭解本中心林地經營活動對當地社區可能造成之衝擊，將透過問卷及訪

談方式，定期於每年年底對當地社區進行社區影響評估，同時透過不定期辦理

之社區居民研習與座談活動（例如螢火蟲季前後），加強溝通協調，亦不定期對

勞務外包勞工發放問卷，了解工作情形。除此之外，當接獲當地社區抱怨或投

訴，也將額外對受影響的地區進行評估，並依據抱怨處理程序處理。而相關監

測評估結果，將做為修訂本期經營計畫或制定下一期經營計畫之參考依據。 

(九) 經營成本監測 

本中心對於經營成本之監測原則，係依據政府機關所訂定之主計相關法定

規章，以及本所主計相關規定，辦理所有經費之核銷作業，包括林業科技試驗

研究、一般行政與林業發展等。皆須依法辦理，將所有單據簽章後報請總所同

意核銷，並保留所有經營活動之會計紀錄以供備查。 

 

(十) 木材收穫監測 

本中心經管之試驗林地，因試驗或經營目的伐採之木材，每次伐採後進行

收穫量估算，並紀錄，配合「LHC-FSC-FM-009_監測程序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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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人力資源管理 

蓮華池研究中心試驗林由中心主任許原瑞先生為經營管理之負責人，負責

試驗林經營作業之規劃與執行、科技研究試驗執行與行政作業統籌管理，或與

行政主管機關聯繫接洽。因執行各項業務需要分為行政業務組、試驗林業務

組、研究組。而各項作業及管理活動，由各項業務主辦人員負責辦理，必要時

由中心主任協調調度各項作業間之聯繫與貫徹。 

蓮華池研究中心執行苗木培育、造林、伐採、試驗林道路維護等所需人力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透過勞務外包作業雇用研究中心週邊社區居民為主，如遇

專門技術者，則以雇用具證照及專業人力協助辦理。 

蓮華池研究中心指派陳舜英博士擔任本中心職業健康與安全代表，負責本

中心森林經營系統運作之程序中，確保所有員工的職業健康與安全，也對所有

員工進行健康、安全程序及其他相關林地經營之教育訓練之統籌規劃。本中心

對員工進行教育訓練，除確保員工對本中心經營方針與目標的認知外，亦安排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減少作業過程中意外之發生，降低工安事件發生

率。 

十四、 文件管理 

與森林經營及監管鏈有關之程序文件、紀錄等，為經營作業執行與管控的

基礎，為確保所有相關文件，均能保持其適用性與有效性，以符合實際作業情

況，並能安全有系統地被管制與使用，避免誤用不適用之文件，本中心將各式

文件分門別類，歸檔管理。 

十五、 經營計畫修訂 

本中心之經營計畫以五年為期程，於經營計畫實施期間，為使作業規劃能

符合實際經營現況，並確保經營作業能達成經營目標，應根據評估與監測結果

適時修訂經營計畫，修訂期限訂為一年一次，由行政管理組會同試驗林管理

組，於每年年底整理該年度所收集之評估、作業與監測結果，提出修訂內容，

經中心主任邀集幹部及中心以外相關專業人員商討後進行修改。並且於經營計

畫期程最後半年，開始著手進行相關資料收集，以撰寫下一期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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