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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種樹諮詢中心

緣起

有關國內植栽種植及維護，樹木因不當

修剪、栽培而夭折，或因除草傷及樹木基部

導致生長不佳、死亡，或因種植的外來樹種

無法適應當地環境，衍生相關環境問題。民

國111年5月11日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於行政院召

開全國種樹專案會議，責成林業試驗所成立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推動原生鄉土樹種，

其3大任務為樹種推薦、植栽諮詢與維護管理

諮詢，服務項目包括教育訓練、樹種鑑定、樹

種推薦、購樹媒合平台、植穴與客土、土團與

支架、栽種季節、修枝與除草、枝下高修整、

施肥與病蟲害、樹木健檢以及剩餘資材活化

等等。林業試驗所於民國111年5月19召開全

國種樹諮詢中心研商會議，結合國立宜蘭大

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共6

所大學及該所6處研究中心與研究人員，分別

設立13個分支單位，包含諮詢辦公室及專業

諮詢專家群。全國種樹諮詢中心自民國111年

5月25日起試營運，已承接多筆諮詢案件，並

前往現勘、提供教育訓練或參與相關討論會

議，目前已投入相當人力執行業務工作。

組織架構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的組織架構(圖1)所

示：召集人為1人(曾彥學所長)，綜理所務，並

胡元瑋1、潘孝隆1*、連心瑀1

 
1 林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
* 通訊作者(hlpan@tfri.gov.tw)

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及機關；副召集人1人(吳孟

玲副所長)，襄理中心事務；執行秘書1人(胡元

瑋組長)。以下設置13個分支單位，包含1個諮

詢辦公室、6所大學(宜蘭大學、臺灣大學、中

國文化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

大學)及6個研究中心(福山研究中心、中埔研

究中心、蓮華池研究中心、六龜研究中心、恆

春研究中心、太麻里研究中心)。各單位均設

置1位負責人及諮詢專家群，諮詢辦公室及6個

研究中心之諮詢專家群由林業試驗所外之專

家學者擔任，各校諮詢專家群由負責人自行組

建。

有關全國種樹諮詢中心相關業務職掌，

包含樹種推薦、植栽諮詢及維管諮詢，依諮

詢地點分為北、中、南、東4區，另各校主要

服務對象為教育部所轄單位。北區：諮詢辦

公室、福山研究中心、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

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區：蓮華池研究中

心、國立中興大學；南區：中埔研究中心、六

龜研究中心、恆春研究中心、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東區：太麻里研究中心。

目前分工狀況：全國種樹諮詢中心各分支單位

皆設有專線電話，各政府機關可選擇附近的單

位進行諮詢。

工作目標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的工作目標依服務對

象分為近程、中程、遠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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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程目標

1. 執行時間自111年至113年。

2. 服務對象主要為中央機關，提供樹種推

薦、植栽諮詢與維護管理諮詢及教育訓

練。

3. 架設全國種樹諮詢中心網站。

二、中程目標

1. 執行時間自114年至116年。

2. 服務對象擴展至地方政府，提供樹種推

薦、植栽諮詢與維護管理諮詢及教育訓

練。

3. 增加空中森林、濱溪水岸及草坪地被之建

議名單。

三、遠程目標

1. 執行時間自117年至119年。

2. 服務對象擴展至一般民眾，提供樹種推薦、

植栽諮詢與維護管理諮詢及教育訓練。

服務項目

依全國種樹諮詢中心3大任務，延伸之服

務項目包括：

一、 教育訓練：提供各政府機關或有契約

合作之廠家，有關樹種推薦、植栽諮詢                           

與維護管理之教育訓練。

二、 樹種鑑定：由林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統

籌聯繫所內外專家協助。

服務對象：政府機關
(校園、公園及行道樹)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組織架構
召集人

曾彥學所長

副召集人
吳孟玲副所長

執行秘書
胡元瑋組長

六所大學 六個研究中心

中
心
三
大
任
務

樹種推薦

植栽諮詢

維管諮詢
(修枝、除草、樹木健檢)

宜蘭大學

臺灣大學

文化大學

中興大學

嘉義大學

屏東枓技
大 學

曾喜育教授
04-22840345#142
erecta@nchu.edu.tw

陳子英教授
03-9357400#7675
tichen@niu.edu.tw

王志強教授
08-7703202#7530
ccwang@mail.npust.edu.tw

蘇夢淮教授
02-77378979#31332
smh2@ulive.pccu.edu.tw 馬復京副研究員

02-2303-9978#3840
mfc@tfri.gov.tw

技術服務組

諮詢
辦公室

專業諮詢
專家群

福山
研究中心

中埔
研究中心

蓮華池
研究中心

恆春
研究中心

太麻里
研究中心

陸聲山主任
03-9228941
sslu@tfri.gov.tw

蔡佳彬主任
05-2319570
tjb@tfri.gov.tw

傅昭憲主任
049-2897457
chfuh@tfri.gov.tw
鄧書麟主任
07-6891028#11
dengsl@tfri.gov.tw

洪聖峰主任
08-8861002
hsf@tfri.gov.tw

許俊凱主任
089-780079
dakai0327@tfri.gov.tw

六龜
研究中心

諮詢專線：
02-23055221

曲芳華教授
02-33665261
fhchu@ntu.edu.tw

張坤城教授
05-2717473
kcchang@mail.ncyu.edu.tw

 圖1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組織架構圖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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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樹種推薦：依臺灣北、中、南、東4區、

城鄉位置、氣候等情形，以臺灣原生種為

優先栽植選擇。

四、 購樹媒合平台：現階段與林務局配合，持

續由林業試驗所提供服務將公共工程委

員會之優良廠商名單、樹種價格等放至

平臺。

五、 植穴與客土：依植栽特性建議土穴挖掘

大小、提供適合生長的土壤介質。

六、 土團與支架：移植需斷根並包裹植栽根

部及土壤，確保移植後的生長健康，移植

後架設支架加固。

七、 栽種季節：配合樹種特性於適當的季節

移植栽種。

八、 修枝與除草：為營造景觀美化、增進公共

安全、維護植栽健康與調整樹勢等進行

修枝與除草之技術推廣、教學及注意事

項。

九、 枝下高修整：為保障交通及用路人安全，

修除行道樹下側枝條。

十、 施肥與病蟲害：提供樹木病蟲害診斷鑑

定及防治諮詢。

十一、樹木健檢：樹木健康檢查及風險評估系

統性診斷服務。

十二、剩餘資材活化：移除之樹木活化再利

用，減少廢棄物，確保最佳化資源配置之

循環利用。

辦理情形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計畫執行情形概述：

一、 自民國111年5月25日開始試營運。

二、 工作會議：林業試驗所已召開3次工作會

議及辦理1場全國種樹諮詢中心共識營。

三、 專業諮詢專家群名單：全國種樹諮詢中

心專業諮詢專家群名單已進行第1次修

訂。

四、 樹種建議名單：全國各區樹種建議名單

已進行第4次修訂，並公告至本所網站，

(圖2-4)。於臺灣北、中、南、東4區，依

照城鄉位置細分為濱海、市區、郊區與山

區，次依喬木與灌木進行推薦樹種，其原

則為按公園、校園與行道樹等選定原生

鄉土樹種為主。另為符公園之休閒遊樂

目的，以選擇大型喬木且生態上與野生

動物相關之樹種；校園則採用與教育相

關，且具當地特色、無毒無害之樹種；行

道樹需四季物候分明，採1縣1樹、具地方

特色者。

五、 服務項目通則(即種樹作業需求)：已進行 

第4次修訂，並公告於本所網站。

六、 服務對象現以政府機關為主，包含教育

部所轄校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交通部公路總局及高速公路局與民航

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農田水利署、經

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等公家機關，

已參加67場討論會議、進行120次現勘、

24場教育訓練與48次諮詢。

 以111年新建工程的諮詢為例如下：

1. 交通部公路總局屏鵝公路：行政院蘇院

長於民國80年擔任屏東縣縣長時，完成

屏鵝公路種樹百里政策，從台1線高屏大

橋屏東端起至台26線鵝鑾鼻總長度112公

里， 蔚為南臺灣觀光綠廊美景。經30年

整體路容改變甚大。鑒於屏鵝公路需改善

植栽，林業試驗所建議相關機關，跨域合

作共同啟動「屏鵝公路種樹百里2.0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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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要包括桿線地下化及植栽改善

部分。 由林業試驗所辦理全路段現勘，

提供各路段喬、灌木植栽建議與諮詢，經

盤點路段內植裁有缺株或生長不佳情形，

由公路總局辦理全線路段喬、灌本的補植

及局部換植，同時在林業試驗所建議下，

將配合沿線環境，以種植臺灣原生樹種

為主，預計種下3,700株喬木及64萬株灌

木。

(1) 「屏鵝公路種樹百里2.0」由林業試

驗所提供植栽相關諮詢並作為公路總

局、台電與林務局之間的媒合。

(2) 屏鵝公路全長112公里，分為高屏大橋

至潮州路段、潮州至加祿堂路段、加

祿堂至鵝鑾鼻路段等3段，由各個專家

小組(負責協助諮詢諮詢辦公室、中埔

研究中心、六龜研究中心、恆春研究

中心、太麻里研究中心)，包含樹種推

薦、移植方法與植栽諮詢等工作。

(3) 經林業試驗所現勘後，屏鵝公路不種

樹路段共23.8公里，保留路段共66.7公

里，更新汰換路段共21公里，提供缺

株補植、綠籬樹種挑選等意見諮詢。 

(4) 研擬植栽移植養護作業規範及注意事

項，包含植栽挑選、移植樹木與維護

管理。

2. 經濟部水利署鳥嘴潭。

3. 教育部所轄國立台北大學、屏東高中、頭

份國中、新莊高中等：教育部所轄單位之

諮詢優先由本中心各校分支單位辦理，並

以就近單位推薦分配。

結論

林業試驗所於民國111年5月11日成立「全

國種樹諮詢中心」，其主要的3大任務為樹種

推薦、植栽諮詢與維護管理諮詢。自民國111

年5月25日起試營運，已承接多筆諮詢案件，

並前往現勘、提供教育訓練或參與相關討論

會議，特別是交通部公路總局執行的「屏鵝

公路種樹百里2.0提升計畫」。以下7篇專題論

述分別由3位諮詢專家介紹「行道樹的栽植技

術」、「行道樹的修剪技術」、「行道樹的負

能量」，以及4個研究中心(中埔研究中心、六

龜研究中心、恆春研究中心、太麻里研究中

心)介紹各自負責「屏鵝公路種樹百里2.0提升

計畫」路段的執行情形。林業試驗所藉由提供

「屏鵝公路種樹百里2.0」植栽相關諮詢並作

為公路總局、台電與林務局之間媒合的經驗，

希望未來「全國種樹諮詢中心」平台可以服務

更多對象以及更廣泛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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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全國各區(公園)樹種建議名單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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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北區

全國各區公園樹種建議名單

貳、中區

參、南區

肆、東區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大葉山欖、瓊崖海棠、欖仁、象牙樹、
蒲葵、臺灣海棗、黃荊

市區

臺灣欒樹、茄苳、小葉羅漢松、蚊母樹、
蘭嶼烏心石、太魯閣櫟、臺灣櫸、蘭嶼
肉桂、野牡丹葉桂皮、恆春皂莢、白榕、
太魯閣石楠、厚皮香

郊區

臺灣梭羅樹、相思樹、灰背櫟、番龍眼、
赤皮、蘭崁千金榆、梜木、胡氏肉桂、
大武石櫟、臺灣石櫟、臺東石楠

山區
印度苦櫧、臺東石櫟、朴樹、森氏櫟、
臺灣掌葉楓、土樟

灌
木

濱海區
草海桐、椬梧、凹葉柃木、日本衞矛、
鵝鑾鼻蔓榕、刺裸實、花蓮澤蘭、白水
木

市區
臺東石楠、桃金孃、月橘、臺灣火刺木、
臺灣糯米條、彎花醉魚木、彎龍骨

郊區
金毛杜鵑、日本女貞、小葉瑞木、臺東
莢蒾、臺灣大葉越橘、綠背刺柏

山區

燈稱花、阿里山十大功勞、大葉越橘、
大葉溲疏、黑星紫金牛、太魯閣繡線菊、
心基葉溲疏、臺灣雀梅藤、白狗大山茄、
變葉鼠李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水黃皮、九芎、大葉山欖、穗花棋盤腳、毛柿、蒲葵、稜
果榕、黃槿、山欖、朴樹、林投、黃荊、臺灣海棗

市區
榕樹、青楓、薯豆、楓香、青剛櫟、紅楠、森氏紅淡比、
臺灣石楠、臺灣雅楠、臺北茜草樹、大明橘、大頭茶、厚
皮香

郊區
烏心石、竹柏、臺灣油杉、鐘萼木、流蘇、烏來柯、山菜
豆、破布烏、紅葉樹、長花厚殼樹、南庄橙、赤皮、光蠟
樹、楊梅、榔榆

山區
臺灣肖楠、野鴨椿、森氏紅淡比、四照花、烏皮茶、大葉
釣樟、臺灣野梨、臺灣蘋果、尖葉槭、樟葉槭、赤皮、錐
果櫟、山肉桂、山桐子、櫸木、牛樟、鐵釘樹

灌
木

濱海區 白水木、椬梧、闊苞菊、草海桐、苦林盤、厚葉石斑木、
凹葉柃木、海埔姜、鵝掌藤、海桐、濱槐

市區 石斑木、月橘、烏來杜鵑、百兩金、小葉石楠、金毛杜鵑、
鵝掌藤、山黃梔

郊區 山黃梔、臺灣黃楊、呂宋莢蒾、臺灣金絲桃、華八仙、賽
柃木、守城滿山紅、冇骨消、光葉柃木

山區 燈稱花、竹子山十大功勞、日本女貞、大葉溲疏、山黃梔、
密毛冬青、臺灣天仙果、車桑子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臺灣海桐、黃槿、臺灣海棗、九芎、黃荊

市區
樟樹、苦楝、油葉石櫟、臺灣櫸、無患子、蘭嶼烏
心石、大頭茶、臺灣野梨、臺灣泡桐、刺葉桂櫻、
山合歡、紅葉樹

郊區
臺灣肖楠、桃實百日青、土肉桂、烏心石、大頭茶、
臺灣紅豆樹、圓果青剛櫟、霧社木薑子、火燒栲、
山桐子、毽子櫟、水絲梨、天料木、烏皮九芎

山區

臺灣五葉松、臺灣二葉松、垢果山茶、烏皮茶、烏
心石、大頭茶、化香樹、長尾尖葉櫧、臭椿、臺灣
黃杉、霧社櫻、高山櫟、燈檯樹、布氏稠李、森氏
櫟、狹葉櫟、三斗石櫟、山肉桂

灌
木

濱海區
草海桐、車桑子、闊苞菊、苦林盤、白葉釣樟、刺
花椒、臭娘子

市區
厚皮香、石斑木、月橘、桃金孃、毛胡枝子、小實
女貞、降真香、郁李、臺灣山麻桿、仙草、萬桃花、
水社野牡丹、臺灣山芙蓉、鴉膽子、狗花椒

郊區 華八仙、山黃梔、金毛杜鵑、杜虹花、埔里杜鵑、
馬甲子、山豬肝、鹿皮斑木薑子

山區 臺灣金絲桃、燈稱花、日本女貞、笑靨花、大葉溲
疏、水亞木、大葉灰木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瓊崖海棠、恆春楨楠、欖仁、臺灣海棗、銀葉樹、九芎、葛塔德木、菲
島福木、繖楊、鐵色、海檬果、大葉山欖、象牙樹、毛柿、黃心柿、魚
木、黃荊、檄樹

市區
茄苳、苦楝、臺灣欒樹、稜果榕、杜英、蘭嶼烏心石、臺灣假黃楊、棋
盤腳、白樹仔、山檨子、六翅木、小葉朴、欖仁舅、山菜豆、厚皮香、
黃毛榕、恆春厚殼樹、珊瑚樹

郊區 相思樹、竹柏、大葉楠、臺灣櫸、朴樹、臺灣栲、桂林栲、武威山烏皮
茶、菲律賓楨楠、黃連木、土樟、紅柴

山區 無患子、恆春紅豆樹、臺灣山茶、木荷、大頭茶、烏心石、三葉花椒、
細葉茶梨、柳葉石櫟、浸水營石櫟、大武石櫟、三斗石櫟、長尾尖葉櫧

灌
木

濱海區 椬梧、欖李、闊苞菊、鵝鑾鼻蔓榕、恆春楊梅、越橘葉蔓榕、水芫花、
淡綠葉衛矛、亞洲濱棗、白水木、毛苦參

市區 桃金孃、野牡丹、月橘、番仔林投、楓港柿

郊區 滿福木、臺灣黃楊、金毛杜鵑、華八仙、交力坪鐵色、十子木

山區 小金石榴、燈稱花、阿里山十大功勞、日本女貞、大葉溲疏、蘿芙木、
青皮木、小葉雲南冬青

全國各區公園樹種建議名單

原則： 1. 以原生(鄉土)樹種為主
 2. 以休閒遊樂為主(觀花具香氣)
 3. 大型喬木(樹下可乘涼)
 4. 具野生動物有關為佳(觀果可誘鳥)



專
題
論
述

圖3 全國各區(校園)樹種建議名單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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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北區

貳、中區

參、南區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水黃皮、臺灣海桐、九芎、魚木、瓊崖海棠、
欖仁

市區
九芎、楓香、樟樹、大頭茶、青剛櫟、臺灣欒
樹、朴樹、厚皮香、臺灣石楠、臺灣雅楠、臺
北茜草樹、大明橘、薯豆

郊區 豬腳楠、臺灣烏心石、流蘇、赤皮、青剛櫟、
破布烏、紅葉樹、長花厚殼樹、南庄橙

山區
山櫻花、豆梨、野鴉椿、森氏紅淡比、西施花、
圓葉冬青、大葉釣樟、烏皮茶、鐵釘樹

灌
木

濱海區
苦林盤、椬梧、闊苞菊、草海桐、海桐、臭娘
子、白水木、厚葉石斑木、凹葉柃木、海桐

市區 石斑木、月橘、烏來杜鵑、百兩金、金毛杜鵑

郊區
山黃梔、臺灣黃楊、呂宋莢蒾、臺灣金絲桃、
華八仙、守城滿山紅、光葉柃木

山區
燈稱花、竹子山十大功勞、日本女貞、山黃梔、
密毛冬青、金平氏冬青、大葉溲疏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臺灣海桐、蒲葵、黃槿、臺灣海棗、九芎、黃荊

市區
青剛櫟、樟樹、苦楝、大頭茶、油葉石櫟、無患子
九芎、蘭嶼烏心石、臺灣野梨、臺灣泡桐、槲櫟、
厚皮香

郊區

土肉桂、臺灣肖楠、臺灣烏心石、短柱山茶、森氏
紅淡比、臺灣梭羅木、臺灣紅豆樹、水絲梨、圓果
青剛櫟、霧社木薑子、火燒栲、山桐子、毽子櫟、
南庄橙(苗栗) 、秀柱花、烏皮九芎

山區
天料木、臺灣二葉松、臺灣五葉松、垢果山茶、大
頭茶、化香樹、長尾尖葉櫧、臭椿、臺灣黃杉、布
氏稠李、霧社櫻、燈檯樹

灌
木

濱海區 草海桐、闊苞菊、苦林盤、白葉釣樟、刺花椒

市區
石斑木、月橘、桃金孃、臺灣黃楊、毛胡枝子、萬
桃花、水社野牡丹、小實女貞、降真香、鴉膽子、
瑞木、狗花椒

郊區 臺灣山芙蓉、山黃梔、金毛杜鵑、華八仙、杜虹花
埔里杜鵑、馬甲子、山豬肝、鹿皮斑木薑子

山區 臺灣金絲桃、燈稱花、日本女貞、笑靨花、大葉溲
疏、水亞木、大葉灰木、食用土當歸、米飯花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臺灣海棗、恆春楨楠、瓊崖海棠、欖仁、象牙樹、毛柿、白樹仔、葛
塔德木、菲島福木、繖楊、鐵色、大葉山欖、樹青、紅柴、黃荊、檄
樹

市區
厚皮香、苦楝、茄苳、臺灣欒樹、杜英、棋盤腳、六翅木、鐵冬青、
小葉朴、欖仁舅、山菜豆、黃毛榕、樹青、恆春厚殼樹、臺灣假黃楊
珊瑚樹

郊區 臺灣櫸、鐵色、大葉楠、恆春山枇杷、白榕、過山香、桂林栲、武威
山烏皮茶、菲律賓楨楠、樹青

山區 木荷、臺灣山茶、大頭茶、珊瑚樹、桂林栲、武威山烏皮茶、菲律賓
楨楠、土樟、紫黃

灌
木

濱海區 毛苦參、欖李、椬梧、闊苞菊、鵝鑾鼻蔓榕、恆春楊梅、越橘葉蔓榕
水芫花、蘭嶼柿、枯里珍

市區 野牡丹、桃金孃、月橘、番仔林投

郊區 華八仙、滿福木、臺灣黃楊、金毛杜鵑、杜虹花、印度山芙蓉、佐佐
木氏灰木、交力坪鐵色、十子木

山區 日本女貞、燈稱花、阿里山十大功勞、小金石榴、大葉溲疏、青皮木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瓊崖海棠、欖仁、大葉山欖、象牙樹、
臺灣海棗、紅柴、黃荊

市區
茄苳、蘭嶼羅漢松、蚊母樹、毛杮、太
魯閣石楠、太魯閣櫟、臺灣櫸、蘭嶼肉
桂、野牡丹葉桂皮、厚皮香

郊區

番龍眼、灰背櫟、臺灣梭羅木、臺灣櫸、
赤皮、蘭崁千金榆、梜木、胡氏肉桂、
大武石櫟、臺灣石櫟、臺東石楠、山枇
杷、山菜豆

山區
臺東蘇鐵、印度苦櫧、石櫟、榔榆、朴
樹、森氏櫟、臺灣掌葉楓、灰背櫟、山
枇杷、山菜豆

灌
木

濱海區 草海桐、凹葉柃木、鵝鑾鼻蔓榕、白水
木、花蓮澤蘭

市區 臺東石楠、桃金孃、月橘、臺灣火刺木、
臺灣糯米條、臺東火刺木

郊區
臺灣黃楊、臺灣金絲桃、金毛杜鵑、日
本女貞、小葉瑞木、臺東莢蒾、臺灣大
葉越橘、牧野氏山芙蓉

山區
燈稱花、阿里山十大功勞、大葉越橘、
大葉溲疏、黑星紫金牛、太魯閣繡線菊、
心基葉溲疏、臺灣雀梅藤

肆、東區

全國各區校園樹種建議名單全國各區校園樹種建議名單

原則： 1. 以原生(鄉土)樹種為主
 2. 與教育相關(昆蟲食草、果樹)
 3. 具當地特色(民俗、文化、歷史、地理)
 4. 無毒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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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全國各區(行道樹)樹種建議名單 (全國種樹諮詢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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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北區

貳、中區

參、南區

肆、東區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水黃皮、海檬果、穗花棋盤腳、毛柿

市區
森氏紅淡比、香楠、楓香、紅楠、臺灣石楠、臺灣
雅楠、大明橘、青楓、薯豆、青剛櫟、杜英、鐵冬
青、臺灣油杉、厚皮香

郊區
烏來柯、竹柏、流蘇、臺灣赤楠、烏心石、紅葉樹、
長花厚殼樹、鐵冬青、楊梅

山區
烏皮茶、野鴉椿、臺灣肖楠、四照花、大葉釣樟、
臺灣野梨、臺灣蘋果、山桐子、鐘萼木、鐵釘樹

灌
木

濱海區 草海桐、苦林盤、椬梧、凹葉柃木、厚葉石斑木、
海桐、濱槐

市區
石斑木、月橘、烏來杜鵑、小葉石楠、金毛杜鵑、
光葉柃木

郊區
山黃梔、呂宋莢蒾、臺灣金絲桃、賽柃木、臺灣黃
楊、守城滿山紅、華八仙

山區
燈稱花、竹子山十大功勞、日本女貞、大葉溲疏、
密毛冬青、山黃梔、臺灣天仙果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臺灣海桐、黃槿、臺灣海棗、九芎、黃荊

市區
樟樹、苦楝、臺灣海棗、茄苳、臺灣櫸、楓香、
黃土樹、榔榆、臺灣赤楠、臺灣野梨、刺葉桂
櫻、魚木、胡氏肉桂、無患子、厚皮香

郊區

臺灣肖楠、桃實百日青、土肉桂、光蠟樹、大
頭茶、秀柱花、橢圓葉赤楠、臺灣紅豆樹、水
絲梨、圓果青剛櫟、霧社木薑子、山桐子、毽
子櫟、天料木、臺灣梭羅木、烏皮九芎

山區

臺灣五葉松、垢果山茶、豆梨、烏皮茶、臺灣
野梨、木荷、南投黃肉楠、化香樹、長尾尖葉
櫧、布氏稠李、霧社櫻、燈檯樹、山桐子、捲
斗櫟

灌
木

濱海區
苦檻藍、草海桐、闊苞菊、海桐、苦林盤、白
葉釣樟

市區 石斑木、野牡丹、月橘、桃金孃、雙花金絲桃、
小實女貞、郁李

郊區 呂宋莢蒾、山黃梔、金毛杜鵑、臺灣山芙蓉、
杜虹花、埔里杜鵑

山區 臺灣金絲桃、燈稱花、日本女貞、笑靨花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瓊崖海棠、臺灣海棗、蓮葉桐、葛塔德木、福木、繖楊、鐵色、
山欖、檄樹、紅柴、黃荊

市區
臺灣欒樹、茄苳、苦楝、大葉山欖、黃連木、竹柏、鐵色、相思
樹、棋盤腳、白樹仔、欖仁舅、山菜豆、六翅木、山欖、厚皮香、
恆春紅豆樹、小葉朴

郊區
毛杮、象牙樹、港口木荷、梧桐、恆春椎櫟、木荷、大頭茶、恆
春山茶、大武石櫟、桂林栲、恆春楨楠、菲律賓楨楠、武威山烏
皮茶、山欖、蘭嶼羅漢松

山區 克蘭樹、臺灣苦櫧、恆春山枇杷、土樟、山欖、武威山烏皮茶、
六翅木、浸水營石櫟、柳葉石櫟、細葉茶梨

灌
木

濱海區 闊苞菊、鵝鑾鼻蔓榕、恆春楊梅、越橘葉蔓榕、水芫花、椬梧、
欖李、淡綠葉衛矛、亞洲濱棗、楓港柿

市區 月橘、桃金孃、番仔林投、十子木

郊區 臺灣黃楊、呂宋莢蒾、金毛杜鵑、十子木

山區 燈稱花、金毛杜鵑、阿里山十大功勞、山黃梔

樹
型 各區 樹種

喬
木

濱海區 大葉山欖、瓊崖海棠、象牙樹、榔榆、
福木、苦楝、茄苳、檄樹

市區
茄苳、蚊母樹、臺灣欒樹、苦楝、光
蠟樹、太魯閣櫟、秀柱花、野牡丹葉
桂皮

郊區

相思樹、灰背櫟、大武石櫟、番龍眼、
臺灣梭羅木、克蘭樹、毛柿、日本山
茶、恆春山茶、細葉茶梨、赤皮、胡
氏肉桂、山菜豆、蘭嶼羅漢松、臺東
漆、刺桐

山區
印度苦櫧、臺東蘇鐵、朴樹、大武石
櫟、臺灣苦櫧、梧桐、森氏櫟、臺灣
掌葉楓、山菜豆、灰背櫟

灌
木

濱海區
草海桐、枯里珍、椬梧、苦林盤、鵝
鑾鼻蔓榕、白水木

市區
臺東石楠、杜虹花、桃金孃、月橘、
臺灣火刺木、臺灣糯米條

郊區
臺東莢蒾、臺灣黃楊、呂宋莢蒾、臺
灣金絲桃、日本女貞、臺灣火刺木、
小葉瑞木、臺東莢蒾、臺灣大葉越橘

山區
大葉越橘、燈稱花、太魯閣繡線菊、
心基葉溲疏

全全國國各各區區行行道道樹樹種種建建議議名名單單全國各區行道樹樹種建議名單

原則： 1. 以原生(鄉土)樹種為主
 2. 四季物候分明
 3. 一縣一樹
 4. 具地方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