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業
論
壇

綠樹成蔭–雲林縣麥寮鄉校園樹木組成
與風險評估

緣起

綠地是放鬆身心忘卻煩惱的極佳場域，

在寸土寸金的都會區或是耕地之中，校園通

常是長期栽植許多樹木與保留大面積綠地空

間提供鄰近居民使用的地方。全球氣候變遷

日益加劇，臺灣高溫紀錄屢創新高，都市林

扮演著地區環境和微氣候調整的重要角色。

自109年8月至110年2月教育部與農委會共同

合作的「校園樹木環境盤查及植樹計畫」)，

凝聚臺灣專家學者盤查並了解校園植樹環境

現況，嘗試以「小樹種起、適地適木、原生樹

種」為原則，協助學校植樹以達到綠化、固

碳、降溫與提供生物棲所等目標，企圖因應

並減緩全球氣候暖化的惡劣局勢。本文藉由

統計整理麥寮鄉6所學校，包含麥寮國小、橋

頭國小、豐安國小、明禮國小、興華國小及麥

寮高中校園既有樹木調查及綠地面積相關資

料，再配合實地複查和評估麥寮鄉校園中樹

木危害風險。

校園的綠色之肺

麥寮鄉的校園景色與鄰近農耕地大不相

同，除了種植許多景觀樹種之外 (圖1)，亦有

不少海岸地區的原生種類。本計畫統計資料

顯示，麥寮鄉的6所學校園樹木，統計組成共

28科50屬60種。常見者包含榕樹、龍柏、木賊

葉木麻黃、羅漢松、小葉南洋杉、茄苳、菲島

福木、小葉欖仁、臺灣欒樹、木棉等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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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樹種大部分原生於濱海地區，對環境耐

受力較強。進一步分析各校樹種，得知麥寮

國小種植最多的為龍柏、橋頭國小與豐安國

小皆為榕樹、明禮國小為小葉南洋杉、興華

國小為羅漢松，而麥寮高中則為木賊葉木麻

黃。龍柏、榕樹、小葉南洋杉及羅漢松等是在

各地區常見的校園綠化樹種，而木賊葉木麻

黃則為海岸林常用的種類，相當適應麥寮沿

海惡劣環境。

都市綠化是符合生態永續發展的現代城

市所需達成的重要目標，而校園綠化程度亦

是環境品質指標之一。每個人享有的綠地面

積愈多，顯示當地環境品質較佳 (張效通、陳

志豪，2009)。然而校園面積用於校舍、設施

及其他硬構造的開發，對於校園學習環境亦

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為此，校園對於綠地

及硬體建築的開發比例必須有所取捨。張珩

與葉育廷 (2010) 表示綠地面積為校園基地面

圖1 適當的樹木栽植可營造優美且良好的綠地空間 (龔冠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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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25%以上是一個較適當的綠化標準，而6

所麥寮鄉校園的綠地面積比率平均為28.3%，

其中麥寮高中最高為36.5%，麥寮國小最低為

19.4%。仔細探究資料發現雖然明禮國小具

有較高的綠地面積比率，但栽植的樹種及株

數卻是最少的，反而是綠地面積比率最低的

麥寮國小，擁有最多的樹木種類與數量。綜

上，建議學校針對綠地植栽規劃可進行完整

而妥善的規劃，在開發必要的校舍、設施及

硬體構造之餘，儘量維持或甚至增加適當的

綠地空間，以增進學習環境品質及環境綠化

程度，期望綠地面積比率能夠達標，並且能

選擇多樣化種類的樹木進行栽植，給予植株

適當間距，讓樹木保持健康，校園充滿綠意。

外來種與原生種的華爾滋

外來種與原生種的平衡，是校園樹種選

擇需詳加考量的問題。根據麥寮鄉6所校園資

料統計顯示，原生樹種占58.3%，外來種占

41.7%。校園引進綠化樹木的選擇，常受到不

同時期推廣及建議綠化樹種所影響。如民國

80年至90年間，政府大舉推廣黑板樹栽植，目

前於校園、公園及行道樹可見黑板樹大量留

存；木賊葉木麻黃因具有耐鹽、抗風及耐旱

特性，是良好的海岸林建構種類，相當適合

麥寮鄉等西部沿海地區作為綠化樹種使用。

當前提倡造林樹種以原生種為主的觀念

盛行，主要因原生樹種可營造結構複雜的林

圖2 麥寮鄉6所中小學栽植樹木種類的比率 (龔冠寧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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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影響人員健康 破壞鋪面及建築 孳生危害健康害蟲 栽植過於密集

麥寮國小 0 4  (榕、欖、鳳) 2  (欖、欒) 0

橋頭國小 1  (黑) 4  (榕、黑、鳳、菩) 0 0

明禮國小 1  (黑) 3  (南、黑) 0 2  (南)

興華國小 0 0 0 2  (欖、南)

豐安國小 1  (黑) 3  (榕、南、黑) 0 0

麥寮高中 5  (黑、木) 3  (榕、欖、黑) 0 0

總計(件) 8 17 2 4

表1 麥寮鄉六所校園問題樹種案例件數統計

註：黑：黑板樹；菩：菩提樹；南：小葉南洋杉；鳳：鳳凰木；欖：小葉欖仁；榕：榕樹；木：木棉；欒：臺灣欒樹。

分，進而增加生物多樣性、緩和氣候威脅之

影響 (Ditte et al., 2021)。林務局於2020年公布

適用於園藝、景觀的原生植物名單，包含臺

灣假黃楊、交力坪鐵色及天料木等共106種，

部份樹種具有多重適性的特色，例如造型美

觀、具耐陰耐旱等特質。由於外來引進種類

對於惡劣環境具有高耐受性，並且容易增加

綠覆度的能力，配合原生種能夠彰顯當地特

色，是沿海地區種植樹木的務實作法；反之，

過於單一的強勢外來種，則可能造成原生種

的生育空間遭受壓縮及破壞，或其他的環境

或農業生態衝擊。

強力外援變成潛在風險

綠意盎然的校園內，部分樹木仍暗藏部

分潛在風險。例如：黑板樹開花之際，常有

令人難受的氣味散發；木棉的棉絮雖甚有詩

意，但卻有引發學童過敏的可能；小葉欖仁、

黑板樹、小葉南洋杉的樹根逐步擴大自身領

域，慢慢向建築物、操場、籃球場等靠近，

甚至竄根而入造成結構破壞的威脅校舍建築

物、花台及鋪面，隨時間演進逐漸呈現大小

不一的裂痕及凸起；落葉樹種在秋冬之際，

大量的落葉堆積，造成環境難以清理，容易

孳生病媒蚊蟲的隱憂。

綜合現場現場踏查，整理以下幾點潛在

風險：(1)樹木與建築物的栽植距離過近，使

得樹木的生長空間受限，容易形成單邊生長

或傾斜；(2)樹木栽植所建立的植穴空間不

足或栽植密度不當，則容易使樹木高生長過

盛，過於瘦長而失去了原有樹型；(3)樹種選

擇未適切考量其特性，如黑板樹、欖仁容易

形成浮根，造成鋪面隆起而損壞。

樹木風險評估結果顯示影響麥寮鄉校

園健康及安全前三名的樹種，依序為小葉欖

仁、黑板樹及小葉南洋杉 (表1)，均為引進臺

灣作為都市綠化的樹種。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 為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欖仁屬

(Terminalia) 的種類，為臺灣常見的校園樹

木，層層分明的外觀受到大眾喜愛。校園內觀

察到的危害情形，源自於栽植規劃不當，如：

距離建築物過近、栽植密度過密及植穴設計

過小等，花臺設施已有逐漸受到植栽生長擠

壓變形的趨勢，未來有可能發生裂痕及崩壞

(圖3)。

(龔冠寧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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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為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黑板樹屬 (Alstonia) 的種類，是

臺灣常見的校園樹木、行道樹及綠化樹種，

更是臺灣早期非常重要的綠化樹種，然而黑

板樹亦對環境及民眾帶來健康問題，章錦瑜

(2009) 表示黑板樹果實產生的棉絮可能會引發

過敏反應，開花期間的刺鼻味，易遭民眾反

感。材質輕軟的特性，使黑板樹容易受風吹

拂而折斷，對於時常具有強風的沿海校園而

言，並非理想的綠化樹種。如：黑板樹距離校

舍十分接近，其迅速生長的特性可能會撐破

植穴及鋪面並毀損建築，且棉絮及刺鼻的花

香味容易影響學童及校園人員 (圖4)。未來在

新植喬木時則可以盡量避免選擇該樹種，校

園現存的黑板樹則需透過每年的頂稍強剪與

枝條修除，以維持高度及避免枝條因強風造

成斷裂，影響人員安全及硬體設施的破壞。

圖3 小葉欖仁植穴空間不足，引起花臺發生損壞的情形

(龔冠寧 攝)

圖4 黑板樹鄰近校舍或硬體設施，根部隆起未來恐造成建
築物破壞之疑慮 (龔冠寧 攝)

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 excelsa) 為南洋杉

科 (Araucariaceae) 南洋杉屬 (Araucaria) 的種

類，生長快速且樹形優美，是臺灣各地常見

的綠化樹種。小葉南洋杉全株受到臘質被覆

的保護，因此可以抵擋海風和鹽分的侵襲，

甚至得作為海岸林帶的防護植物，在臺灣西

部和澎湖等地的造林成功案例不勝枚舉 (李秋

鳳等，2019)，其特性栽植於沿海地區顯得相

當適合，在適當的栽植空間規劃之下，仍是

非常適合校園環境的綠化種類。然而現存的

小葉南洋杉於校園中，多常因栽植距離規劃

不當，導致栽植密度過高及生長空間不足，

致使樹木成長後撐破鋪面，或因倒伏而造成

建物損壞 (圖5)。

營造綠色校園

樹木對於麥寮鄉當地民眾、校園人員及

學童，可謂十分重要的綠色堡壘，能緩和來自

沿海強勁海風的侵擾，並得以於嘈雜、沙塵

瀰漫的環境氛圍下，有一片碧綠空間得以喘

息。城市能享有一定面積的綠地，更是環境

綠化進步的象徵，對於在校園環境中的師生

林業研究專訊 Vol. 30 No. 6 2023 53



林
業
論
壇

更是一大福祉，除了可增添校園植物的多樣

性，更可做為學生環境教育、生態教育的活

教材。優良的校園環境需要有完善的規劃，

方可達成綠化校園環境目的。完善的校園樹

木栽植計畫則包含栽植密度、鄰近建築硬體

的遠近、植穴大小等皆是應納入考慮的重要

評估要素。栽植樹種建議以適合生育於沿海

環境的原生種作為優先選擇，以符合適地適

種原則，如需外來種強化綠化成效，應審慎

評估其潛在的危害性。同時避免種植易造成

師生健康不適的樹種。期許未來校園綠化的

成效能夠更彰顯，讓師生及鄰近的居民擁有

更舒適健康的生活空間。

圖5 小葉南洋杉栽植密度過高且與校舍距離過近，未來
恐因強風造成倒伏的風險 (龔冠寧 攝)

圖6 榕樹根系生長空間受到限制，造成鋪面隆起的狀況發
生 (龔冠寧 攝)

圖7 樹木栽植密度過高，枯落物堆積使環境整理不易並且
容易孳生蚊蟲 (龔冠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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