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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優先的國產材

時間是2018年6月1日，地點在臺北植物

園欽差行臺，開始為期45天的「臺灣杉國產

材利用成果展」；近半年來許多國產材與小

徑木相關的展覽，不約而同的在臺灣各地展

出，在木材自給率的壓力與國際潮流之下，

順應著這股國產熱，希望能將丟失已久的林

業，再次光榮與偉大。目前臺灣的山林可說

是經營少管理多，但惟有正確及常態的經營

管理才使林業步入正軌，畢竟產業仍是支撐

一個事業體的最大支柱。2017年10月還在六

龜山上中佇立著的臺灣杉，在2018年的6月已

經變成一個個具有設計及巧思作品出現在臺

北，透過本次的回顧，讓我們來看看究竟在

短短的10個月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故事後的故事―國產材臺灣杉

⊙文、圖/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龔冠寧 (kkn@tfri.gov.tw)、林文智、陳永修、蔡政

砍樹？正常且必需的手段

疏伐砍樹，是一個大家願意嘗試卻又不容

易接受的方式。在我們的生活中，木製產品時

時刻刻圍繞身邊，一種有溫度有生命的材料，

臺灣的國土有60.71%是森林，但使用自身所生

產的木材卻僅僅不到1%，擁有充沛的資源，但

卻始終無法妥善利用，但這不單是林業單位不

願執行的結果，許多氣候事件、松鼠啃食等因

素亦是造成林地破碎與造林木毀壞的原因。過

去六龜地區的伐木業興盛，家家戶戶的工作幾

乎都與山林有關，無奈是目前破碎的林道使得

許多造林撫育與經營管理的工作被迫中斷，而

許多六龜當地的居民目前則多改以從事水果等

高經濟價值作物種植或是轉投其他行業。

本次採用中層疏伐的觀念與技術，強調

表1 臺灣杉國產材成果利用展執行進度表

概念及操作實習

調查暨疏伐

製材暨乾燥

主題規劃暨訂約

展品設計製作

宣導推廣設計

利用成果展

2017 2018
月份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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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的木材不再是爛木材，僅因全盤規劃之下

因干擾未來木生長而必需伐除，而伐除的干擾

木部分單株形質亦相當優良，此法能夠規劃讓

整個經營與撫育的過程都具有相當的收益，讓

疏伐不在是單純的賠本生意。中層疏伐的方式

能夠減少現場植被的損傷，伐採之前，我們針

對樣區進行調查，以六龜試驗林第13林班的樣

為例，調查胸徑大於1 cm的單株，不足則以覆

蓋度記錄；伐採前計錄到30種、653株被子植

物，伐採後則為29種415株，扣除標記為干擾

木54株，因伐採受影響的其他單株為184株(約

28%)，在種類上並無顯著變化，未來我們將

持續調查與監測回復情形。

製材與乾燥

六龜地區目前已無木材製材及與乾燥場

的商行會社，考量距離與運送成本，首選應

是鄰近的美濃或旗山地區，最後考量車輛的

移動距離與接續乾燥廠的配送，選擇了在旗

山進行製材切割作業，製材後的板材則以2吋

厚度為主，另有其他規格尺寸以供其他試驗

使用，並且削皮去邊，使得板材得以規格化

且存放容易，為使得本次臺灣杉得以獲得充

分利用，剩餘的切削材易保存送至學校單位

進行後續的相關研究。本次進行試驗使用的

是約40年生的臺灣杉造林木，胸經約30~35 

cm，經過疏伐後從六龜試驗林搬出原有65.69 

m3的臺灣杉疏伐木，經製材加工後最後獲得

46.48 m3的板材，製材率為70%。

談到乾燥又是本次試驗中的一項難題，

從2017年的11月中完成製材後，距離2018年

6月舉辦的「臺灣杉人工林國產材成果利用

圖1 臺灣杉拼板牆面展現木材紋理的變化與豐富性。 圖2 臺灣杉國產材利用成果展主題-仁者樂杉。

表2 蒸氣窯及電子窯之木材乾燥比較

處理方式 溫度℃ 時間 瑕疵 失敗率 費用

蒸氣窯 約75℃(加溫快且溫度高) 短 多 高 低(2,340元/ m3)

電子窯 約50℃(加溫慢且溫度低) 長 少 低 高(5,400元/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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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僅約短短6個月的時間，期間必須包含木

材乾燥及成果展品製作等2個較耗費時間的過

程，但由於臺灣杉近年來鮮少流入市場上使

用，因此乾燥的基準未有流通與建立，僅能以

現場人員憑經驗的方式判斷，最後選定於彰

化全興工業區中的元振木業及位於高雄林園

的筑懋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用傳統的鍋爐蒸

氣窯的方式及電子窯乾的方式進行試驗材料

的乾燥；於蒸氣窯乾燥的臺灣杉材積為38.42 

m3，計62日完成(原訂30日)，而電子窯乾的材

積為5.49 m3，計51日完成(原訂75日)，此外亦

有少部分送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進行臺灣杉

乾燥基準表的建立。雖然材料的來源將影響

到乾燥的時間與結果，但目前業界由於許久

沒有使用臺灣杉的材料進行乾燥，苦無一個

可依循的基準進行調整，依本次最初所估計

的乾燥時程與實際作業，所耗費的時日誤差

可達30~100%，若因應未來人工林進行疏伐作

業，實有必要對此建立實用的乾燥基準表。

目前臺灣木材乾燥場，仍以蒸汽窯乾

圖4 疏伐現場木材集運裝卸載。

圖5 臺灣杉疏伐木切邊與切割製材。 圖6 先行標示欲乾燥的臺灣杉板材。

圖3 2017年10月於六龜試驗林進行干擾木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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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較為普遍，相較下其價格較低，並且

窯乾場內多有不同大小空間能夠運用，適合

大小不等的材料來源；此外，電子窯乾單次

運用的空間大，較適合整批或大量的木材乾

燥，少量的木材乾燥則須集貨至一定的量體

後進行，通常業商以國外進口材料的2次乾燥

為主，以2吋厚的板材計價，每m3的價格約為

5,400元，約是蒸汽窯乾的2倍之多，其優點為

乾燥的過程穩定，形容如同一個大型的電子

防潮箱進行除溼，之後的材料形質較不易反

翹的情形產生。

天生我材必有用

臺灣過去自產的木材在使用上，從過去

用在建築、家具，並且特別強調木材樹種的

結構特性，進而轉變到重視木材紋理、色澤

甚至是氣味，進入藝術品工藝的時代，最後

到無材可以用的時代。節瘤、樹枝、樹葉、

樹根、樹皮等各個部位，從過去的乏人問津

的廢材，一夕之間變成了無價之寶，除了時

代變遷及價值觀的改變之外，無材可用卻實

實在在的反映在產業與我們的生活中。過去

家家戶戶搭建房舍所用的的梁柱是檜木、杉

木這些針葉樹一級的材種，而現今，這些木

材變成是奢侈品，已經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近年來許多小徑木的加工利用的展覽與創意

競賽舉辦頻繁，無一不是透過設計與巧思讓

這些素材得以活化，成就出種類豐富的作

品，並且創造更高的價值。

此次參加臺灣杉產品設計製作的各學校

圖7 臺灣杉板材進行蒸氣窯乾準備出窯。 圖8 臺灣杉木材經粉碎候進行精油蒸煮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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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位，無一不絞盡腦汁希望能以「全材利

用」的方式來演繹臺灣杉，最大宗是以小徑

木拼板的方式製作生活家具，例如辦公桌、

會議桌、茶桌、長凳、櫥櫃等，也利用樹枝、

樹皮製作燈具與座椅裝飾，甚至在森林經營

上，因彎曲而無法成材的樹材，保留原有的

模樣形狀，簡單的修整後製作別樹一格的書

櫃；另外也嘗試作為小提琴的製作材料。

除了木材之外，其他相關的試驗研究亦

同步進行。臺灣杉目前已發現的化合物至少

超過500種之多，這些物質具有耐候抗腐的特

性，亦有抗氧化、抗菌甚至抗癌的潛力，在民

間使用上、曾有治療毒蛇咬傷之說。本次利用

少部分無法加工的木材進行精油萃取試測試，

得到精油收率0.77%、含水率19.6%、總精油量

4.1 ml。此外透過芽體培養的方式，選擇色澤

優美、生長狀況佳的單株進行篩選育種。期待

未來若臺灣杉的素材能夠持續的從森林輸出，

更多不同種類的相關的研究將會更臻完善。我

們始終相信，唯有供貨穩定的賣家，才能吸引

各方買家投入，同時以日常生活用品之所需的

方向思考，如此帶動供需兩端，使得整個臺灣

杉甚至國產材的產業鏈能夠活絡起來。

結語

「傳承」是一個很正向的詞彙，但在現

場工作，卻不禁讓人嚴肅了起來。先要有傳

才能有承，回頭看看現在的林業現場，目前能

夠在山上工作的人已經不多了，更遑論集材

架線、倒口砍樹，修節打枝這樣的專業技術。

臺灣的森林經營自民國78年禁伐天然林開

始，已經停擺了近30年，每每颱風豪雨造成林

道中斷，使得機具車輛均無法進入的情形頻

傳，此外，過去的人海戰術顯然已退流行，鄰

近的日本相同面臨勞動人口老化的問題，但

私有林的經營方式普遍，以機械代替人力的

作法，是現代林業的解藥。在伐木作業進行

時，機具比人還多，透過這樣節省人力加快

作業的方法，讓營林得以持續，就如電影「那

呀~那呀~神去村」的情節一般，培養未來木

並且細心呵護，終究能得到相對的收穫。

圖9 結合實用與設計感的生活家具。 圖10 富有扇平意象的坑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