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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試驗所109年度11月份專題演講

本所於109年11月27日邀請國立中興大

學森林系柳婉郁特聘教授到所裡進行專題演

講，柳特聘教授對於森林遊樂、林業經濟、

森林資源評價等研究，具有相當豐碩的研究

成果，本次演講講題為「森林遊樂區之量化

研究」，分享如何評估森林遊憩的價值。

成本的部分，森林遊樂區的成本價值計

算主要需要考量到：實際成本、重置成本、

機會成本等，相對容易計算的固定成本，為

遊樂區基本的價值。而計算價值方法則很多

種，包括條件評估法、特徵價格法、選擇試

驗法、旅行成本法等等。

其他計算遊樂區價值之方法也很有趣，

主要是以遊客為主之調查計算方式：

◎ 遊憩需求分析，例如：外地人的比例、

各年齡層旅遊人數比例、停留時間長短

等，代表不同特質的遊客對於遊樂區的

喜好程度。

◎ 美景價值：遊客認為這美景的價值高

低、驚喜感的程度等。

柳教授團隊深入分析遊客對森林遊樂區

之破壞行為原因，作為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

的參考，例如：研究遊客認知失調，瞭解遊

客亂丟垃圾的行為可能發生的情形，例如：

四下無人時會亂丟垃圾、環境態度較正向時

遊客比較不會亂丟垃圾、年齡低的遊客較容

易有破壞行為、環境越乾淨、年長、已婚遊

客反而比較不會亂丟垃圾等等，這些都是相

當有趣的森林遊樂區遊客行為研究。

柳特聘教授從專業角度、淺顯易懂的方

式，分享各種評估森林遊樂區或觀光景點的

遊憩價值，演講中多以蕙蓀林場為例，實際

的例子讓同仁更容易吸收瞭解，並認識蕙蓀

林場豐富的遊憩資源，也理解到評估林場的

價值，對於經營者決策、經費分配使用等相

當重要，才能讓經費達到有效利用及效益，

使現場同仁獲益良多。(技術服務組‧黃瓊逸)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與森林經營

組就森林實務進行交流對談

環境信託實現保育地役權的一種型式，

在國際是相當普遍的保育土地的手段，但在

臺灣僅有「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較廣為人

知。目前「自然谷」由環境資訊協會經營，

其為了解目前森林經營的新技術與應用方

法，特於110年1月27日北上與本所森林經營

組交流討論。

自然谷位於新竹縣芎林鄉華龍村鹿寮

坑，目前擁有約1.8公頃的私有民間森林保護

區，為舊有果樹園廢耕後之演替次生林，擁

有豐富的動植物相。自然谷致力於保護森林

環境做為環境教育的重要基地，而制定三大(黃瓊逸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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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 保護並營造低海拔次生林；2. 結合

社區的力量，共同保護周邊原生棲地；3. 營

造全民之環境學習中心，建立人與自然和諧

共存的方式。此次環境資訊協會周昭蕊專案

經理、謝伯鴻專案執行與何京翰專案執行等

三人，為了解以光達建立數值化資料、林相

3D建模、發展長期森林觀測和營運的經營方

針等，特來諮商。本所由森林經營組湯適謙

副研究員、李隆恩博士、王韻皓小姐、嚴晟

瑋先生、陳瑋旋先生及李泓儒先生參與是次

討論，並由湯副研究員與李隆恩博士負責說

明無人機與光達技術之應用。

經過雙方相互分享工作經驗，本所提出

有助於自然谷在森林經營及大眾推廣方面的

建議，並分析各類自然谷經營現況的方案。

目前因自然谷囿於專案人數不足，要執行精

準的科學調查作業及森林經營計畫實則不

易，建議仍以環境教育為手段，辦理課程實

作，逐步運用體制外人力，建構長期基礎資

料。且因受託管棲地範圍有限，宜整合周遭

私有林地連結為更完整的森林保護區，提供

森林生態與野生動物更加完善的棲地環境。

經過本次交流，自然谷來訪人員甚感滿

意，一再邀請本所同仁回訪。本所森林經營

組經由不同類型私有林經營樣態的交流與討

論，使經營技術與理念得以落實，亦是研究

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森林經營組‧李泓儒)

EML編輯軟體(Morpho)教學研習會

林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於2021年2月3

日於本所行政大樓四樓舉辦EML編輯軟體

(Morpho)教學研習會，出席同仁以109年已結

案科技計畫主持人與去(109)年研究資料管理

及審查小組(後簡稱審查小組)於年底會議決議

中議決需繳交的長期資料之資料管理員派員

出席，會場共41位學員一同共襄盛舉。

課程由三位講師分從四個主題為同仁解

說，審查小組的召集人王相華組長為同仁簡介

本所資料管理來開場，介紹本所研究資料管理

類別、107-109年科技計畫結案資料、108-109

年長期資料倉儲重點及資料統計、已上傳長期

李隆恩博士為來訪專案人員說明無人機與光達技術之應用 
(李泓儒 攝)

於說明結束後，來賓和本所同仁相互交流經驗(李泓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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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中參訓同仁參與踴躍，多有提問，

舉凡多年計畫歷經計畫的拆散與整併，資料

集內容該如何分配建置，或哪些資料可建置

皆有提出疑問與討論。(技術服務組‧鄭純如)

110年度資通安全管理暨風險管理教育
訓練

林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於2021年2月19

日於本所行政大樓四樓舉辦110年度資通安

全管理暨風險管理教育訓練，由本所資通安

全長、資訊安全推行委員會召集人吳孟玲副

所長展開序幕。訓練課程邀請本所資安顧問

陳畯男先生分從「本所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

施情形研討」、「本所各單位資訊系統分級

及全景分析」、「風險評估及風險處理」、

「資安目標達成規劃及績效評估」、「系統

移轉前風險評估及處理」及「系統帳號清查

作業」六個主題，帶著本所資訊聯絡人與系

統管理員逐步檢視並完成全景分析、系統分

級、風險評估及帳號清查紀錄表。

資料的特色、本小組委員服務的內容及審查重

點，並強調資料集中、妥善管理的重要性。

審查小組副召集人鄭美如副研究員為同

仁講授《資料管理與Data Paper》，介紹資

料倉儲與管理的重要性、甚麼是資料(data)、

詮釋資料(metadata)、資料集(dataset)及甚麼

是Data Paper；《EML與系統簡介》從生態

詮釋資料語言(Ecological Metadata Language)

說起，接著介紹本所研究資料目錄(MetaCat)

等；最後《Morpho操作教學(一)》課堂上，

實務帶著同仁完成十五步驟的基本研究資訊

操作；最後更針對同仁在建置資料集過程中

常見問題，先行提出解決方法。

審查委員陳建文聘用助理研究員於

《EML編輯軟體(Morpho)簡介與安裝》課堂

上帶學員逐步完成Morpho應用軟體安裝管

理，並介紹軟體基本介面、功能；《Morpho

操作教學示範(二)－資料表》帶領同仁新增

資料表、資料類型的介紹、完成欄位屬性定

義，如何匯入資料表與代碼定義、描述資料

表、匯入其他資料、編輯資料表等。

審查小組的召集人王相華組長為同仁講授《本所資料管理

簡介》(鄭純如 攝)
本所資通安全長、資訊安全推行委員會召集人吳孟玲副所

長訓勉本所資訊聯絡人與系統管理員(鄭純如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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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由資通安全處理小組危機處理分組

負責人張哲彰助理研究員針對農委會所屬機

關資訊向上集中系統移轉配合事項，從農委

會架構、移轉前規劃、流程、重點須知、系

統更新程式存放與維護途徑、系統維護方式

等為同仁講解系統移轉前風險評估及處理。

最後由本所資通安全管理代表鄭美如副

研究員為同仁講述幾點：包含資訊安全推行

委員會管理審查會議上的決議之後續辦理情

形；本所資通安全維護計畫精進建議；新式

表格〈資訊資產申請異動報廢單〉與〈AD目

錄服務系統電子郵件帳號申請(取消)表〉；再

次宣導公務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大陸廠

牌，若已經採購，盡量在110年汰換，並勿與

公務環境介接。(技術服務組‧鄭純如)

中埔研究中心的角色與定位

3月上旬由曾彥學所長率隊至中埔研究中

心進行視察，並針對中心轄屬各個植物園區

的重點發展方向進行指導如下。

(Ⅰ)四湖海岸植物園將針對臺灣各地濱海植

物進行蒐集並規劃戶外展示區，未來可更進

一步推出濱海植物圖鑑等資料作為參考； 

(Ⅱ)沄水試驗站將規劃為室內植物保存溫室；

(Ⅲ)埤仔頭植物園持續蒐集鄉土、民生用途植

物並規劃展示專區。

期許中埔研究中心能夠以建構海岸植物

種原保存，並成為實踐與教育展示中心持續

發展。(中埔研究中心‧龔冠寧)

「採集人的野帳」漫畫展於台北植物

園腊葉館展出

本所與文化內容策進院CCC專案辦公室

及蓋亞文化合作，自2021年3月3日起至4月

18日止，於臺北植物園腊葉館推出「採集人

的野帳」漫畫展，現場設置「原畫區」展出

漫畫作者全手繪創作彩圖原圖，並於「複製

畫區」展示漫畫中取材自古老玻璃底片的場

景、植物採集與標本製作所需工具的實物對

照，可讓民眾真實置身於故事裡的場景。

曾所長視察中埔試驗林四湖海岸植物園展覽室並聽取現場

簡介 (龔冠寧 攝)
《採集人的野帳》漫畫展於台北植物園腊葉館2樓展出 
(楊雅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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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人的野帳》是臺灣首部以植物標

本採集為主題，經本所與CCC團隊考據日治

時期珍貴玻璃老照片，佐以前輩植物分類學

家軼事，以腊葉館為場景描繪採集故事，同

時穿插植物標本製作方法、腊葉館歷史與植

物分類研究概念，由漫畫家透過漫畫故事呈

現，記錄大正時期臺灣原生植物發掘歷史，

是個跨領域合作的成果。

搭配本次特展，於3月6日下午舉辦《採

集人的野帳》幕後製作分享會，由作者英

張、CCC編輯任容及林試所董景生博士三位

講者分享創作過程的幕後故事，吸引了不少

對植物採集故事有興趣的民眾不畏風雨前往

參加。從訪談中可以感受到從故事的取材、

構思，到漫畫中的場景、年代背景及植物形

態特徵的考據校對工作都非常的不容易，此

外，作者刻畫出個性鮮明的角色也使得故事

更生動有趣。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下與各方專

家仔細考究而誕生的作品，配合此次《採集

人的野帳》漫畫展，期望能讓更多人了解腊

葉館及植物標本採集與研究工作的魅力。(植

物園組‧楊雅智、陳建帆)

110年農業創新育成中心工作小組會議
及生態專題演講解說暨宜蘭大學業務

交流動態報導

    

農業創新育成中心110年以推動農業創新

育成跨域合作及多元服務為主軸，本年第一季

工作小組會議於3月4-5日假本所福山研究中心

舉辦，集結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

驗所、畜產試驗所以及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等農委會所屬各單位之育成中心，共同討論

未來對於農業創育科技輔導之分工合作。

本次活動本所更特別邀請了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設計系楊恩生教授，來進行生態影

像的加值利用及經驗分享。楊教授以優美水

彩畫聞名畫壇，在生態保育意識抬頭之時，

擅長以水彩藝術與生態理念融合，運用藝術

畫作推動生態保育，發揮深遠的影響力。楊

教授於專題演講生動的說明，及其分享的美

《採集人的野帳》幕後製作分享會於3月6日舉辦，由作者
英張(前排左)、CCC編輯任容(前排右)及林試所董景生博士
(前排中)三位講者分享創作過程的幕後故事(楊雅智 攝)

劉一新組長針對農業創新育成中心與會學員進行生態教育

解說(柯淑惠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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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生態畫作，均令在場學員感動不已。為讓

與會學員更能夠領略福山研究中心的生態之

美，本所技術服務組劉一新組長更透過深入

淺出的生態教育實體解說，宣導動植物生態

保育知識理念，讓農業創新育成中心各單位

同仁深感獲益良多。

最後，藉由與宜蘭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之

業務交流與實務經驗分享，強化農業創新育

成中心與學研單位間的鏈結溝通，期望透過

此一系列活動，讓創新育成中心成員增加對

於生態保育之意識，也希冀讓四所一院輔導

創新科技過程中，促成創育科技及生態環境

永續的兩全。(技術服務組‧柯淑惠、謝宛蓁) 

110年農遊元素特色化及優化計畫―生
態永續農業旅遊示範場域―創意發想營

林業試驗所自 109年起接受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委託，參與「農遊元素特色化及優化計

畫-生態永續農業旅遊示範場域」的執行，全臺

灣獲核准立案之休閒農場及休閒農業區計 477 

處，歷經林試所公告徵選、收件、初審、現勘

及複審，評選出具生態永續輔導示範場域代表

之四家休閒農場，分別是官老爺休閒農場、牧

蜂休閒農場、飛牛牧場休閒農場、頭城休閒農

場，自今(110)年度開始進行輔導工作，首發重

頭戲就是3月16至17日舉辦第一場創意發想營，

由頭城農場提供優質舒適的會議場地。

農委會相當重視本計畫，輔導處楊欣

佳科長特地撥冗參加開場致詞，說明農委會

照顧休閒農場業者之前導方向為「生態」、

「療癒」，特色場域內涵必須深化，加入聯

合行銷與商品化為未來趨勢，因此前置作業

相當重要，此計畫是前所未有將生態與休閒

場域結合，請四處示範場域加油再加油，期

待未來成果讓大眾耳目一新「原來生態可以

這樣玩，原來生態好好玩」。

創意營也特別邀請到APMA專案管理師

柯銳杰擔任引導師，柯瑞杰引導師曾經協

助宜蘭地區休閒農場發展輔導，也是台灣休

閒農業學會輔導顧問師，對於休閒農場發展

輔導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柯瑞杰引導師在

課程設計上，融入哲學、藝術、環境倫理，

規劃成有趣且有效的學習模式，配合團隊學

學員大合照(李侞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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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即時線上對焦，確保學員學習效率，找

出各示範場域的商業模式。

本次創意發想營讓各示範場域瞭解各種

生態監測技術及遊程設計技巧，並透過引導

師協助，初步盤點希望發展的生態特色、需

要應用的生態調查技術及未來可能作為遊程

的元素，設定目標，作為計畫執行的標的。

未來也將安排專家持續輔導示範場域生

態監測相關技術，並規劃第二場發想營，進

一步引導將專業的生態監測技術，創意發想

設計一般民眾能體驗的生態特色遊程，發展

創新的農遊體驗。(技術服務組‧黃瓊逸)

臺北植物園野花園開展

臺北植物園三月份推出“野草花園＂主

題導覽，利用臺灣的原生野草花，在僅百餘平

方公尺的小草地上，近達70種超過5000株原

生小草花，其中包含植物園方舟計畫採集培

育的20種受威脅植物，植株仿照自然環境中

群聚錯落方式種植，不同於溫帶地區單一花

海形式，野花園呈現的是真正屬於亞熱帶草

生地物種多樣性，持續消長更替的景觀形象。

七年前藝術家陳建北在臺北當代藝術

館，展出“你甘知影阮的名＂，訪談歷任的臺

北植物園園長與多位志工，探討國際間植物園

對於展示目標的名貴花木加以標註，而恣意怒

放的野草花卻無名牌的價值態度，在植物園的

研究及解說人員間引起很大的反思。今年在臺

臺北植物園野花園位置

野花園一隅

學員與講師討論(李侞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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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當代藝術館20年回顧展推出的同時，植物園

特別結合小花草主題與藝術展合作。

3月17日在植物園的原生植物展示區圓

環舉行開展記者會，曾彥學所長開幕致詞時

說：「我們需要透過植物園的示範，使民眾

從中認識和欣賞原生植物的精彩，透過植物

園的解說推廣，引發原生植物在景觀工程使

用的新思維。」

野花園依照強光、陰暗和中性三個小

區，園丁與研究人員依其原本棲地的光環

境，選擇來自田原丘陵甚至林間深處的原生

植物，這個第一個以臺灣原生植物所構成的

野花園，除了增加大眾對臺灣原生植物的熟

悉，也是一個測試！相互搭配種植的植物須

持續進行觀察記錄，以了解這些原生植物在

人為栽植下的生長情形，作為後續應用的參

考。(植物園組‧范素瑋)

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與六龜研究

中心合作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學習

本研究中心受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

系王雅亮副教授邀請，范義彬副研究員與廖

紬君助理研究員於110年3月22日前往實踐大

學，在校園內帶領環境教育學程大四學生，

探索校園自然環境、草坪生態。

范義彬副研究員設計科學探索式的環境

教育，利用校園水域與草坪，操作水域生物

探索活動與草地無脊椎動物探索。運用生態

調查的方法，打破傳統教育的學習，不以認

識物種名稱為目標。操作的模式是不先教授

昆蟲知識，活動後透過昆蟲摺頁，讓學員自

己辨識，將學習變得簡單有趣。記者會所長致詞

記者會布置與特製茶點(草仔粿及青草茶) 學員在草地上捕捉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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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堂最後的心得分享時，課程氣

氛活躍。他們表示上室內課時，認為校園景

觀單調，應該不可能抓到昆蟲，然而經過活

動後，真的發現許多不同物種，非常不可思

議。更有學生認為這樣的活動可以幫助了解

學校生態與生物多樣性，更體驗到自然的美

好，並認為這樣的活動活潑且有趣，增加課

堂參與感。也有學生表示范副研究員在課程

中叮嚀大家必須將抓到的昆蟲放回原先的草

地上，讓他們更明白要尊重萬物。當天雖然

沒有捕捉到水生生物，表示可惜，但仍期待

下次有機會可以觀察到水生生物。

這樣簡單而實用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印象

深刻、快樂學習，雖然當天天氣陰冷，但幸

運的是沒有下雨，所有學員都心懷感謝、並

期待下次上課！(六龜研究中心‧廖紬君)

屏東林區管理處辦理遊客中心啟用活

動及山林講堂，邀請恆春研究中心林

照松主任講授課程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於110年3月31日

上午，於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辦理遊客中心

啟用活動，敬邀各單位共襄盛舉；並於當日下

午辦理山林講堂，邀請恆春研究中心林照松

主任講授「恆春熱帶植物園的前世今生」。

活動是日上午出席單位除了林務局、墾

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保

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及本所恆春研究中

心之貴賓外，另包括恆春地區社區協會(水蛙

窟生態社區、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等)。

遊客中心啟用儀式敬邀嘉賓共同合影留念(左)；林照松主任講授「恆春熱帶植物園的前世今生」(右)

學員於課程結束後分享捕捉到的昆蟲種類與活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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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地屏南社區大學的月琴民謠彈唱表演揭

開活動序幕，接著在屏東林管處楊瑞芬處長

及各單位嘉賓致詞後，正式開始遊客中心啟用

儀式，各嘉賓共同合影留下紀念，並在專業解

說員帶領下進行遊客中心展覽巡禮，恆春研究

中心同仁亦支援海漂種實特展區的解說。

下午則由恆春研究中心林照松主任講

授「恆春熱帶植物園的前世今生」，述說恆

春熱帶植物園從日據時期至今的歷史淵源及

現今的角色定位，由過去與其它單位間的衝

突轉為今日的多方合作模式，簡報中呈現多

張具歷史意義的照片及階段性重要文件，讓

在座聽者們印象深刻。演講結束後，民眾反

應感觸良多，恆春研究中心之同仁便趁此之

際，請民眾協助填寫園區滿意度問卷作為意

見反饋。是日活動兼具歷史性、紀念性及專

業性，相信各單位及參與民眾皆獲益良多。

(恆春研究中心‧陳巧瑋)

植物氣味眾說紛紜科學解碼

為測試一般大眾對市售精油的氣味描

述，本所木材纖維組葉若鋆助理研究員特辦

理「尋找好鼻師―植物氣味翻譯工作坊」邀

植物園董景生組長講解野花園的設計與各種植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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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110年03~04月人員異動單

調陞人員

姓　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生效日

王培蓉 森林經營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森林經營組研究員兼組長 110.03.15

蔡佳彬 六龜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六龜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主任 110.04.16

調任人員

姓　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生效日

蕭育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東勢林區管理處技佐
植物園組技佐 110.03.02

請熟悉氣味的民眾參與品評與測試工作。本

次活動安排包含三個部分：植物氣味評測、

植物氣味講座以及植物園野花園導覽。由於

測試工具與場地限制，本工作坊分為110年4

月7日及8日兩場次辦理。

本工作坊於3月18日公告活動資訊，請報

名者填寫印象深刻的植物氣味，依此遴選對

氣味較具敏感度的受測者，結果在短短一周

湧入4百多人報名。經主辦單位篩選後，錄取

80人參加。工作坊主要除蒐集氣味描述的研

究資料外，更重要能藉與相關人事物進行橫

向串連，故第一場(4/7)邀請到肯園負責人溫佑

君老師，談「來自玉山的琴酒―玉山圓柏香氣

探究」；第二場則由《調香手記》作者蔡錦文

講演《野菊花也有春天―花朵香氣開發與利

用》，兩位講者均以獨特的生命視角解讀精油

迷人之處，也各自帶來不同的氣味分享給大

家。兩場座談均與本所植物園組董景生組長

與之對談植物氣味在地理、文化與族群的微

妙差異。最後則由董景生組長及伍淑惠助理

研究員共同導覽野花園現場，在欣賞貌似尋

常，細觀卻又個個不俗的本土野草花中，度過

香氣繚繞的一個响午。(木材纖維組‧葉若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