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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進口量約為460萬立方公尺，主要用途：

紙漿用材、建材、木製家具、木質容器(包裝

材)、燃料材與景觀用材等。

黃所長會後表示，若能掌握臺灣土肉桂

的優勢並選育出無毒、無致癌性的品種加以

推廣，將具有市場優勢。對於紅豆杉的栽植過

程，希望將實務經驗留下書面紀錄，有助於日

後相關業務之執行。(技術服務組‧陳瑞琴)

蓮華池森林驗證2017年度審查

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的試驗林

地，去(2016)年申請森林驗證，並獲得國際森

林管理委員會(FSCTM)授權的第三方驗證公司

稽核通過，取得第一張國有林森林經營(FM)

驗證合格證書。今年6月26至29日驗證公司依

規定派員至蓮華池研究中心進行年度審核。

一年來的森林經營，無論在生物資源永

續上或水資源保護上皆獲的專家學者與周邊

社區居民的肯定。在重視勞動者工作與職安

權益方面，稽核訪談勞工，肯定森林經營作

業為社區帶來的就業機會，勞動者的權益亦

林業試驗所106年度6月份專題演講

本所於106年7月3日舉辦6月份科技研究

專題報告，本次主講者為育林組何政坤組長

和林業經濟組陳溢宏先生，講題為「高經濟

林產品生產鏈關鍵技術之研發」與「國內主

要木竹產品消費流向分析」。

何政坤組長進行林產品生產鏈關鍵技術

之研發，希望找出生產鏈的關鍵門檻，予以

突破、降低生產成本。如南洋紅豆杉臺紅3號

透過建立採穗園，從育種、繁殖、育苗、栽

培的生產鏈，可大量繁殖插穗提供技轉產業

栽培。臺灣土肉桂具有商品價值的為肉桂醛

型與伽羅木醇型品系，以組培苗的枝葉與葉

片收益最高，精油收率則嫁接苗與扦插苗差

異不大，頗具有商品化開發價值。

陳溢宏先生進行國內主要木竹產品消費

流向分析之研究，由研究結果顯示，在竹材

加工業之國內原竹需求與流向部分，以2014

年刺竹、長枝竹、孟宗竹及桂竹的原竹總需

求量為90,058公噸；2015年國內木質模板面板

及角料需求為195,441立方公尺；2016年木質

動態

林業試驗所106年度6月份專題演講，主講者由左至右分別為何政坤組長和陳溢宏先生。(陳瑞琴 攝)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4 No. 5 2017 85

動
態

獲得保障。周邊居民對於蓮華池試驗林帶來

的效益也都給予肯定，顯示蓮華池森林的經

營與鄰近社區已建立良好關係。

FSCTM森林驗證5年為一期，審查通過後

仍需透過每年的審核機制來維持驗證品質。

透過本次的年度審核，驗證了在我國現有法

令、制度及國際標準下，林業試驗所的森林

經營已符合國際水準，間接證實國有林地的

經營早已與國際接軌，臺灣的國有林經營已

成為環境保護、社會有益及經濟可行的負責

任森林經營者。(蓮華池研究中心‧林仁瀚)

林業試驗所與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合

辦中興文創「森林‧生活」特展

本所於106年7月22日至8月31日假宜蘭縣

中興文創園區舉辦「森林‧生活」特展。宜蘭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其前身為臺灣最大紙業–中

興紙廠，近百年更迭，將以文創基地新面貌，

伴其深厚在地的文化蘊含，再顯於世人面前。

本次展覽圍繞在森林研究與生活的密不

可分的關係，仔細觀察吾人生活中處處都是森

林利用的蹤跡，衛生紙、傢俱、報紙、食用油

等，展覽內容及展品包含六大針闊葉樹、木竹

炭利用、環保材、樹木29種姿態、森林芳療、

苦茶油、植物防蚊、木藝品研發等主題，由森

林利用組、森林化學組、木材纖維組等林產三

組人員提供相關研究成果供民眾參觀及體驗。

7月22日中興文創園區試營運開幕當日，

由黃裕星所長率林產三組相關同仁親臨會場

參與開幕儀式，並於開幕儀式後展場導覽

中向林聰賢主委及宜蘭代理縣長吳澤成報告

本所林產研發最新成果。黃裕星所長表示，

本特展除了切合展場前身中興紙廠歷史背景

外，搭配展場進駐之木藝文創工作者，提供

木藝文創工作者創新媒材與研究發展媒合可

能，及增進社會大眾對於臺灣森林利用研究

及國產材之瞭解。(森林利用組‧林柏亨)

R語言的教學與分享 

田野調查工作所攜回的數據或資料，需

要透過後端的統計與分析，方能將豐富的研究

林試所同仁與稽核員合照。(林仁瀚 攝) 林振榮研究員兼組長向林聰賢主委及宜蘭代理縣長吳澤成

報告本所林產研發最新成果。(林柏亨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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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呈現。因此，如何製作出資訊充分、淺顯

易懂、美觀卻又不失焦的圖表，往往是研究人

員需要費盡心思並且多加著墨的一環。

8月3日特邀請廖俊奎博士至六龜研究中

心，進行R語言的教學與分享。面對大數據時

代，如何將自由軟體程式語言應用在研究工作

上，從龐大的資料數據中快速找尋彼此之間的

相關性，進行運算及展圖，發揮事半功倍的效

果，是我們希望藉由R語言的學習中，所獲得的

寶貴知識。廖博士亦針對林業研究人員在工作

上，經常運用的模組或案件加以剖析與討論，

整日下來，讓參與此次活動的人員收穫滿滿，

並預約假以時日，能夠再度邀請廖博士至中心

分享更進階的R語言。(六龜研究中心‧龔冠寧)

六龜試驗林臺灣杉人工林中層疏伐

試驗區現地勘查 

六龜研究中心轄區擁有近1,500公頃的人

工造林地，其中以臺灣杉為大宗。在面對目

前臺灣如何提高木材自給率的國家政策與世

界趨勢下，並讓沉寂許久的國產材市場能夠

再度蓬勃，使臺灣豐富的林木資源不再只是

看得到卻吃不到的狀況，是林業研究人員的

重要使命與任務。

 8月10日經邱副所長指示，特邀集各大專

院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六龜臺灣杉人工造林

地進行現地勘查及討論，從先端的林地經營、

留存與伐採木的選擇條件，到後端的木材利用

及市場價格區位等各項議題進行意見交換。

未來規劃將從小面積試驗區先行著手，

採取日本已運作成熟的中層疏伐作業技術，

期望於將來能培育出品質與經濟價值兼具的

臺灣杉單木。冀能重新建構臺灣木材市場的

產業鏈，使得林木利用從上遊的生產端至下

游的利用端都能有良性永續之循環。(六龜研

究中心‧龔冠寧)

舉辦「琴森意 」―宋國昌胡琴暨

劉邦漢木藝創作展及開幕典禮

「琴森意众」―宋國昌胡琴暨劉邦漢木

藝創作展開幕典禮於8月16日(三)上午在台北

R語言的教學與分享現況。(龔冠寧攝) 委員聽取六龜研究中心說明臺灣杉人工林中層疏伐的規劃

與操作。(龔冠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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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欽差行臺舉辦，為8月11日至9月17日

的展覽及相關系列活動揭開序幕。

此次展出作品分為兩大類，其一為臺灣

製琴大師宋國昌先生的創作胡琴十餘把，當中

最耀眼的是「獨佔鰲頭」胡琴系列，其淳厚寬

闊的音域表現及霸氣十足的出眾造型，已獲得

兩岸及國際華樂界多位演奏家典藏。展品中還

有一把獨一無二的「鳳儀天下」琴，使用老紅

木(奧氏黃檀)及一級蟒蛇皮製作，結合珠寶加

工、雕刻及雕琢等技法，是宋先生珍藏多年的

創作品，十分值得細細欣賞。

其二是由知名木藝創作家劉邦漢先生

所提供的五十多件作品，此部分作品類型多

樣，是橫跨其三十餘年創作生涯的總集合，

大致分為采木嵌花、組木藝術、造型藝術、

鑲木藝術、漆器藝術及多寶格系列。其中作

品「律」(鑲木藝術)，結合了零料彩木拼接、

切割層疊後，最後削圓打磨成型，其耗時費

神之技藝，細看時一定會忍不住讚嘆其巧釜

神工。而組木藝術系列則是最貼近老師給人

印象的作品類型，其逗趣多變的造型及組合

方式，在再呈現出創作者的藝術家風格。

開幕式由黃所長裕星親自主持，與會嘉

賓眾多，冠蓋雲集。典禮由客家歌王歌后高

歌數曲來祝賀展出順利成功，緊接著是黃所

長及貴賓們致詞，最後在歡唱及歡笑聲中，

長官與嘉賓們大合影，為典禮畫下喜悅圓滿

的句點。(技術服務組‧徐露玉、康碩容)

欽差行臺「琴森意 」展覽系列推

廣活動順利圓滿

由林業試驗所、台灣義田公益協會、

鑫昌二胡藝術琴坊及啄木鳥工作室共同舉辦

「琴森藝众―宋國昌胡琴暨劉邦漢木藝創作

展」，除展出作品及解說導覽外，展期間還

安排4場推廣活動，分別為胡琴門診(8/23、

9/10)及木藝創作DIY(8/27、9/3)。

宋國昌老師的胡琴門診，對象為正在學

習二胡的民眾，如發現胡琴有任何異狀，可

將胡琴帶至現場，經由宋老師製琴多年的經

驗調整後，除可讓每把琴擁有更完整的音域

琴色外，更可藉由個案講述，了解胡琴發聲

原理及養護技巧，活動中不乏看見各個胡琴

主人驚喜自己胡琴音色變化後滿意的樣子，

都直呼收穫豐碩不虛此行！

而帶領木藝創作DIY的是此次展覽的另

位創作者―劉邦漢老師。DIY手作活動中，劉

老師精闢地點出木藝創作的要領，激發起大

朋友和小朋友的無限想像力；DIY完成作品不

論是手足舞蹈、活靈活現的樹枝人偶創作，

或是彩繪著繽紛亮麗熱帶雨林色彩的木紋箭

毒樹蛙拼圖，都讓參加民眾驚訝於自己創作

的無限可能性。

本次展覽中的4場木藝推廣活動圓滿完

琴森意 開幕典禮大合影。(袁黃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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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藉由實際的木藝手修與手作，拉近了木

頭與人的距離，更讓森林與木頭逐漸重新定

位回到我們的生活裏。(技術服務組‧徐露

玉、福山研究中心‧張勵婉)

滿茶古道簽約動態報導

由林業試驗所管理的屏東縣滿州鄉里

德苗圃，日治時期是全臺最早設立母樹林的

林業事業地，被稱「臺灣第一母樹園」，至

今仍肩負著保育重任；墾管處與林試所今天

簽署環境教育合作協議，共同輔導地方經營

「滿茶古道」生態旅遊，因古道路線大部分

在苗圃內，也卸下母樹園的神祕面紗。 

歷時1年籌備，今年8月25日林試所黃裕星

所長和墾管處劉培東處長在小墾丁渡假村簽

訂合作備忘錄，將共同輔導滿州生態旅遊觀光

促進會經營「滿茶古道」環境教育生態旅遊行

程，並以「滿茶古道開學日」為主軸，希望提

供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產業同時，也能延續在

地文化記憶。從日治時期前就存在的「滿茶古

道」長約3公里，是滿州村和港口村之間的山間

小徑，古道大部分在林試所里德苗圃範圍內。

「里德」因排灣語發音之故，舊稱「豬

(左)宋國昌胡琴門診活動現場。(徐露玉 攝)；(右)劉邦漢木藝創作DIY活動現場。(康碩容 攝)

(左)「滿茶古道」早年是學童的求學路，林試所黃裕星所長和墾管處劉培東處長簽署合作協議前，背著書包感受當時的古道求
學路；(右)簽約後的大合照。(范義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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朥束」，其母樹園即今日的里德苗圃，目前

由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管轄，面積98公

頃。里德母樹林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殖產

局轄下最早成立的事業地，並設有母樹園，

之後更成為恆春研究中心創始之根基。成立

目的是為蒐集培育各種有用熱帶植物，經評

估適應環境之後，再將之轉植推廣，時至今

日已兼有母樹園、採種園、區外保育區及試

驗田等多元化功能。

這條早年先民步行上課的小徑，途中還

有許多珍貴林木，未來將由當地解說團隊引領

遊客造訪，背著書包體驗先民辛苦上學路。恆

春半島的觀光景點除了墾丁大街、鵝鑾鼻，即

將多了一個新選擇，就是「滿茶古道、里德母

樹林」生態旅遊。(恆春研究中心‧范義彬)

看見未來―林業新思維

本所106年度「試驗林經營管理」期中業

務考察於8月26日抵達六龜，藉由本次業務報

告的機會，特別針對六龜研究中心近期與各

單位共同研究之人工林新的經營方式，和與

會的委員共同討論。

為因應未來的國際趨勢，木材進出口的

條件將日趨嚴峻，臺灣木材需求過度依賴進

口來源，恐有遭限制和約束的可能。為確保

市場有材可用，從事國產材的生產將是根本

的解決之道，我們將思考要如何能夠逐年穩

定的提供高品質的中、小徑材，甚至是未來

能夠搬出大徑級的單木，如臺灣杉、柳杉等

造林木。林木的生長需時間來等待，先前的

規劃和經營方式更顯重要，參考日本營林–

中層疏伐的林業新思維，將是我們努力的方

向。(六龜研究中心‧龔冠寧)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監察委員

至福山研究中心進行業務巡察

106年8月31日至9月1日，由監察院召集

人章仁香委員領隊，率楊美鈴、包宗和、陳慶

財、江綺雯、方萬富等5位監察委員，並由農

委會翁章梁副主委等人陪同，至本所福山研究

中心進行業務巡查。該隊一行13人於8月31日

晚間9時，抵達福山研究中心住宿，雖正值炎

炎夏日，但因受海棠颱風環流影響，夜晚間歇

性降雨，氣溫也降低不少，伴隨著蟲鳴蛙叫，

讓大家在福山度過了一個涼爽的晚夜。

9月1日上午監察委員們於自然中心欣賞

完【幸福山林】影片後，隨即進入植物園考

察，包含水生植物池、蝙蝠亭、杉木林下蘭科

植物區，最後至山羌亭結束。整段行程除黃裕

星所長、劉一新主任全程陪同外，更由福山最

資深的金牌解說員黃淑梅小姐，以輕鬆活潑、

唱作俱佳的方式，詳細且完整地介紹福山最具

魅力與特色的環境，及動植物生態，參觀行程各取所需的單木利用更加提高林木價值，發展客製化伐採

經營。(龔冠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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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受監察委員們的喜愛與好評。

下午於福山研究中心會議室，進行業務

交流與座談，分別由本所黃裕星所長、林務

局楊宏志副局長、及農委會國國際處林家榮

副處長，針對林業試驗所、林務局等二機關

當前業務、及政府所推農業之南向政策進行

簡報，並進行交流討論。

總體而言，本次監察委員們經由實地參

訪，對於福山能以現有人力，維持植物園的

生態環境，並進行成功的動植物就地保育，

印象深刻且讚譽有佳，更盼未來農委會可以

挹注更多人力及經費，充實福山的環境設

施！(福山研究中心‧張勵婉 )

2017森林資源保存與利用研討會

森林資源保存與利用研討會從2007年舉

辦至今已邁向第11年，每年都吸引許多從事

林業相關工作以及森林資源研究的專家學者

們熱情參與，今年福建農林大學共11位師生

專程前來參與本研討會，並進行學術交流，

增進雙方對於兩岸森林資源現況以及經營模

式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本次研討會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

試驗所、中華林學會以及國立宜蘭大學共同

主辦，於2017年9月7~8日在本所四樓會議室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監察委員們於福山研究中心業務巡察。(張勵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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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由黃裕星所長親自主持開場。此次研討

會共分為五個主題，分別為繁殖育苗、林木遺

傳、林產物利用、育林技術以及森林生態，每

個主題各有7~10篇不等的文章投稿，共42篇論

文。會議中除了國內的專家學者們發表其研究

成果外，其中有10篇論文係由福建農林大學的

師生發表，從他們的報告中得知，杉木在中國

大陸係非常重要的經濟樹種，因此進行相當多

對於杉木的研究。由於中國大陸目前森林資源

利用仍以林木生產為主，因此他們對於臺灣森

林資源保護非常感興趣，尤其是針對森林副產

物開發以及林下經濟發展等，會議中大家也分

別針對各自感興趣的部分進行熱烈討論。

會議後，福建農林大學由吳鵬飛博士代

表致意，並且歡迎臺灣的林業專家學者們11月

到福建農林大學參與他們舉辦的研討會，育林

組何政坤組長也回應希望雙方未來能有更進一

步的交流合作，並且歡迎明年繼續來臺參與森

林資源保存與利用研討會。(育林組‧李宗宜)

中埔研究中心辦理食農教育講習

中埔研究中心於本年度9月10日及27日，分

別於嘉義市環境保護林研究中心與雲林縣四湖

鄉四湖海岸植物園，辦理兩場次共172人次參加

之食農教育推廣講習活動，主要對象一場次為

一般民眾，另一場次為國中、小學校教師。

本次講習活動主題包含：食農教育概

2017森林資源保存與利用研討會全體合照。(林欣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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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106年9月人員異動單
離職人員

姓　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生效日

呂依純 福山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106.09.01

調入人員

姓　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生效日

歐姿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家畜衛生試驗所主計室組員
主計室專員 106.09.26

中埔研究中心辦理食農教育講習。(蔡景株 攝)

述、食農教育植物栽種材料實務教學與現地

實作及植物栽種後之基本養護與照顧方法，

講習目的是希望藉由食農教育講習宣導，讓

一般民眾及學校教師了解並認識植物的無毒

栽種概念，及一些基本的植物養護照顧方

法，以利未來臺灣推廣相關安全農業、友善

農耕政策，共創美好的生活環境，並提升臺

灣農業技術水平，創造臺灣農業產品更高價

值。(中埔研究中心‧蔡景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