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生態綠化之理念與實務 

「生態綠化」與一般人認知的環境綠化並不相同。以往所認為的「綠化」是栽植

各式花草樹木以達到視覺美觀或遮蔭的效果而已；然而，同樣的做法用在「生態

綠化」上，可能是極大的誤謬，甚至與「生態綠化」的本意背道而馳，因為生態

綠化的目的，是復育一個符合生態原則的天然林。因此在樹種選擇上，要考量當

地的潛在植被，選擇演替過程中優勢的種類作為培育的對象；而在栽植的過程

中，更要考量樹與樹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建造一個具有層次變化、結構完整的

價物社會，以期恢復高歧異度、多功能性的生態環境。除此之外，生態綠化另一

層意義，是期望該值物社會將來能夠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及微氣候相吻合，充分發

揮截流、防風、護土等功能，將環境壓力減至最低。有關高速公路生態現況評估

及潛能之調查研究，可追溯至歐洲的德語系國家，因該地區較早工業化，環境的

破壞也較嚴重，原始植被蕩然無存，所以自二十世紀初期即有學者積極從事由殘 

存的植物逐步推演破壞前可能的原始生態環境，也由於此方面研究所累積的資

訊，影響德語系國家的綠化工作，主要特色即是以生態的角度去考慮綠化的方法

與植物種類，此即目前生態綠化之濫觴。日本於二十世紀大量學習德國之政經與

文化，生態綠化的觀念也因此在日本生根茁壯，目前世界上僅此二地區是生態綠

化實施較徹底的國家。不過綠化需吻合生態原則的觀念，在全世界先進國家已逐

漸形成一股風潮。在德語系國家與日本，生態綠化多應用在大區域規劃、重大工

程建設等項目上，例如城鄉的規畫，工業區、高速公路的開發等，也有應用到國

家公園的綠化或礦區的綠化。雖然臺灣地區的生態綠化研究起步較晚，但臺灣潛 

在植被的基本架構，例如垂直觀的潛在積被單位與臺灣低海拔的潛在植被單位，

已有初步的了解；而運用潛在植被的基礎資料，採集原生樹種的種子或枝條，進

行育苗，建立生態綠化苗木殖育系統的構想已逐步進行中；甚至模擬自然植被演

替並應 



用於高速公路的綠化工作，也有學者積恆參與。另外，生態綠化的理論要被推展

至如高雄都會公園規劃案，利用現地育苗整治垃圾掩埋場，同時兼顧建立種源庫

及達到休閒功能；又如兼具防風與景觀美化的觀音工業區生態綠化等亦為同一系 

列的案例。 

〈第一節〉生態綠化的意義 

「生態綠化」即是根據所欲綠化地區的潛在植被，以人工方式誘導加速其他植物

社會演替的進行，植物苗木種類以潛在植被演替過程中優勢種類為主要培育對

象，使生態綠化後所建立的植物社會與相鄰地區的植被相互吻合，並融人地域性

生態體系的運作。 

生態綠化的目的是在復育當地的天然林。天然林的層次給構有助於減緩由上而 

下的衝擊；又各組成分子的相互串連，可降低各種由外而內的街擊，此外由於當

地複雜的野生環境的重建，對野生動物的保育亦有所助益。其主要觀念包括： 

一、天然林層次結構的重建： 

生態綠化是要重建特定地區符合其生態背景的天然林。台灣低海拔的成熟天然 

林有顯著的層次結構，典型者由上而下有第一喬木層、第二喬木層、灌木層及草

本層，對於降雨有分層截留的功能；植物社會分層的結果也創造了多樣性的植物

生存環境，所以生態綠化的目的亦即是重建天然林的層次結構。 

二、天然林複雜組合的重建： 

植物社會一如人類社會，由簡而漸趨複雜，職務分工也越趨細膩。社會組成的複

雜性乃是天然林有別於人工林的一大特色，由於環 



環相扣，可將外來壓力減緩至某一程度，例如林中的木質藤本可將森林的層次結

構與鄰近樹種編織起來，形成一堅固的實體，以減低風害等機械性的傷害。所以

生態綠化也是重建一個複雜而組織嚴密的天然林。 

恢復天然林的意義 

由於天然林是經過長時間的考驗所留下來的，因此天然林的成員及其結構應是 

最適合當地的自然環境，包括它的生存能力、水土保持功能，以及抵抗外來壓力

的能力等。而天然林之所以可以具有如此大的功效，是因為其組成複雜、結構具

有層次分化所造成的，使得它有多重防禦敘果，同時也可以有效地維護當地的環

境。 

天然林的重要特性包括： 

一、截留雨水，涵養水份，減少表土流失： 

台灣低海拔天然林的組成概以為闊葉樹種為主，加上枝條末端的樹葉，宛如一漏

斗狀的雨水收集器，雨水經第一喬木層的樹葉截留，慢慢流經校條、樹幹而到遠 

地表。雨水自樹枝流經樹幹的現象稱為莖流，而森林中的著生植物即仰賴莖流而

獲得水份，此時雨水的速度及流量，經過層層截留與著生植物的留置，已大為減

弱，到達地面時只能滋潤表土而不致造成沖刷的現象。 

二、具林綠效應，對噪音與污染產生過濾作用： 

由於森林邊緣的組成分子較林內更為複雜，且具有更嚴密的串連性，自然形成一

面不但具有層次及複雜組成，且具有縱深的網，對噪音與污染具有相當程度的過 

濾作用。 

三、減輕來阻隔風、火、病害等外來壓力的街擊： 

天然林的另一林緣效應即是形成一道天然的風切面，強勁風力常可順此坡面滑

過，減少其對森林的直接衝擊；因此緊密的林緣結構無異於一天然防護網。山谷 

地區的林分通常可涵養較多 



的水份，也常是森林大火不易燒毀的地方，因而山窪之微環境得以保有殘留林，

被摧毀的森林也因此殘留部分而能加速恢復。天然林中的病害一般都是零散的，

由於病菌常攻擊特定對象，而台灣低海拔闊葉樹種甚少同種個體群聚一地，所以

罹患病害時不會全部森林毀於一旦，天然林係藉著不同種類的鑲嵌分佈達到隔離

的效果。 

 

四、提供野生動物的棲所： 

動物是依賴植物而生存的，植物不僅給予動物糧食需求，還供應棲息避難的空

間。天然林多變化的環境，可以提供各種形式之棲所並養育許多的野生動物，事 

實上，現今許多物種的滅絕，是由於天然林遭到破壞而喪失棲所造成的。 

 

生態綠化的優點 

 

一、極具環境保護功能： 

由於生態綠化是根據特定地區的潛能，重建其天然林，而天然林複雜的組成及緊

密的結構，對於雨水的截留、污染的濾清、減緩外來壓力的衝擊，都能發揮其最

佳的功效，所以對於環境的維護較為周全。 

 

二、雖是人工林但擁有天然林的價值： 

因為是依其潛在植被選植各演替階段優勢樹種的小苗，因此適地性強，生長容 

易，對於環境壓力有較大的忍耐性。當它成林時和天然林無甚差別，且能融入自

然生態體系之中，所以生態綠化塑造出來的雖然是稱為人工林，但是所擁有的卻

是天然林的價值。 

 

三、縮短天然林的恢復時間： 

由於自然恢復成林需漫長的歲月，因此若能在森林 恢復的過程中，介入人為的 

力量，將森林演替各階段優 勢樹種的苗木愷入，如此則 可縮短自然演替過程所

耗費 的時間，在十多年之內可形 成一個完整的森林，有利於 土地的保護(圖-1)。 

 

四、符合保育觀念的綠化方 式: 

生態綠化是利用人工的手法重建天然林，而天然林也是動植物棲息的場所。所以

重建天然林即是重塑野生生物的棲地，因此生態、綠化 被認為是一種積極的保

育方法。 

 

五、美成千友無需維護管理：由於所栽植的是順應當地自然演替，且在當地都至 

少適應了長久歲月的植種，苗木多能適地生長。且和天然林一樣，老樹死亡之後， 

來自土壤種子庫的幼樹，順勢接續老樹的生態地位，所以森林能夠始終維持不變， 

因此生態綠化在森林養成之後，即不需加以維護管理。 



〈第二節〉生態綠化的進行步驟 

 

在生態綠化工作進行之前，應先進行調查研究各潛在植被單位的植物社會演替 

序列，在低海拔各地區先行調查能顯示局部地形變化及其植物社會演替的區域，

由調查所得和文獻資料共同研判各地之潛在植被。由潛在植被及各演替序列的演

替階段中，選擇優勢種類，種類確定之後即可進行育苗之工作。 

由於生態綠化所需的植物苗木，一般在市面上均不易購得，故宜在施工之前即委

託育苗，並於苗木成長後移至類似施工現場環境之處，加以馴化，以加強綠化工

程的成功率。 

而生態綠化除了當地植羣的復育外，也同時肩負著改善當地生態環境以及重建 

野生動植物棲地的功能。因此必須考暈綠化植種在當地環境的動態平衡關係，所

以生態綠化工作中應避免引用外來的種類。道路設計與環境評估時，道路開挖範

圍應先進行植被調查工作，而由植被圍判定半天然林或天然林所在位置，由於半

天然林或天然林林下的表土內藏學富的種子庫，故應加以保留，並載運至種苗馴

化場保護胖存，以供往後綠化之用。因隨著森林成長、演替，森林植物的種子不

斷掉落地面，部分種子停留於土壤中呈休眠狀態，部分種子老朽、死亡，或為動

物吞食，或經環境刺激成長為小苗 o其關係如圖二所示： 

 

苗木的種植與表土的覆蓋若能選在雨季來臨之前，則可減少乾早環境所造成的 

傷亡。尤其移植後的環境適應期是植物生命力最脆弱的時刻，若能將栽植時間與

雨季配合，則可省卻不少養護的成本。 



〈第三節〉高速公路的生態特性 

 

一般道路除了經過山區會有較多的挖、填坡面，在大都會地區可見較寬廣的路面

之外，多因順應地形做小規模闢建，因此會受地形、建築物或附近林地的屏障，

風害較高速公路低。高速公路之車速較快、車流壘較大，對當地生物相的衝擊也

相對較高，因此比一般道路的維護管理較為困難。 

和一般道路或綠地的背景環境相對照，高速公路的生態背景有下列幾個特色： 

一、高速公路的上下邊坡面積廣大： 

高速公路的設計以平直為主，又必須避開人口桐密地區，而較常經過市郊的山

區、丘|囊，所以挖方、填方情況普遍，故全線邊坡面積甚廣。 

三、高速 25各既寬且長、車速又快，易形成阻隔生物傳播、散佈的分隔帶： 

高速公路的路面至少有四線寬，多則達八線，加上兩側路肩及邊坡範間，構成一

個縱貫全省的帶狀區隔。除了地形改變造成風速加強之外，對生物的遷徙與傳播

亦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在交流道等開挖範圍較大的區段，此種阻隔的現象

尤 其顯著。因此原來殘留於城鎮、農地區間的殘留林，即形同僅存的「生態島」，

若將其創除或分割成過小的面積，則日後的復育工作將更加困難。 

四、高速公路沿線植栽管理維護不易： 

高速公路車速快、路線長、車輛眾多，且路線兩旁未必均有其他道路相連，故在

情栽的維護管理如除草、修剪、施肥等工作上，不如一般道路方便。 

 

〈第四節〉高速公路生態綠化的意義 

 

道路的綠化除了可以在景觀上達到美化的效果，調和道路興建的突出感，以及交

通安全方面具有遮強光、視線誘導、緩和衝擊、交通分離、指標等功能之外，道

路綠化也同時具有降低噪音、淨化空氣等提高環境品質的功效。另外在水土保持

方面也可防止土壤流失，達到邊坡水土保持的目的。而生態綠化除了必須為上述

的 



功能做考量之外，進一步亦須考慮恢復各該地區的自然度，以減少維護時的成本， 

並增強其水土保持之持久功能。 

高速公路的生態特性與一般道路有極大的差異，其生態綠化除了要兼顧一般道 

路綠化的功能外，因為高速公路所行經的路線多位於郊區或山區邊緣，腹地往往

比 都市道路寬闊，所以有利於生態綠化的進行;又因高速公路車速快，維護管理

的困 難度高於一般公路，而依生態綠化所種植的植被因具有自行更新的能力，

故可將未 來的維護管理費用降至最低;此外，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設既寬且長，阻

隔了該地區生態潛能的發展，因此高速公路的生態綠化不僅可利用人工方式恢復

其自然環 境，同時因其大重培育潛在植被的物種，形同低海拔生物種源的復育

場所，兼具了 保育本士生物之意義。 



〈第五節〉國內有關生態綠化尚待進行的工作 

一、植物社會演替的調查工作尚待加強： 

生態綠化可說是完全架構在植物社會演替的觀念上。台灣可劃分出許多潛在植被

單位,然而這些單位中僅有極少數的地區曾做過植物社會演替的調查工作,因此在

工程範圍確定之後,應著手加強此類調查工作。 

二、區分庭園與生態綠化區段： 

以高速公路為例,規劃時宜就各類需求,規劃庭園綠化、自然公園、以及生態綠化

所在地區,交流道附近可考慮、庭園綠化,休息站則可考慮庭園綠化或自然公園,

而在車速較快地區則應完全使用生態綠化。 

二、野生植物資源、更廣泛的運用： 

由於大部份的野生植物,無論從形態上或演化上均可說是與當地的生態因子有相

當程度的吻合,應該是綠化最適宜的種類,可是環顧目前的綠化苗木,這些本地種

源卻甚少被使用。此外野生種源尚可以種子等其他方式利用於綠化上,尤其在特

殊場所及因應特殊目的時可考慮一些極具潛力的野生種源。 

四、環境分類與生態綠化模式之建立：此部分也可說是更進一步的生態綠化,以

高速公路為例,是決定於道路邊坡的地形、地質及工程工法之分類上。不同或特

殊的地形或地質常有因應而生的特定植物種類,或許只有在道路邊坡環境有更清

楚的分類,及其綠化方式模式化之後,道路生態綠化工程才能真正進入更完美的階

段。 

 

〈第六節〉未來經營管理的原則 

 

一、苗木之取得、培育及移植： 

生態綠化基本上是一吻合地域性生態系及生態保育的一種綠化方式，如果綠化 

之前木均白天然林挖掘，此將失去生態保育的意義。生態綠化苗木產生的過程應

包含選種、採種、育苗、調適等階段(圖三)，其中選種應注意採種母樹之生育地

與健康狀況。因一廣泛分佈的種類常在不同的族群會產生形態及生理上的變異，

尤 其是一些生長在特殊生態環境的族章，其形態及生理的特殊適性可能會保留

在其 後代的遺傳種質之中。而母樹的健康狀況更是直接影響到綠化工程的成

敗，因不健康的母株可能產生活力較低的種子，在物競天擇的自然環境中極難存

活，但在人工培育的情況下，其存活發芽率可大幅提高，而這些品質較差的植株

對環境的適應及族羣的繁衍都有不利的影響。 



生態綠化之苗木來源以種子育苗為主，不宜直接白天然林中挖取苗木。種子來源

應為各施工路段地區所生長的原生樹種，因為當地所產樹種的遺傳性質往往最能 

夠適應當地環境，而且由各路段施工單位自行雇工採種，可以避免大規模集中採 

種對當地植物生態造成衝擊。 

綠化苗木可分成陽性樹種與陰性樹種，其培育方式略有不同。種子萌芽之工作皆

可於溫室進行，發芽後陽性樹種的小苗需移至室外培養，使充分接受日照，發育

成健康之植株，同時將罹病及發育不良之植株予以淘汰，適當的施肥亦可促進苗

木生長。至於陰性樹種小苗則需有一定之遮光栽培才能使植株生長良好，移植時

亦應避免陽光直接曝曬以免使頂芽產生萎縮的現象，導至發育不良。 

調適是人工栽培之苗木能否在野外存活重要之一環。移植時之苗高應以較雜草高

之苗木為考慮對象，而且盡可能用實生苗木，如此可取得根系完整之苗木。移植

後則需協助苗木逐漸適應外界的環境。 

二、植栽設計：植物社會的演替有其階段性，演替初期的先鋒植物，對於強光、

低溼度的環境有較大的適應力;而成熟林植物較適宜生長於遮蔭、土壤溼度較高

的環境。所以若在施工初期以先鋒型檔物為第一階段的植栽，待其成長至足以遮

蔭時，再種植成熟林樹種，如此可提高苗木的存活率，並降低初期養護成本。 

三、森林表土的保留與利用： 

森林表土是指土壤表層，包括最上層腐植質及第二層風化完整的土壤。因植株成

熟種子落地後，多殘存在此部份土壤之中，因此道路施工後可以利用原有之森林

表土作為生態綠化之種源。森林表士的選取以種子庫的豐富度為依歸。演替愈成

熟的森林，其土壤所堆積之種子種類愈多，土壤種子庫之豐富度愈高。因此，在

選取表土前，可根據林下之苗木數量及是否有成熟林之苗木出現來判斷。 

四、留大面積開挖區段的天然林： 

自然植被的形成需經歷相當長的時間，由破壞地經自然演替回復成為成熟林至 

少需要數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在種源缺乏的地區尚且無法恢復，因此如遇需大面 

積開挖的天然林區，能夠選擇性的保留部份天然林，往後不僅可節省未來植栽的

成 本與時間，又可保留原有的植被特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泥岩邊坡植栽之建議： 

臺灣西南部的泥岩地區土壤顆粒細小，透水性低，降雨時水分無法下滲極易產生

地表逕流，造成風化表土大量流失，同時使得植物的根系裸露於外，致使泥岩更

加喪失含蓄水分和養分的能力;每逢旱季，泥岩坡面乾燥缺水、堅硬如石，並出

現裂縫密怖的情形。植物在此惡劣的環境下生長不易，因此在陡坡地帶，需先建

立良好的護坡工程及排水系統，以防止表土流失。並先種植耐旱性強的禾本科植

物，如：孟仁草、龍爪茅、白茅、五節芒等，可快速覆蓋地表以防止沖刷。尤其

是五節芒與白茅為根系抓地力較強的草木植物，且傳播面積廣，可作為一良好的

水土保持草種。其次植入本地自生之耐旱植物如：山鹽膏、血桐、小葉桑、蟲屎、

土密樹等喬木及野牡丹、紅珠仔、田麻等灌木，使土壤中形成錯綜複雜、深淺不

同的植物根系，以達到固結土壤和穩定邊坡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