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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年12月於北京舉辦兩岸林業基層交流論壇，論壇主題為森林護管及森林療癒兩

項議題，陸方報告題目為「北京森林經營探索與實踐」、「北京森林療養發展的探索」、「北

京森林療養工作發展」、「來自國有林場國家森林公園的森林報告----實操感悟」；臺灣方

面報告的題目為「台灣森林護管制度與現況」、「台灣森林療養相關研究」、「台灣森林康

養的基本情況」、「森林療癒基地----以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為例」，雙方交流融洽。外業調

研計參觀建築理念新穎的八達嶺森林體驗館、洪雅林場之木工廠房及瓦屋山國家森林公

園玉屏山景區之柳杉林相，並於玉屏山景區會議廳體驗森林療癒課程，該課程係配合中

醫理論，以儀器檢測手、腳穴道，獲取相關數據作為健康指標，並以跑步機檢測運動前、

後之各項數據，有點類似運動醫學的概念，可作為健康諮詢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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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2016年兩岸林業基層交流」由陸方主辦，主題為森林護管與森林療癒兩項議程，

臺灣方面由中華林學會會務專員胡元瑋先生擔任領隊，成員包含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護

管員8位、台大實驗林管理處人員4位等共計13員前往進行交流，主要目的係為促進雙方

交流，並學習雙方經驗。 

 

貳、人員及行程 

一、參加人員名單 

 

 

 

 

 

 

 

 

 

 

 

 

 

 



 

5 
 

 

二、2016 年兩岸林業基層交流參訪行程表（12 月 17 日至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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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 兩岸林業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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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論壇實紀 

    2016 年 12 月 19 日於北京香山飯店舉辦“兩岸森林療養與森林管護研討會”，當日由中國

林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幸良先生及中華林學會會務專員胡元瑋先生分別致歡迎詞並互贈

紀念品。 

    論壇發表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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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京林學會秘書長王小平博士報告「北京森林經營探索與實踐」，報告中詳述北京森

林資源及經營的現況，在森林防火方面，以監測系統對重點林區進行全面的監控。 

    二、接竹東工作站森林護管員李聲銘先生報告「台灣森林護管制度與現況」，介紹台灣森

林護管員的工作項目及護管制度，以及 GPS、無線電、網路護管系統的建立等，討論

過程中，陸方學者對於台灣人工林樹種及單位蓄積量特別感興趣。 

    三、北京林學會副秘書長周彩賢女士報告「北京森林療養發展的探索」。 

    四、台北工作站森林護管員王彥仁先生報告「台灣森林療養相關研究」，讓在場的與會人

士體驗檜木精油的清新及芳香，放鬆全場的心情，帶領大家進入主題。 

 

    下午報告的場次分別是： 

    一、北京林學會森林療養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南海龍先生報告「北京森林療養工作發

展」，探討森林療養師的認證流程、課程、考核(考勤、實操、筆試、知識更新)等。 

    二、麗陽工作站森林護管員孫嘉祥先生報告「台灣森林康養的基本情況」，介紹全台各森

林遊樂區與國家森林步道的發展狀況。 

    三、四川省洪雅縣林場綜合管理處處長巫柄松先生報告「來自國有林場國家森林公園的森

林報告----實操感悟」。 

    四、台大實驗林研究助理洪志遠先生報告「森林療癒基地----以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為例」，

以科學的實驗數據分析來探討森林療愈的功效。 

 

 

 

 

 

 

 

 

照片 1：中國林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幸良先生及中華林學會會務專員胡元瑋先生及報告人

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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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業參訪紀要 

    一、參訪地點簡介 

       （一）北京外業調研機地介紹----八達嶺森林公園 

            北京市八達嶺林場位於北京是延慶縣境內，距市區 60 公里，地處萬里長城

主要關口----居庸關和八達嶺之間。林場總面積 2940 公頃，擁有華北地區面積最

大的原生暴馬丁香林。分布植物 549 種，動物 158 種。林木綠化綠達 95.89%，

為大陸首家通過 FSC 國際認證的生態公益林區，是北京地區森林垂直譜系分布

比較完整和典型的地區之一。 

            八達嶺森林體驗中心是中韓兩國攜手歷經四年時間打造的全市首家森林體

驗中心，依託中韓林業合作“北京八達嶺地區森林資源保護與公眾教育”向木

建設而成，包括室內體驗館和戶外體驗徑兩部分。2014 年 6 月 3 日，八達嶺森

林體驗中心舉行了開放儀式，正式對公眾開放。該體驗中心的開放表明北京園

林綠化開啟了森林體驗教育新時代。(摘錄自 2016 兩岸基層林業交流項目活動手

冊) 

 

        （二）四川外業調研機地介紹----玉屏山簡介 

            玉屏山，位於四川省洪雅縣西南 30 公里柳江古鎮境內。因山形似屏風，故

名為玉屏山。海拔 1200 米，森林覆蓋率為 93%，屬中亞熱帶濕潤山地氣候，年

均氣溫為 16.6℃。是集休閒、度假、會議、健身、攝影、垂釣、戶外運動、娛

樂為一體的多功能景區。非常適合避暑度假、養生休閒及山地運動。玉屏山核

心景區位於山頂，南北走向，延綿 20 餘公里，2 萬多畝人工林海，是國內面積

最大的柳杉林基地。 

            玉屏山隸屬洪雅林場，是瓦屋山國家森林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洪雅林場

於 1993 年建立瓦屋山國家森林公園，1994 年成立瓦屋山國家森林公園管理處，

開始開發森林旅遊產業。(摘錄自 2016 兩岸基層林業交流項目活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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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業參訪紀要 

        (一)八達嶺森林體驗中心參訪 

                八達嶺森林體驗中心位於北京近郊八達嶺國家森林公園內，是全國科普教育

基地，亦是市民體驗自然及休憩的一個重要據點、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乾燥季

節休園，建築主體鑲嵌於自然環境中，與環境共生，引用自然光，節省能源，建

築過程中未傷害任何一棵樹，汙廢水以濕地系統淨化，並保留自然排洪系統，是

一棟建築理念非常新穎的建物。 

               大廳採用自然採光設計，有寬敞的閱讀及休憩空間，科普知識、林業知識、

林業歷史樣樣具全。茲將展區內印象深刻者分述於下: 

 1.利用小徑木堆疊，呈現 1 立方公尺材積的概念。 

 

 

 

 

 

 

 

 

 

 

                            照片 2：1 立方公尺材積 

 

 

 2.展示早期林業前輩造林使用之工具及生活、隨身用具，藉此感念造林的辛苦

及見證過去的點點滴滴。 

 

 

 

 

 

 

 

 

            照片 3：早期林業前輩造林使用之工具及生活、隨身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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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碳中和計算羅盤(http:/www.kailaimei.com)，利用羅盤的旋轉功能顯示日常行為在

不同計量水平上的碳足跡，同時在羅盤中心對稱的扇面孔隙中，顯示要中和該

碳足跡需要種植樹木的棵數。 

 

 

 

 

 

 

 

 

 

 

                    照片 4：碳中和計算羅盤 

 

 4.科普知識的介紹：依當地的特植物介紹秋季葉片為什麼會變紅？花兒為什麼

有香味？花香哪裏來？ 

 

 

 

 

 

 

 

    照片 5：秋季葉片為什麼會變紅       照片 6：花兒為什麼有香味 

 

 5.當地特色植物的用途介紹，果實、種子、木材標本的展示。 

 

 

 

 

 

 

 

 

     照片 7：特色植物的用途介紹         照片 8：木材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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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蜜蜂蜂巢結構在建築上的應用、動物的語言、蜘蛛網的奧秘、鳥巢的架構。 

 

 

 

 

 

 

 

 

 

      照片 9：蜂巢結構                 照片 10：蜘蛛網的奧秘 

 

 

 

 

 

 

 

      照片 11：動物的語言 

 

 

        (二)洪雅林場木工廠房之參訪，該廠房蒐集許多漂流木，風倒木及杉木樹頭等作為林

產工藝使用，尤以金絲楠木最為特別。金絲楠為材質中帶金絲和綢緞光澤之樟科

雅楠屬(Phoebe)植物，古代帝王家龍椅製作、宮殿、陵寢、園林等修建，皆選用優

質金絲楠木(Phoebe  zhennan)，故該樹種自清代就非常稀有了，目前是中國特有的

名貴木材，屬國家二級保護植物(自然保育季刊 2016.12 第 96 期 香、沉香與保育

的千古奇緣)。當地稱金絲楠木為楠木或楨楠、名稱上易與台灣的楨楠屬(Machilus)

混淆。雅楠屬植物僅台灣雅楠(Phoebe formosana) 1 種。 

 

 

 

 

 

 

 

 

 

              照片 12：洪雅林場木工廠房            照片 13：小板凳製作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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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4：杉木樹頭材                  照片 15：工藝品成品 

 

 

 

 

 

 

 

 

          照片 16：金絲楠木家具               照片 17：特殊紋路----虎紋 

 

 

 

 

 

 

 

 

 

        照片 18：金絲楠木古樹(樹齡 120 年) 

 

 

 

 

                                              照片 19：柳江古鎮旁之金絲楠木古樹 

        (三)人工林更新採伐作業及柳杉造林地觀摩 

               在通往玉屏山的路上，人工林更新採伐作業正在進行中，選擇遭鼠害或形質

不良的造林木(柳杉)進行擇伐工作，集材工人仍使用傳統的釜或鉤搬運圓材至林

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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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20：擇伐後柳杉林相              照片 21：人工林更新伐採作業安全通告 

 

 

 

 

 

 

 

 

            照片 22：人力集材(採用釘、鉤)         照片 23：人力集材 

 

隨後至玉屏山景區內參觀柳杉大徑木樣板林及密植之柳杉幼齡林，區內步道以

柳杉小徑木橫斷面加上碎石舖設。 

 

 

 

 

 

 

 

             照片 24：柳杉樣板林解說牌          照片 25：柳杉樣板林 

 

 

 

 

 

 

 

             照片 26：柳杉幼齡林                照片 27：小徑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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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訪人員至會議室進行森林療養體驗，配合中醫理論，以儀器檢測手、腳等穴道，

獲取相關數據作為健康指標，並以跑步機檢測運動前及運動後之各項數據，作為

健康諮詢之參考，有點類似運動醫學的理念。 

 

 

 

 

 

 

 

 

 

 

 

 

 

 

 

 

                 照片 28：兩岸林業基層交流四川森林康養玉屏山實地行交流人員合影 

 

 

 

 

 

 

 

 

             照片 29：儀器檢測手部穴道          照片 30：電腦顯示腳部穴道 

 

 

 

 

 

 

 

 

              照片 31：運動前後心跳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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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四川與臺灣的植被型態、造林及引種歷史皆非常類似，在成都往玉屏山的路上，林道

旁山坡上栽植許多桉樹作為造林綠化樹種，都市城鄉區亦栽植陰香作為園林樹或行道

樹，尤以玉屏山區栽植柳杉 2 萬多畝，是大陸地區面積最大的柳杉林基地。在體驗森

林療癒之瓦屋山國家森林公園內，柳杉林緣旁亦有檫樹屬植物，當地稱為檫木

(Sassafras tzumu )，與台灣特有之臺灣檫樹(Sassafras randaiense)極為相似，但花期較臺

灣提早約 1-2 個月。市區樟樹高聳，若臺灣行道樹之樟樹約 2-3 樓高，當地樟樹約有

3-4 樓高，或許是當地較無颱風干擾的原因所致。 

 

    二、樹木保護方面，以成都市區(文殊院)為例，園林木立支架固定前會以草繩綁附以保護

樹皮，而草繩外側仍以鐵釘釘上木條，支撐用的3根木支柱亦用鐵釘固定在園林木上。

此外，為了園藝上的特殊造型，將銀杏不斷進行強剪成塔狀，並以鐵絲強拉定型。解

說牌亦用鐵釘直接固定，這些作法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 

 

 

 

 

 

 

 

 

 

 

 

 

        照片 32：保護樹幹之木條以鐵釘固定         照片 33：支撐用之木桿亦以鐵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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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34：園藝造型的銀杏     照片 35：解說牌直接以鐵釘釘入     

 

    三、樹木塗白之探討 

            在北京及成都市區，皆可看見行道樹根基起高約 1-1.5M 塗上白漆，經詢問解釋

為防蟲使用。經網路查詢，是塗上塗白劑，陸方亦有環保人士投書媒體，世界各國皆

未使用這種方式防蟲，且塗白劑遭雨水沖刷至表土，可能造成土壤硬化，且天然林內

林木未經塗白亦能適應生長。而官方的園林單位回覆，塗白劑的配方經過改善，不會

造成土壤硬化，林木在市區的生長環境相較天然林內相對嚴苛，因此需要特別的維護，

且塗白劑除了防蟲外，亦有抗凍等多項功能。因此市區行道樹塗白仍是園林單位的重

點工作之一。 

            樹木塗白或許有其之功效，但仍應透過科學的試驗比較，比較不同的樹種，不同

林齡的相同樹種，有塗白或無塗白間林木生理上及病蟲害危害上之差異，選擇對林木

及環境無害的方式進行植物保護工作。 

 

 

 

 

 

 

 

 

 

 

 

 

          照片 36：成都市區樹幹塗白之法國梧桐    照片 37：樹幹塗白之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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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摘錄北京林學會秘書長王小平博士北京森林經營探索與實踐報告 

    一、北京自然條件 

     面積:16,410.54Km2。 

     地形:山區 62%,平原 38%。 

     海拔範圍:20-60 公尺；大部分為 500-1500 公尺；最高峰 2303 公尺。 

     氣候: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 11.6℃；年平均降雨量 585 mm，主要集中在 7-9

月。 

 

    二、北京主要植被概況 

        森林植被：溫帶落葉闊葉林、針葉林(松櫟混交林)。 

        森林覆被率：從解放初期的 1.3%至 42.35%(2016 年)。 

        主要人工林：油松、側柏、華北落葉松。 

        主要次生林：櫟類(6 種) 、山楊、椴樹、樺木。 

 

    三、北京森林資源現況 

            至 2015 年底，林地面積達到 108.14 萬公頃，森林面積達到 73.45 萬公頃，綠地面

積達到 8.02 萬公頃。全市森林覆蓋率達到 41.6%，林木綠化率達到 59%；城市綠化覆

蓋率達到 48%，人均公園綠地 16 平方米，市域範圍內基本形成“山區綠屏、平原綠

海、城市綠景”的綠化格局，城鄉生態景觀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四、北京的森林經營概況 

        (一)北京的森林經營工作始於 2003 年，之前以造林為主。 

        (二)措施以中幼林齡撫育(密度管理)為主(去弱留強)。 

        (三)森林健康、近自然森林經營、景觀恢復、森林認證等技術，通過國際合作引入並

豐富了森林經營內涵。 

        (四)2003 年開始，累計開展各類森林經營面積約 700 萬畝，對於提升北京地區的森林

質量發揮了巨大作用。 

 

    五、過去五年裡森林經營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山區森林資源總量顯著增加 

               五年增加森林資源 68 萬畝，森林覆蓋率由 50.97%提升到 56.65%，林木綠化

率由 71.35%提高到 77.22%。山區森林資源年固定 CO2 約 980 萬噸，釋放氧氣 760

萬噸，涵養水源 8.4 億立方米。 

        (二)森林經營實現了質的轉變 

               開展森林健康經營 360 萬畝，森林質量明顯提高，單位蓄積量由每公頃 27 立

方米增加到 28.77 立方米，健康森林面積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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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森林整體功能提升 

               山區森林生態服務價值由 4328 億元增加到 5540 億元，占全市森林生態服務

價值的 87.5%，山區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抵禦暴雨、洪水能力日益

增加。 

        (四)是森林保護能力得到加強 

               森林防火基本實現了重點林區的全面監控，林木有害生物防治全面加強，保

障了 山區生態安全。 

        (五)帶動了林業就業增加 

            山區 126 萬林農每年通過促進發展機制實現人均受益 340 元。 

        (六)促進了休閒旅遊發展 

            景觀環境質量的改變，帶動了山區民俗旅遊等綠色休閒旅遊發展。 

 

    六、面臨的發展機遇 

        (一)生態文明建設國家戰略----新動力。 

        (二)京津冀協同發展----新空間。 

        (三)建設國際一流和諧移居之都----新目標。 

 

    七、面臨的挑戰 

        (一)生態資源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 

               70%的林分處於亞健康或不健康狀態，純林和幼林齡多，混交林少，每公頃

蓄積量僅 28.57 立方米，碳儲量僅為每公頃 21 噸，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 40.1%

和 46.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8.6%和 29.4%。平原農田林網出現大量的斷帶、殘

破，河道綠化沒有形成景觀，生態服務功能較差；山區有近 300 萬畝低質效林需

要改進。 

        (二)生態資源布局有待進一步優化 

               森林資源主要分布在山區，平原地區森林面積僅為 14.41 萬公頃，占全市森

林面積的 21.87%。平原地區森林覆蓋率只有 14.85%，大大低於全市 37%的平均水

平，森林、濕地等生態資源呈現“山區多平原少”的不均衡分布。 

        (三)生態資源功能有待進一步拓展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市民對生態環境的要求略高，城市生態承載

能力、生態產品供給能力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森林資源在景觀、休閒、遊憩、

教育、避險等方面的功能有待進一步完善。 

        (四)生態建設投融資渠道有待進一步拓寬 

               生態建設作為社會公益性事業，長期以來，政府的公共財政投入市旗投資的

主要來源，受體制、機制的約束因素引響，社會資金進入較少，生態補償措施不

健全。 

 

    八、十三五期間相關主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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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森林經營工程 

               實施山區低效林改造和森林健康經營，以國家“京津風沙治理工程”、“太

行山綠化工程”為骨架，以提質增校為主要目標，對全市 100 萬畝低效生態公益

林進行改造提升，封山育林 100 萬畝。大力加強 300 萬畝山區生態林健康經營。 

               推動平原地區林木資源可持續經營，在做好百萬畝平原造林工程後期養護的

基礎上，對平原造林，以及一道、二道綠隔和“五河十路”綠色通道區域平原地

區約 200 萬畝生態林，開展林木撫育和森林可持續經營。 

        (二)森林旅遊發展工程 

               全面提升全市森林公園及其他森林旅遊景點的基礎設施，建設高品質森林旅

遊景區，打造高端森林旅遊景點，開拓森林旅遊精品線路，提升遊客接待能力，

弘揚森林文化，綠色文化、生態文化，推動全市森林旅遊產業全面發展。 

        (三)生態系統監測網路建設工程 

               完善全市園林綠化資源生態監測網路，健全生態系統監測評論制度，加強生

態定位站、監測點建設，完成城市站(點)、平原站(點)、淺山站(點)、深山站(點)

共 4 個監測站和 12 點監測點監測點建設，配備相應基礎設備、設施等，形成北京

森林生態系統監測網路體系。 

               以公園景區為重點，建立負氧離子監測發布網路體系，成為群眾直觀感知森

林、綠地生態價值的窗口。 

        (四)健全和完善生態效益補償制度 

           1.建立健全生態補償制度。進一步完善山區生態林管護補償機制、公益林生態效

益促進發展機制，提高補償標準，體現區域協調發展理念，建立與工資和物價水

平掛鈎的動態增長機制。 

           2.探索建立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和濕地保護獎勵政策。 

           3.建立天然林保護制度。 

    九、森林經營重點展望 

        (一)提出具有北京特色的多功能森林經營技術。 

        (二)鄉土種質源保護與苗木繁殖技術。 

        (三)森林土壤質量監測與改良技術。 

        (四)自然保護區、濕地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技術。 

        (五)森林資源價值評估與生態補償。 

        (六)生態旅遊與森林文化發展。 

        (七)林下經濟發展技術。 

        (八)林業應對氣候變化技術。 

    十、繼續擴大國際合作 

        (一)繼續擴大前期國際合作成果，近自然森林經營、森林健康經營、森林景觀恢復、

森林認證等，加快成果推廣。 

        (二)在應對氣候變化、大都市水源地保護網路、節約型園林建設、綠色產業和公眾環

境教育等領域擴大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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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積極利用國際低息貸款，建設一批集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運行模式為

一體的國際合作示範基地。 

        (四)緊抓“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機遇，“引進來”和“走出去”並舉，建立以友好城

市為主體的園林綠化交流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