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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都市樹木的保護工作，已成為國際間都市林管理相當重要的課題。

林業試驗除了努力強化國內樹木保護相關的基礎與應用性研究外，並持續與

美國、日本等國際樹藝及樹木醫相關單位保持良好互動，為國內導入國際樹

木保護知識與技術。本次參訪，經由日本一般財團法人綠化中心與當地執業

之日本樹木醫安排，成功為臺日樹醫建立未來的夥伴關係，並逐步完成「臺

日樹木醫手冊」出版作業，同時了解國際級城市都市樹木健康管理，以及生

物炭於都市樹木土壤改良之多元應用。特別是生物炭過去主要是來自於農業

廢棄資材的回收，並加以應用於農業，日本樹木醫成功將之導入都市樹木立

地環境的土壤改良，並成功讓樹木的生長勢逐漸恢復，為相當值得參考之案

例。在日本當地，生物炭於土壤改良之應用，除了有樹木醫外，還有專業土

壤改良師的認證制度，可作為國內推動生物炭產業於都市林應用之參考。未

來臺日雙方將持續就樹醫制度、生物炭及都市樹木管理等方面合作交流。本

所樹木醫學中心團隊，與日本樹木醫長期維持友好合作關係，將扮演雙方合

作重要媒介，持續為國內導入國際樹木醫學與生物炭等方面的相關知識和技

術，有助於未來國內樹木保護人員考訓制度的推動，提升樹醫知識並與國際

接軌，並為臺日雙方未來在樹木醫學理論與實務之交流奠定良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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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鑑於生物炭(biochar)可作為固態然料，或與土壤摻配，作為土壤改良

材料，具有復育土壤、促進作物生長及固碳之效果，極具應用於都市林土壤

改良的潛力，目前於日本樹醫及街路樹維護管理上應用廣泛，值得正值發展

生物炭產業初期的臺灣借鏡學習。本所於 106 年度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助補助計畫「農業資源循環暨農能共構之產業創新」項下單一計畫

「林業資材與木竹炭多元應用技術開發之研究」，規劃透過參訪日本樹木醫

負責單位與民間生物炭於都市林產業應用情形，了解日本生物炭產業於樹醫

技術研發與應用等面向之推動，經由現地實務參訪日方生物炭推廣應用於都

市林業經營成功之經驗，期能以此提昇國內生物炭之多元生產與應用，建全

國內樹醫技術的研究發展，並導入都市林管理新構面。 

 日本於 1991 年開始推行「樹木醫」考訓制度，由農林水產省林野廳委

託財團法人日本綠化中心執行，並由森林總合研究所協助樹木醫培訓及教材

編撰。林業試驗所於民國 101 年底成立我國第一個官方「樹木醫學中心」，

提供樹木醫學整合性服務窗口，並持續導入國際樹木醫學與都市林健康管理

相關研究與認證制度，並於民國 104 年與日本綠化中心簽訂出版契約，由該

中心授權本所翻譯最新版「日本樹木醫手引」，並加入符合我國風土民情之

章節，編著成「臺日樹木醫手冊」。 

 為延續臺日雙方樹醫領域之交流合作，林業試驗所樹木醫學中心團隊受

日本一般財團法人綠化中心邀請赴日參訪，就「臺日樹木醫手冊」之出版細

節與未來合作方向進行交流，同時會同具現場經驗之日本樹木醫，就生物炭

於都市林環境之應用與樹醫制度建立之研究、技術、產業及實務面之相關經

驗進行交流及資料蒐集，期能健全及強化國內生物炭、樹醫技術與都市林健

康管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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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目的 

 為延續臺日雙方之樹木醫學與都市林管理，日本綠化中心來函邀請本所

樹醫團隊赴日，持續就樹木保護相關技術合作與經驗進行交流，並商定未來

雙方合作項目及計畫。經本所團隊評估，日本近年來應用生物炭於都市林樹

木培育與養護方面，有具體之成功經驗，除有效去化都市樹木修剪及汰除產

生之木質材料外，於天然災害後之倒木、漂流木處理，更見成效，值得進一

步學習其方法。農業資源循環經濟為國內現階段重要科技施政方針，本次行

程並規劃借鏡日方在以廢棄資材炭化後應用於都市林土壤改良、樹勢恢復等

技術，期能以此建構農林業可循環運用資材，應用於都市樹木保護工作，完

善國內樹木保護相關產業與研究。 

 為建立我國樹醫認證制度，同時強化生物炭在都市樹木管理之應用，完

備國內之森林與都市樹木保護產業鏈結，引領臺灣都市樹木保護與健康管理

與國際接軌，本所申請科發基金補助，辦理本次參訪及交流計畫。訪日行程

由林業試驗所黃所長裕星帶領本所樹木醫學研究團隊，拜會一般財團日本法

人綠化中心與具備實務操作生物炭經驗之日本樹木醫。雙方就日本樹木醫制

度的建立與生物炭在都市樹木管理之應用進行交流，並針對未來雙方合作出

版「臺日樹木醫手冊」之細節，簽訂再變更契約書。在生物炭應用方面，也

經由具實務操作經驗的日本樹木醫，分享生物炭在土壤改良與都市樹木照護

方面的應用，瞭解日本如何透過生物炭的應用，成功促進都市樹木生長勢的

恢復。透過本次交流，期能導入日本成功之經驗，完善我國林業永續經營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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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程摘要與工作記要 

一、行程摘要 

    本次赴日參訪行程，依照日本綠化中心的邀請與建議進行規劃，分別就

台日樹醫交流、生物炭於日本樹木醫之利用、日本都市林與受保護老樹管理

等議題進行研商與實地考察。 

奉 派 人 員 

職 級 姓 名 

黃裕星 所長 

吳孟玲 主任秘書 

徐中芃 助理研究員 

劉則言 助理研究員 

出 國 事 由 

農業資源循環

暨農能共構之

產業創新 

日     期 
起 迄 地 點 任     務 

停 留 

天 數 

備  
註 月 日 星期 

12 14 四 台灣→日本東京 

於桃園機場搭機前往日
本東京。 

東京都行道樹管理維護
現況參訪 

1 

 

12 15 五 東京 

拜會日本綠化中心，並與
日本樹木醫，就生物炭於
樹木保護應用情形進行
討論、交流及學習。 

1 

12 16 六 東京 

由日本綠化中心協助安
排，了解日本生物炭產業
於樹醫技術研究及現階
段實地應用情形，研商生
物炭於樹醫技術上的多
元應用性。 

1 

12 17 日 東京 

與日本樹木醫共同實地
參訪生物炭應用於東京
街路樹立地環境改良情
形。 

1 

12 18 一 日本東京→台灣 

東京都都市林維護現況
參訪。 

於日本東京搭機返回台
灣。 

1 

合  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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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記要 

    本次赴日參訪行程主要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是與日本綠化中心就「臺

日樹木醫手冊」的細節與內容進行討論，雙方並針對未來可以進行合作的議

題與方向進行交流；同時，針對近年來日本樹木醫如何有效將生物炭應用於

都市林的土壤改良，並促使樹木生長勢的恢復，也經由日本樹木醫的解說有

所瞭解；最後經由對日本東京地區行道樹與受保護樹木的實地勘查，瞭解樹

木醫制度再日本推動之現況，以及生物炭再樹木醫領域的實務應用情形，其

能將相關知識及實務面之研究成果導入，作為國內未來在都市樹木保護研究，

以及生物炭於都市林產業應用發展之借鏡。以下將本次行程，依照與參訪主

軸分為三大主題，分別詳述進行交流之內容。 

(一) 臺日樹醫交流－拜會一般財團法人日本綠化中心 

    本次赴日交流參訪，其中一項重點任務，是希望經完成本所與日本樹木

醫負責單位「一般財團法人日本綠化中心」能建立長遠合作默契，並期能將

日本樹木醫長年在樹木醫領域研發的理論知識與實務操作技術導入國內，作

為未來都市樹木管理技術研發之參考。臺日雙方並針對預計合作出版的「臺

日樹木醫手冊」的細節內容，從本書的最終中文書名的確認、到各個篇章的

次序與內容、參與團隊等，逐一進行檢視與研商(圖 1)。考量樹木醫這個名

詞源自於日本，黃所長代表本所團隊提出將原訂書名「臺灣樹木醫手冊」更

改為「臺日樹木醫手冊」，一方面可代表本書之內容是台日雙方合作之成果，

另一方面也可向國內民眾說明，臺灣導入日本樹木醫相關知識與技術的成果。

討論過程中，雙方也就幾個可能的書名進行研商，比如樹木醫手冊、台灣樹

木醫學手冊等，然而日本國內現在即有「樹木醫」和「樹木醫學」兩個使用

上有所區別的專有名稱；其中樹木醫偏重於技術與實務面的應用，樹木醫學

則著重於學術領域的研究，以本書的內容來看，日本綠化中心日本篇章撰寫

與安排時，將之定位在都市樹木應用層面知識與技術觀念的建立，故日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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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樹木醫學的名稱。最終因考量若延用原訂台灣樹木醫手冊此一書名，

一方面無法呈現本書之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翻譯日方最新樹木醫手冊的篇

章，亦無法傳達本書導入日本樹木醫知識與技術之用心；經雙方討論後決議

使用我方所提議的「臺日樹木醫手冊」為書籍名稱(圖 2 和圖 3)。 

 此外，本書在編著的過程中，為了兼顧導入日本樹木醫的知識及融合符

合台灣現況的內容，同時翻譯日本樹木醫手冊部分章節之內容，亦請國內森

林與樹木領域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編寫符合台灣樹木保護之章節，然在日

本原著翻譯的過程中，過去因涉及每個章節原著作者是否同意授權翻譯，導

致部分專業篇章無法取得完整內容，針對這個問題，黃所長亦代表林試所團

隊向日方討論，希望針對本書中最重要卻有所缺少的樹木醫技術章節，能增

補其內容，以求完善導入日本原著中該領域的相關知識，日本綠化中心專務

在了解雙方對此書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後，代表日方同意更完整的授權此書的

內容，讓台灣能獲得更充分的日本樹木醫實務知識。 

 另關於本書出版之細節，如版權頁、章節順序的調整、台日雙方參與本

書編著團隊的資格等，雙方也逐一進行檢視和討論，日方強調除了版權頁需

要表列所有參與本書之工作者外，也需要於書本內容中，名列各章節之作者，

並分別敘述台日雙方撰寫此書作者的專業領域，已讓大家了解本書各章內容，

從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看到臺日雙方對於本書出版的重視。 

 由於本書已逐步邁入出版的最後程序，日方也相當好奇本書未來在臺灣

的應用，以及未來臺灣樹木醫相關的認證問題日。黃所長也親自向日方解釋，

雖然日本樹木醫的技術與認證制度值得臺灣效法學習，但在法制層面臺灣並

沒有「樹木醫」這樣的名詞與規範，比較相近的則是臺灣的森林法現在修正

通過後，其中明文規範的「樹木保護人員」，其所從事的樹木照護工作與日

本的樹木醫及美國的樹藝師相仿，在臺灣未來從事樹木相關工作的人員，均

需要具備樹木保護人員的執照。 

 由於日方相當好奇台灣未來樹木工作者的定位與走向，本所團隊也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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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說明目前臺灣樹木保護人員證照制度推動之現況，雖然目前仍處於法制層

面的研擬，但預計會在這一兩年內將草案公告，讓國內民眾能更加清楚樹木

保護工作者未來證照取得的方式，以及政府在推動國內樹木醫療體系的走向。

以現階段的規劃來說，樹木保護人員未來需要通過國家考試來取得執照，而

參加該考試的人員，須具備樹藝師、日本樹木醫、林業技師或園藝技師的資

格，或是相關科系的畢業生，於相關領域具有一定時間的工作經驗，才能參

加樹木保護人員的國家考試。且在該法通過之後，政府也會要求未來各縣市

政府在進行轄區內的樹木修剪、移植、種植、養護、病蟲害管理時，其工作

團隊內，必須具有樹木保護人員的國家認證資格，對於更高規格需求的樹木

保護工作，甚至會要求同時具備國家級證照與國際級證照，使國內的樹木保

護工作得以更加完備。 

 未來「臺日樹木醫手冊」的出版，在國內樹木保護工作上，絕對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里程碑。有鑑於國內目前樹木保護相關專業教科書籍，仍然相當

缺乏，故本書的出版，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不單可以作為臨場施作的重要

參考，也可以作為未來國內樹木保護人員國家考試出題的方針與參考資料。 

(二) 生物炭於日本樹木醫實際應用情形 

1. 生物炭於日本樹木醫應用現況 

 生物炭過去一直被認為是在農業上具備相當高應用價值的土壤改良劑，

主要的原因就是作物生長於土壤，其所吸收的養分、水分、各類微量元素等

都來自於土壤的供給，而土壤中微生物的多寡、種類、密度等，也會直接或

間皆影響到農作物的健康狀況與產量，且有許多研究指出，將物質碳化處理

後添加至農地環境中，可具備提高土地肥力、淨化水源、促進農作物的生長

等效益，並有助於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的儲存。 

 本次的生物炭參訪行程，由日方協助安排，讓有在日本東京職業的樹木

醫，為我們解說日本在應用生物炭於都市樹木生長情況改善的情形，同時介

紹日本相關有在進行的生物炭研發的公司，並經由日本樹醫師實際應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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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改善樹勢的案例，了解日本生物炭在都市樹木保護產業的多元應用。 

 為我們解說的日本樹木醫詹鳳春博士表示，生物炭是經由加熱生物材料

所製成的土壤添加劑，目前在日本樹木醫界被視為是相當具有潛力的土壤改

良材料。生物炭在日本的農業應用上，其實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歷史，過去

日本農民會經由將農業廢棄物(如稻稈、稻殼等)在田間燒製後，直接添加回

土壤，並發現可以此增加土壤的肥力，增加明年的作物收成。日本政府與學

校和產業結合，經由科學化方法進行生物性材料炭化後的性質檢定，並將可

有效應用於農業的生物炭料源公告給業界跟農民知道，比方說碳化的木材、

椰殼等，都是有經過試驗分析確保其可作為土壤改良材料；將這些原料炭化

後，添加回土壤之中，可取代原有的堆肥效果，來增加土地肥力，同時由於

生物炭在燒製的過程中，會產生孔隙，並可以此改良土壤結構與土壤排水(圖

4)。 

 詹博士也提出，其實都市樹木所需的生長環境，與農業作物的差異其實

很大，且隨著種植樹種的差異，用來進行都市林土壤改良的生物炭種類與添

加比例也會有所不同，加上不同的樹醫師，所注重的面向與實務經驗有所差

異，所以目前很難去規範出一個統一的標準；然而土壤改良其背後的學術理

論基礎，其實原理相通，所以日本政府也推動了「土壤改良師」的認證制度，

就是用於檢定想從事土壤改良工作的業者或樹醫師，是否具備必須的土壤相

關知識，以及是否能將這些知識與實務經驗相結合，並加以應用在都市林樹

木立地土壤環境改良之上。 

 生物炭於日本樹木醫的應用，主要是應用於都市樹木的土壤改良，將之

視為一種土讓添加物質，可於樹木種植前中後期，分階段加入土壤之中，以

此促進樹木的生長，這種添加物，有別於化學廢料，符合天然有機的特性，

對環境影響多屬於正面性質，同時生物炭產製的過程中，也會衍生出生質能

量可以被加以應用，所以開始逐漸受到產業的重視。有些學者則傾向將生物

炭看作生物燃料生成的副產品，所以日本也開始有一些公司，朝著結合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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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與綠色能源兩種面向的產品，來進行規劃跟開發。 

 生物炭實際於都市樹木的種植，若沒有特別注意，其實也很難被察覺，

詹博士並經由幾張圖片，和我們分享有添加生物炭等介質的土壤，在樹木下

方的土壤看似平常，但若將之拿起來仔細檢視，就可發現在棕色的泥土中，

有一些小的黑色顆粒，那就是土壤中的生物炭殘餘物，這些富含碳的物質有

助樹木的生長，甚至可能促進生長不良的樹木生長勢恢復，所以近幾年在許

多日本都市林相關產業，開始販售這類商品，供日本樹木醫進行土讓改良之

用。 

 除了土壤肥力之外，土壤的結構、酸鹼性、排水等特性，與都市樹木生

長的良莠與否，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所以部分日本樹木醫，也相當著重於

生物炭顆粒的化學和物理性質的探討，特別是生物炭如何影響在土壤結構與

土壤的排水，以及要以怎樣的方式和比例去進行添加，才能夠達到最適合樹

木生長的條件，為很多樹醫師正在努力的方向。目前已經可以證實的是，生

物炭用於土壤改良時，這些炭化資材中的“微孔”具備「保水性」、「透水性」

和「吸附性」等效果，可增強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增殖，以此促進植物的生

長。另外，在施用肥料時，以生物炭吸附其成分，可以讓肥料達到緩效釋放

的效果，有利於長期土壤環境的改善。 

2. 生物炭應用於日本受保護樹木健康情況改善實例 

 在經由詹博士的講解後，我們已可以了解到日本生物炭於都市林產業應

用的概況，詹博士接著也跟我們分享，他在日本近期以生物炭救治櫻花樹生

長衰弱的成功案例，針對我們無法臨場看到的前期施工處理部分，也透過照

片進行補充說明。 

 本次會勘的櫻花樹位於東京都足立區，是在昭和 56 年為了紀念日本與

美國友好所種植，在當地相當具有歷史與景觀價值(圖 5 和圖 6)。但該樹開

始產生樹勢生長衰弱，不明原因的枝枯和梢枯情況，所以在西元 2011 年的

時候，當地政府有請到日本樹木醫團隊，為這個樹進行救治，從樹木生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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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病蟲害情形的診斷、土壤特性與土壤微生物的調查等方面進行分析，最

後評估是土壤需要進行改良，同時必須進行土壤肥力的補充，希望能以此回

復樹木生長(圖 7)；但在起初幾年的土壤改善作業中，都未能見到該樹有明

顯生長情況的改良，直到詹鳳春博士的團隊加入後，於西元 2016 年開始，

嘗試導入生物炭進行該樹的立地環境土壤改良作業，並依序先將原有的土壤

翻鬆，進行土壤結構、酸鹼度、水含量、肥力等方面的測試(圖 8-10)，在評

估最適合加入的生物炭種類及比例，混入這棵林肯櫻的立地土壤，並定期檢

測土壤狀態，追蹤樹木生長情形，結合當地的氣候條件等因素，隨時給予不

同比例的生物炭或其他土壤肥力的補充，在經過持續一年的努力後，終於在

西元 2017 年底，看到該樹枝葉恢復生長的情形(圖 11)。 

 從這次珍貴樹木成功救治的案例來看，生物炭應用於都市林產業確實有

其價值與潛力，但單獨有燒製好的炭材仍然是不夠的，臨場作業的樹醫師或

土壤改良師，必須具有足夠的經驗，進行現場狀況的判斷，甚至是結合實驗

室去進一些整體土壤環境的分析後，才能找出最適合當下情況的炭材及混合

添加比例。如同日方所提到的，目前所知的生物炭，會以可以各種不同的料

源，透過不同的溫度和製成來生產，這也導致產品性質的差異極大，所以在

實際應用上，也呈現每個業者或樹木醫，有自己偏好的比例和選擇。以本次

的案例來說，詹博士團隊所選擇的生物炭，就是偏鹼性的木炭，而不是竹炭

或炭化的椰殼或稻殼，來進行土壤改良，亦有一些樹木醫指出，在實務應用

層面來講，也常會使用非單一一種的生物炭來進行土壤改良，而是以混合的

方式進行施作，但最常見的仍是生物炭跟有機肥料、有益微生物等，一起拌

入土中進行土壤改良。 

3. 生物炭在日本都市林產業面之應用概況 

 本次的行程，日方也提供我們一些當地有在進行生物炭用於樹木土壤改

良的業者，讓我們能對生物炭在日本樹木醫業界的應用概況，有一個初步的

了解。本次日方在介紹過程中有提到的生物炭相關業者包括：日本東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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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木業有限公司、味之素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山本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日本東邦公司所生產的生物炭來看，標榜其具備改善保水與排水、良好的

生物活性與保肥能力、輕量且不容易壞且沉於水、與水土的親和力佳、容易

處理不易被風吹散、良好的吸著性,淨化及排水能力佳、價格低能穩定供給、

吸熱性佳等特性。而該公司所生產的生物炭，在日本都市樹木照護工作中，

也有許多實際的案例，舉例來說，如山形高速公路、明新高速公路、工業道

路、千葉縣浦安市公園等處的行道樹等，都有使用該公司生產販售的生物炭

來進行土壤改良，且樹木生長情況良好(圖 12-13)。 

 另外的三家公司，所生產的生物炭，主要提供給農業使用，產製的生物

炭材，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如孔隙率超過良好，故具備好的滲透性、保水

性、保肥性；同時具有高透氣性和氣體吸附率、具有弱鹼性能中和酸性土壤、

促進農作物的根系生長、可提供作為土壤中有用微生物的棲地。目前也是會

有一些日本樹木醫，購買這些公司的生物炭產品，並將之應用於都市樹木土

壤的改良，但本次並無法逐一取得相關的統計數據。關於生物炭在日本樹木

醫的產業應用上，仍面臨許多問題，包含價格、可應用的範圍等，特別是在

產品上市販賣時，如何確保生物炭價格合理且有效，是日本生物炭產業在與

顧客討論時，常會碰到的問題。 

(三) 日本東京都市林與受保護樹木管理現況考察 

 本次都市樹林與受保護樹木的考察地點，選在東京鐵塔附近的「芝公園」

與「增上寺」。「芝公園」於西元 1873 年設立開園，為當初日本政府指定在

日本國內設立的公園之一，可視為日本都市公園設立的先驅。芝公園早期整

個園區包含了「增上寺」在內，但後因為政治與宗教的因素，故將寺廟的土

地範圍與公園有所區分，造成現在的芝公園呈現一個環形公園，其綠帶圍繞

於增上寺周遭。芝園內部隨處可見樟樹、櫸樹、銀杏等巨樹；此外，公園位

處東京相當熱鬧的區域，鄰近飯店、學校、圖書館等設施，公園還包含了芝

丸山古墳及丸山貝塚等處，與公園和步道形成廣大的都市綠地。該公園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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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就是可以看見東京鐵塔，搭配公園四季不同的風景，成為著名的知

約會與戲劇拍攝地點，也讓當地政府花費許多心進行公園景觀與樹木的維護

工作。此外，芝公園也為與交通相當便捷的地段，周邊有地下鐵和高速道路

方便觀光遊客和鄰近居民來此休憩。 

 我們所參訪的範圍，也包含了芝公園周遭的行道樹，公園內部的綠地，

以及增上寺內的受保護樹木。以芝公園一代的街路樹來看，其實整體上是相

當有規劃，可見到新種植的樹木，樹幹部會先以透氣的材質包覆後，再設置

支架進行支撐，可有效減少樹木被破壞的情形。在樹木根基部的維護管理上，

除了預留足夠的生長空間外，並可以見到於樹穴的表面設置有保護蓋，可預

防行人來往時直接傷害到樹木的根基部，且多數的樹木，都有設置護欄保護，

可有效減少碰撞所造成的傷害(圖 14 和 15)。 

 芝公園內部的庭園規劃，樹木種類相當多元，楓樹、梅花等景觀樹木，

還有許多大型常綠喬木，此外，也可看到公園內部有規劃花圃，會依季節種

植不同的花卉、芳香植物、甚至是可食香料作物，作為公園綠美化的一部分。

本次造訪的時間，因已進入冬季，所以在花圃區並未看到繁花盛開的景緻，

也剛好錯過了楓葉盛開的季節，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與民間，對於國

內各地景觀與遊憩是相當有規劃，且彼此的資訊保持流通，所以民眾可輕易

於日本的網頁上，取得各地區觀賞樹木的花期，或是像楓葉是否轉紅、櫻花

是否盛開等資訊，不僅方便遊客，也可為當地帶來觀光的人潮(圖 16 和 17)。 

 增上寺內的受保護樹木，是西元 1879 年，美國總統來寺內參訪時親手

種植的，相當具有歷史與文化價值。雪松本身，是常綠喬木，在許多國家都

是廣受歡迎的裝飾用樹，被廣泛應用於庭園及都市的美化；該樹種也因為抗

腐性質良好，也被視為是重要得建築或木藝用材。本棵種植於寺內入口旁的

雪松，樹形與生長狀況良好，顯見當地政府及院內堆該樹維護所下的心力，

同時該樹的周圍以木製柵欄環繞形成防護，可防阻遊客來往踩踏到樹木的立

地土壤而造成土壤壓實，影響樹木根部呼吸的情況；此外，該樹生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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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當的充裕，所以並未出現根部纏繞或浮根等現象，值得作為國內受保護

樹進行維護管理的典範(圖 18 和 19)。 

 整體來看，日本政府對於當地公園、街路樹，以及受保護樹木的管理，

其實有一定的基礎與規範，以受保護樹木來說，其要求相較於國內就更為嚴

格，除了結合當地的樹醫師，進行定期的監測與維護外，並會將重要的資訊，

列於受保護樹木周邊，讓民眾除了可以知道這棵樹木屬於守保護樹木外，可

以知道他的歷史與文化背景，為什麼可以被列為受保護樹木，還有政府對於

維護這些樹木，所投注的心力，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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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本次參訪行程與日本綠化中心就「臺日樹木醫手冊」的書名與出版細節

進行研商，並與日本具備實務應用生物炭於都市樹木健康照顧之日本樹木醫

進行案例討論，是非常可貴經驗。過去日本對於其樹木醫相關知識與技術相

當保護，臺日樹木醫手冊從日本原著的翻譯，到符合台灣現況篇章的編寫，

再到最後的校稿與與書名的重新研擬，處處可以看到臺日雙方於此書出版上

的用心，而本書之出版，更將成為臺灣推動樹木保護工作的重要基礎。在生

物炭應用於樹木健康管理方面，早期生物炭著重於農田土壤肥力的改良，後

日本開始有樹木醫及相關產業，將林業資材炭化後導入都市樹木的土壤改

良，並將之發展為樹木醫實務應用的技術之一，經由與日方具備相關實務經

驗的樹木醫討論交流，可借鏡其相關經驗並導入國內，作為國內未來都市林

健康管理與林業廢棄資材永續利用之重要參考。透過本次參訪，成功為臺日

雙方於樹木保護相關知識、技術與制度之交流，奠定長遠合作關係，並實地

瞭解日本樹木醫制度對都市林管理之具體影響，並經由實務案例，探討生物

炭在都市林管理產業之相關應用成果。 

二、 建議事項 

1. 日本「樹木醫」為具有國家認定資格的身分（由農林水產大臣授証）。

國內森林法樹木保護專章於104年7月修正公布，其中第38-6條第2項

規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應有培訓、考選及分級認證制度。本所

與日本綠化中心合作出版的「臺日樹木醫手冊」，內容涵蓋日本樹木

醫重要實務經驗與技術，同時兼具符合國內樹木保護工作現況之篇

章，足以作為未來國內樹木保護專業人員的養成與考訓重要參考依

據。 

2. 生物炭於都市樹木健康管理之應用，主要來自於以生物炭進行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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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立地環境土壤改良，其可促進土壤結構的優化、良好的土壤肥力

與有益微生物活性等，而生物炭於都市土壤改良之應用，可有效促

使廢棄資材的循環應用，且有助於都市樹木生長情形之優化，為相

當具發展潛力之產業，更是完善都市樹木健康管理體系的重要環節。 

3. 以生物炭進行土壤改良，在日本亦是相當受到重視的研究與實務應

用題材，其必須對土壤、微生物、樹木等多面向進行評估，再選擇適

合的生物炭及配套措施來進行土壤改良，有鑑於此，日本針對都市

樹木的土壤改良，更推動土壤改良師的認證制度，值得我們參考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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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圖片說明 

 

圖1 臺日雙方針對「臺日樹木醫手冊」出版細節，以及雙方未來合作的方向進

行交流討論。 

 

 

圖2 林業試驗所黃所長代表所方致贈日本綠化中心代表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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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日雙方與會人員合照，黃所長與日本浦田理事拿著的即為雙方要合作出

版的「臺日樹木醫手冊」樣書。 

 

圖4 日本樹木醫在當地以生物炭進行樹木立地環境土壤改良的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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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本次日方安排由日本樹木醫詹博士團隊進行東京都足立區林肯櫻土壤改良

的場域。 

 

 

 
圖6 日方提供該棵林肯櫻所處的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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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既有的告示牌上記錄著該林肯櫻歷年進行樹木救治計畫的完整紀錄。 

 

 
圖8 日本樹木醫詹博士團隊自西元2016年開始，針對該樹的立地環境土壤，導

入生物炭進行土壤改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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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除了在土壤中依土壤情形持續混入不同比例的生物炭外，並結合日本樹木

醫技術進行該樹的維護作業。 

 

圖10 林肯櫻的立地環境土壤在混入生物炭之後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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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該樹木生長勢回復情形，顯示生物炭進行土壤改良之成效。 

 

 

 

 

圖12 日本東京的生物炭公司針對其出產的生物炭特性解說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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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日本公司也針對生物炭應用於都市樹木改良後可以達到的效果進行說明。 

 

 

圖14 日本東京芝公園一代新種植的街路樹維護管理情形，可見到樹幹部樹皮以

透性材質包覆後，再進行支架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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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該區域的行道樹針對樹木的根基部，也進行了完善的保護作業，圖中可以

見到根部保護蓋的設置，以及樹幹周圍的防護欄跟活動支撐帶。 

 

 

 

 

圖16 芝公園園區內樹木芝架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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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於芝公園內部除了可以見到各種高大喬木與景觀樹種外，另有花圃區的設

置。 

 

 

圖18 增上寺院內的雪松，是一株受保護樹木且生長與維護管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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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增上寺院內針對其受保護樹木設置的告示牌，讓民眾知道該樹木具有的歷

史價值。 

 

陸、附件 

一、致謝 

感謝日本綠化中心及日本樹木醫等日本友人的協助，讓這次的參訪順利圓滿 

單位機構(依會面順序) 

浦田啟充 (日本綠化中心 專務理事) 

瀧邦夫 (日本綠化中心 事務局長) 

詹鳳春 (日本樹木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