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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聯合國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 轄下的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目前共有超過100個會員國，600個地

區組織會員。本聯盟每4年舉辦一次之國際植物園大會，前次會議係2017年於瑞

士日內瓦召開，本（第7）屆大會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至2022年9月底舉行，同時

將「後疫情之生存與發展作為-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a post-COVID World」納

為大會六大議程之一。我國積極派員參與本大會能確保我會籍，並透過與國外頂

尖植物園交流學習、觀摩因應疫情影響下的各種作為，同時評估未來植物園推動

森林療癒發展的方向與潛力。 

 

出席本屆國際植物園大會共計45個國家、與會人數超過500人，仍少於過去幾

屆大會，顯示國際交流活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尤其是對岸中國受到清零政策

僅派1位代表與會，明顯有別以往數十人之大團景象。而我國本次成功派員3人參

與本屆會議，除確保會籍為 Taiwan 外，並與多座植物園長及植物園藝資深教授

進行深度交流對談，收獲豐碩，對國內未來植物園長遠發展有高度正面影響。下

次（第8屆）會議訂於2024年於新加坡召開，會議地點離臺灣不遠，強烈建議應

提前爭取出國預算，積極並廣邀植物園與森林、園藝學界代表與會。 

 

森林療癒（Forestry Therapy）是澳洲近年多座植物園最熱門的課題之一，相

關活動已導入包含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在內的7座植物園區，各園區除定期辦理

收費的導引活動外，也成立國際自然與森林療癒聯盟(International Nature and 

Forestry Therapy Alliance, INFTA)與森林療癒機構(Institute of Forestry Therapy)等

協會團體，負責培訓種子療癒導引員與推廣專業服務。此外，澳洲學者研究指出，

森林療癒對該國各座植物園每年貢獻經濟效益超過100萬美元，具有高度發展的

潛力。 

 

都市綠化的目的之一是創造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庫房，因此適地適木與合宜的

園林景觀設計及栽培技能，對都市綠化植物栽植的影響重大。本次出國期間，就

近考察多座都市公園、樹木園區及機場綠化，觀察到幾乎所有的花圃或公園綠地

立木，均設置有自動灌水設備，配合適當的支持或保護設施，以達成樹木順利成

長之目的，有效節省人力資源，此節為國內未來應積極推動仿效作法。 

 

 



2 

 

植物園面臨後疫情時代世界的生存和繁榮，扮演更多元且重要的角色，諸

如生物多樣性保育、復原變革推動、學習地景與創意改變文化…等等，本所國家

植物園方舟計畫將能發揮關鍵角色，強化本地和全球研究網絡，分享植物保育知

識、都市綠化技能、建立研究社區夥伴關係，引領全國植物園系統發揮極大化的

影響力，促成植物保育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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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出國目的 

聯合國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 轄下的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目前共有超過100個會

員國，600個地區組織會員。本聯盟固定每4年舉辦一次之國際植物園大會，

前次會議係2017年於瑞士日內瓦召開，第七屆國際植物園大會因新冠肺炎

疫情延至2022年9月底舉行，並將「後疫情之生存與發展作為-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a post-COVID World」納為大會六大議程之一，爰我國積極派員

參與本大會能確保我國會籍，並透過與國外頂尖植物園交流學習、觀摩因

應疫情影響下的各種作為，同時評估未來植物園推動森林療癒發展的潛力。 

 

二、 過程 

111年9月22-24日 塔斯馬尼亞林業經營技術交流 

9月22日中午飛抵德文港（Devonport）機場，塔斯馬尼亞樹木園

（Tasmanian Arboretum）總裁（President, Parsons Phill）親自接機，旋即趨

車前往距離約20公里外的樹木園參訪。 

座落塔斯馬尼亞島西北部海岸地帶的樹木園為非營利性質（NPO; No 

Profit Organization）的組織，成立於1984年，當年園區僅有47公頃的土地面

積，隨後歷經鄰近土地贈予及購置，如今的面積擴增至66公頃，約若是臺北

植物園的8倍大。 

塔斯馬尼亞樹木園成立之前的現址，歷經鋸木工廠、石灰石開採及各

種農業生產開墾的開發行為，直到1984年由多位社區會員共同倡議組成塔

斯馬尼亞樹木園聯合協會（TAI, Tasmanian Arboretum Inc.），共同推動以樹

木活體展示的園區，收集和展示溫帶世界的木本植物，並於1986年起開始

種植各種溫帶氣候區的樹木種類，涵括美國農業部（USDA）定義的第七區

氣候（Zone 7 climate）的各種植物。 

樹木園的使命隨時間演變，目前的重點是保護澳洲東海岸高海拔森林

區的稀有和瀕危植物群；同時展開一系列教育計畫，培養學生對植物的欣

賞和啟蒙。透過科學和教育目的，展示可以在塔斯馬尼亞氣候區生長的植

物群的廣度。面臨人類活動造成世界上的大部分植物群處於危險之中，樹

木園的任務更包括保護瀕危植物的種質資源，多種 IUCN 及 BGCI 評定之

域外（ex situ）保育的稀有物種都在樹木園內成功展示，成為澳洲最大的私

人木本溫帶植物園區；當然原生雪梨鄰近山區、野外族群不到百株的活化

石瓦勒邁杉（Wollemia nobilis）也是該樹木園重要的典藏品之一，因瓦勒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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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具有高知名度，成為許多捐款贊助者指定認養的高度關注明星物種。 

Phill總裁親自帶領我們參觀以不同地理區位劃分展示區的樹木園區，

其喬木和灌木根據其地理來源分區種植，包含大量塔斯馬尼亞在地特有物

種，以及塔斯馬尼亞植物群高度關連的岡瓦納古大陸（Gondwanan）後裔物

種，當然也有紐西蘭、澳洲、南美洲、北美洲、歐洲地中海和亞洲喜馬拉雅

區等溫帶氣候區的物種，迄今已擁有超過1,500物種、5,300個活體標本

（specimen or living trees），其中包含數十種野外瀕絕物種的域外保育。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以南半球植物群、針葉樹、山毛櫸屬物種和山

龍眼科家族成員的典藏樹木。樹木園也從世界遺產的植物清單內收集少數

外來物種，作為未來景觀回復所需的安全資源備份。 

園區內除了1986年代開始種樹展示區的物種外，部分石灰岩露頭附近

也殘留如白桉樹（white gum, Eucalyptus viminals）為主的原生植被，推估其

樹齡多已超出200歲的巨大白桉樹，與園內人工渠道湖泊間常駐的野生鴨嘴

獸等焦點野生動物，更是塔斯馬尼亞樹木園寧靜氛圍下，最令人驚艷的自

然資源。 

更令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整個樹木園66公頃的日常維護管理，甚至

是解說導覽服務與販賣亭的自製蜂蜜冰琪琳以及銷售服務，都是鄰近園區

的志願工作者分擔工作，依靠40-60名的志工力量竟能達成如此大的效益。

從園區展示的每一株樹木，不論在以等高線種植的山坡上或河岸步道兩儩

的平緩坡面，均都設有一條專屬的滴灌設備，如此細心且有規劃地照顧園

區每一株樹木，不難看出樹木園管理階層及志工群們對待樹木的用心，同

時透過自動化灌澆水系統的投入，更節省了不必要人力的支出。 

詢問 Phill總裁得知該樹木園的年度支出預算約12萬澳元，藉由每人5

澳元的入園清潔費用、再加上部分社員捐款以及少數當地省政府的贊助資

源，竟也能維持了這座藏身於 Eugenana山區寧靜溪澗旁、近40年的私人樹

木園區一路穩健地經營下去，充滿自信的邁向第五個十年。 

此時，湖畔恰有初春之際盛開小巧白花、原生亞洲臺灣與中國華南的

豆梨（Pyrus kawakamii）一株，見證塔斯馬尼亞樹木園的成長茁壯。 

 

次日前往座落塔斯馬尼亞省中央高地區的搖籃山(Cradle Mountain)自

然公園，在1982年即獲選為塔斯馬尼亞荒原世界遺產區（Tasmanian 

Wilderness World Heritage Area）的一部分，公園入口距離我們住宿的德文

港區約80公里，山路蜿蜒且一路爬升，因此行車時間大約要2小時。 

出發前晚特地查詢了搖籃山的天氣預報，濕冷多雨加上攝氏-1到6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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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預報令人吃驚，還好一路上隨著山路爬升，天候多雲偶而可看見陽光，

擔心一整個晚上的心情稍獲放鬆。公園入口的停車場分隔島，成列種植的

景觀樹種為島上特有的桉樹，讓初抵的訪客們有身歷其境的融入感。此外，

去年才落成的遊客中心前方花圃廣場，巧妙地應用公園內的石塊造景結合

園內特有種植物，成功營造獨一無二的搖籃山景觀花圃。 

搖籃山公園內有許多步行小徑，其中最著名的搖聖徒步道起點也位於

公園內，這是一條連結搖籃山和聖克萊爾湖的步行山徑。從停車處的遊客

中心到步道入口還有11公里山路，因路況不佳且窄小，遊客車輛嚴禁入內，

需轉乘園區提供電動公車，而公車等候亭前方設有4座不同功能的自助鞋底

刷洗設備，供入園民眾把鞋子底部可能埋藏的種子病菌清除，避免影響園

區內的原有生態組成體系。 

搖籃山座擁南半球最珍貴的溫帶雨林生態系，附近山頭上的冰原初春

開始逐漸融化成水集結，小溪流經石灰岩地區形成潮濕苔原，且林下土壤

化育有限導致小苗更新困難，大多數只能靠同種的群叢下方莖部的無性萌

蘗，卻能長出拱頂般的巨大樹冠層，下方底層則幾乎沒有植群顯得空蕩蕩，

如此的植被景觀與站在舞台中間的感受相仿，因而博有舞台森林(Ballroom 

Forest)美名。 

此外，公園內四處可見的 Richea彩穗木，僅分布在溫帶雨林區，先前

分類是放在南方杜鵑科，APG IV系統修正為杜鵑花科，園區仔細觀察下可

找到三種型態不同的 Richea，有大葉的、小葉的、以及雜交種；這三種的生

育環境都偏愛潮濕的冰河石灰岩濕地，高度可長到10公尺而且株齡都有70歲

以上，別認為它們的外型長得多像鳳梨或樹蘆薈，這可是搖籃山公園著名的

焦點樹木之一！面對滿山滿谷佇立高聳的 Richea，我們立刻想到臺北植物園

刻正完工的方舟冷房溫室群，未來應可評估是否引入進行栽培研究。 

而公園另一處鈕扣草的草澤(buttongrass moorland)是高度不及2公尺的

草原植群，也是島上獨步全球的植群景觀。鈕扣草 buttongrass

（Gymnoschoenus sphaerocephalus）因其圓球型的外觀酷似圓鈕扣而得名，

此類草澤植群也常見混合了鈕扣草或其它莎草科、燈心草科等草本植物或其

它灌木共同組成，研究人員曾在此型草澤調查到272種維管束植物，其中三

分之一是塔斯馬尼亞特有種。 

鈕扣草草澤主要分布在塔斯馬尼亞的西部和中部，海拔1,000公尺以下

平坦、斜坡、山脊和高山高原，伴隨著定期火災，貧瘠且排水不良的濕性土

壤，而此草澤景觀在東部塔斯馬尼亞或澳洲大陸則不太常見，也張顯出草澤

地形在塔斯馬尼亞的保護區系統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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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山公園園區內部的步道系統大多設計成高架式的木棧道，除減少

人為活動對表土沖刷的影響外，也避免民眾肆意走入草原植群干擾其間的野

生動植物。公園針對冬季低溫期易結冰的陰濕路段，更會加設一層防滑鋼網，

以確保民眾行走安全；當然，這樣的木棧道也見於鈕扣草草澤植群廣布的袋

熊步道，圓形的鈕扣草加上渾圓的袋熊個體，兩者相輔相成的自然美景，成

就搖籃山最經典的畫面之一。 

 

111年9月26日 植物園推廣教育參與者工作坊(Education and Engagement Day) 

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植物園保育大會，本屆大會由澳洲維多利亞植

物園主辦，循例於研討會議前辦理一場次的植物園推廣教育工作坊，本日

的工作坊選在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舉辦，大會並安排遊覽車接送參與者往

返墨爾本國際會議中心。 

當日的工作坊共分成4場次，每場次都有4個主題供參與者依本身需求

及興趣自由選擇，主題設定十分多元且實用，包含以植物思考(Thinking Like 

Fungi and Networking Like Trees)、 (Guided Forest Therapy Experience)、行

走原住民遺跡導覽(Guided Tour: Aboriginal Heritage Walk)、頭腦心雙手與植

物的自然繪畫創作(Head, heart, hands and plants: Driving creative engagement 

with plants through nature journaling)、植物園作為學校自然和健康福祉倡導

者(Botanic gardens as advocates for nature and wellbeing in schools)、看見看不

到的(Seeing the Invisible)、孩童國度(Child Nation Workshop)、自然日記:創

意鏡頭與植物互動(Nature Journaling: Engaging with plants through a creative 

lens)、植物園導覽(Guided Tour: Garden Explorer)…等等，從工作坊的安排結

節及活動內容設計規劃，可以看出主辦單位的用心。 

鑒於臺北植物園也規劃有療癒庭園區，同時目前方舟溫室群的公共藝

術優勝藝術家的作品將以擴增實境 AR 的手法展示虛擬方舟植物，因此，

我們參加的工作坊以森林療癒導引體驗、以及植物園導覽為主。 

森林療癒導引體驗的活動只有短短的1個小時，因此帶領18位學員的

David Belli及 Susan Joachim兩位導引員，均由澳洲的國際自然與森林療法

聯盟(INFTA, International Nature and Forest Therapy Alliance)訓練認證後取

得導引員資格；由於工作坊當日囿於時間緊湊，因而只能蜻蜓點水的方式

介紹皇家植物園的森林療癒體驗片段內容，包含閉眼沈思與全身放鬆、香

花藥草園（Herb and Medicinal Garden）及蕨園水流區（Fern Gully）介紹。

其中園內的香花藥草園面積不大，竟然收集了500種以上的香草植物，成為

五感體驗的最佳材料。此外，蕨園水流區的覆層栽植下的高綠覆度，搭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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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營造不同高層的水流小瀑，卻維持步道的寛度及平整防滑性，創造出富

含豐沛芬多精及負離子且安全放心的療癒小空間，值得我們仿效。 

至於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結合行為科學家與藝術家共同合作，推動園

區藝術化成果非常亮眼，看見看不到的 AR 創作則是植物園美術館化的一

個案例。看見看不到的是一個 AR 的當代藝術展，由耶路撒冷植物園與 

Outset 當代藝術基金合作，在耶路撒冷基金會的支持於2021年9月推出。這

是與世界各地12座植物園共同合作開發的第一檔展覽，邀請全球12位藝術

家參與創作的 AR作品，包含中國的艾未未(Ai Weiwei)大師也是其中一位。

Seeing the Invisible為選定植物園區內展示的露天作品，努力在先前疫情擴

散的危機中，讓社區居民能接觸到國際當代藝術的最新發展，並能與他保

持適當的社交距離；這些體驗設置在植物園內的各個角落，在不破壞環境

現況的前提，能確保碳足跡的最低限度，與自然、環境和永續性相關的主題

結合，並探索藝術、技術和自然之間的界限和聯繫。 

看見看不見的第2檔將也在2022年10月起與其它8座新夥伴植物園合

作下正式開展，同樣的展覽作品內容，將被擴充到每個植物園獨特的環境

和背景，將呈現完全不同的體驗感受。每件藝術品帶點黯淡又充滿希望，提

供了特別視角，給予觀眾發人深省、體驗和沈思的空間。完全符合本屆大會

六大議題之一的「後疫情之生存與發展作為」，透過一系列行為科學投入結

合虛實的藝術創作，成為重塑遊客態度的最佳案例。 

 

111年9月27-29日 第7屆國際植物園保育大會 

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植物園保育大會，受到新冠肺炎漫延全球的影

響而被迫延遲至2022年9月26-29日假澳洲墨爾本市舉辦，第7屆植物園保育

聯盟會議的主題也針對疫情影響而設定為「影響與行動-植物園引領變革

(Influence & Action- Botanical Gardens as Agents of Change )」。本次會議總共

來自歐美亞各洲45個國家、500位以上的植物園領域研究推廣人員共同參與，

除了首日的工作坊在墨爾本皇家植物園辦理外，後續3整天的研討會議則移

師墨爾本市區雅拉河畔的墨爾本國際會議中心（MCEC, 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召開，共計分成主會場與6處研討廳室、同

步展開不同場次主題演講或工作坊。國際植物園保育大會3天的研討會議議

程豐富而緊湊，最終能圓滿順利成功，並獲致各界有建設性的共識結論，實

屬可貴，以下就不同議題產出共識重點摘陳如後： 

 

⚫ 植物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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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種的滅絕，也代表各種經驗的滅絕。 

2. 為了整體生物多樣性保育，植物園必須與在地社區合作。 

3. 日益複雜的植物保育實踐，意味著植物園可以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復

原的變革推動者。 

4. 我們掌握培訓和授權下一代繼任者，並分享我們的成功與失敗。 

5. 植物園和種子庫及苗圃間，必須交換資訊和生物材料。 

6. 苗圃是一切事務的機房(the engine room of everything) 。 

7. 人、植物和知識至關重要，科學與園藝亦是如此。 

⚫ 樹木保育 

1. 全球樹木評估(GTA)具有開創性，針對性、知識性、成功地建立樹木保護

基礎資料庫。 

2. 優先計畫行動監測(prioritise-plan-act-monitor)架構已在六大洲運作。 

3. 評估必須轉化為行動，並迫切需要擴大規模。 

4. 全球保育聯盟對於域外巨大典藏(metacollections)，建立一致性高保育價

值的成功模式。 

⚫ 暖化適應 

1. 與氣候改變相關的災難已經影響生態系、生物多樣性與我們的收藏。 

2. 植物園應制定防災計畫，並確保員工接受緊急程序培訓。 

3. 植物園應發揮強大的激勵功能，鼓勵標準化收集以及儲存種子進行復育。 

4. 未來需要大量的種子進行復育，以應對氣候變化、入侵物種和棲地破壞

的影響。 

⚫ 具影響力的參與和教育 

1. 全球植物園要活化為所有會員成員的空間。 

2. 植物園員工和教育工作者透過學習地景與創意課程，激發人們改變文化。 

3. 在地與全球網絡將使得我們更強大，也能增加我們的影響力。 

4. 無論專長為何，植物園的每一份子都能成為教育者與變革推動者。 

5. 保持多方聯繫與全面啟發。我們正在探索如何支持 BGCI 教育的參與網

絡，值得與會朋友持續關注。 

6. 攜手共同創造故事，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與希望。 

7. 繼續面對及接受，並適應不確定性的未來與快速變革年代。 

8. 探索不同的知識體系，達成實踐真相、正義與和解。 

⚫ 後疫情世界的生存和繁榮 

1. 疫情增加了公眾對植物的關注、並多與自然接觸，最重要的是植物園作

為提振、安定與鼓舞人心的重要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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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面對面實體開會受疫情影響而困難，過去的線上會議與溝通已被證

明有其效率，並且能減少我們的碳足跡。 

3. 挑戰在於建立抵禦未來危機的能力。 

4. 我們在大會結束後，必須保持聯繫以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解決方案。 

⚫ 全球保育 

1. 主要成就：研究、反省和諮詢成就了計畫的成功，這些項目皆生產出可

以實踐的藍圖、模型或案例研究的資訊。 

2. 挑戰：變革緊迫與所需反應時間的緊急性，特別是當我們尋求原住民族

的經驗與知識時。 

3.機會：願意改變自己觀點的程度，可以導致積極的創造變革。 

⚫ 都市綠化 

1. 都市是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庫房，透過人為干預，可以強化自然並支持生

物多樣性-適地適木。 

2. 最新數據顯示，植物園提供可激勵並改變人們生活的恢復性體驗。 

3. 我們應該引入更多社會學家的合作，以增加此知識系統。 

4. 園林景觀設計與城市規劃技能，對於增強我們植物收集的影響，以及將

人與自然連結至為重要。 

⚫ 全球植物保育策略 

1. 全球植物保育策略對個別植物園和全球植物界都至關重要，GSPC 引領

植物保育邁向未來。 

2. 下一輪的 GSPC目標，尚待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的確認。 

3. 請與貴國政府以及 GSPC聯繫點討論 GSPC對全球植物園與植物保護的

重要性。 

4. 作為變革的推動者，植物園必須採取行動，在後2020生物多樣性框架下，

倡導植物保育的全球堆動。 

雖然我們共同面臨未來的挑戰依然巨大，然而我們可利用廣大的數據、

各種工具資源和資料庫，都可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必須利用這些，透過強

化本地和全球網絡，分享知識、技能、建立夥伴關係，未來可以最大限度地

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此外，針對會議期間重要領袖或議題的研討內容，與可供國內各植物園

可參考的研究方向或策略，整理並摘陳如下： 

 

⚫ 森林療癒作為植物園精明商業和醫學有益的公共衛生的實踐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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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y as a commercially astute and medically beneficial Public Health practice 

at botanic gardens) 

Dieter Kotte博士提出因為全球化的加劇、環境破壞、森林砍伐、城市

化和污染給我們人類帶來了壓力。這些持續不斷且不斷增加的障礙使人們

難以尋求內心的平靜與避難所、庇護空間。因此，我們生活在持續的壓力中

生活方式、疾病肆虐的情況，成為衛生系統和政府應面對的關鍵因素。 

他指出通過有效利用植物園提供的健康益處，減輕我們不健康生活方

式的是可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策略。森林療癒在許多國家的證據顯示，均

能有效達成基礎的公共衛生實踐，以1980年代以來在日本、韓國、臺灣和中

國都有許多成功經驗。澳洲的國際自然與森林療法聯盟(INFTA, International 

Nature and Forest Therapy Alliance)已成功在民眾熟知且最常去的植物園內，

成功推動以森林療癒實踐公共衛生，例如墨爾本和雪梨在內的7座皇家植物

園區。 

Dieter Kotte博士再次強調森林療癒作為一種容易實行、高度效益且具

有商業可行性的公共衛生實踐作法，相信對世界各地植物園也都有相當的

好處，他估計每座植物園推動相關療癒活動的商業效益，每年可達100萬美

元以上。最後也介紹德國、澳洲、韓國和中國在森林療法方面的最新發現，

森林療癒也結合傳統醫學的基礎，成為世界各地植物園不同的實施作法。 

我們確實也在墨爾本及塔斯馬尼亞皇家植物園的官網上，搜尋到各植

物園每週末辦理的森林療癒導引活動，分成2-3小時的不同內容與時數帶狀

課程，其收費介於澳幣30-75元之間，當然澳洲國際自然與森林療法聯盟也

推出1小時以內的體驗免費課程，曾參與過的民眾都有很正面的評價。由此

可見，森林療癒也在歐、美與亞洲成功推廣，成為疫情下解決公共衛生的新

方法，相信此一作為對國內學者或療癒活動推廣者都有正面鼓勵效果。 

 

⚫ 全球保育聯盟：全球尺度下多元領域聯盟的整合型植物保育(GCC-Global 

Conservation Consortia: Multi-sector consortia delivering integrated plant 

conservation on a global scale) 

全球的生物多樣性面臨危機，預估有超過一百萬種物種受到各式威脅，

而物種和種群的數量則持續下降。為了加速全球植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

BGCI結合多元夥伴創立全球保護聯盟(GCC)，促進機構和專家團體共同制

定與實施綜合戰略，以防止優先受威脅的植物群物種滅絕。迄今為止，已經

建立了八個分類群保育聯盟，包括重點分類如槭、蘇鐵、龍腦香、木蘭、山

毛櫸、橡樹、杜鵑和石楠等。主要目標包括域內與域外的保育工作以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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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恢復保育物種的相關知識。 

為了發展夥伴關係和培育網絡，標定和吸引合作夥伴的任務是GCC最

重要的過程之一。GCC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參與者的不同知識和技能，透過

聯盟內角色共享結構，允許不同類型的貢獻，努力創建多樣化的網絡，其中

包括植物園與非植物園的合作夥伴，如非政府組織、植物標本館、政府機構

甚至私人收藏家，都具有一定的合作挑戰性。 

GCC領頭機構目前已建立網絡聯繫夥伴，包括國際植物學會、次全球

聯盟和 BGCI區域網絡，透過定期召開線上虛擬會議、定期通訊，也接受多

種語言社交媒體的交流方式，促成了新的物種保育夥伴關係。 

 

⚫ 我們的巨大典藏到底缺少了什麼？以全球尺度下分析域外典藏的重要性，藉

以確認保育落差以及物種、族群間的優先性(What’s missing from our meta-

collections? The importance of analysing ex-situ collections on a global scale, to 

identify conservation gaps and priorities at species and population level) 

本項論壇由4位任職英、美重要植物園(Kew, The Morton Arboretum 與

BGCI)及植物園保育組織成員主談，提出保育落差距的分析是大多數全球保

育聯盟的基礎任務，因為它能進一步的保育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方針。透

過分析整理自植物園、種子庫和其他科學機構等域外保種場域的數據，比對

分析各物種原生育地及域內保育的不同數據，可以幫助我們釐清那些種群在

地理及生態上才符合域外保育成果的代表性，俾利我們優先強化該族群的保

育工作，其中南方山毛櫸（Nothofagus）的研究及保育作為算是很好的說明案

例。而根據這些結果，證實域外保育物種進行巨大典藏的分析具有實質的意

義，而也突顯出跨機構合作在巨大典藏下的資料分析的重要性。 

 

⚫ 巨大典藏促成植物保育的 DNA 證據 (Metacollections advance plant 

conservation: the DNA evidence) 

來自美國芝加哥莫頓植物園與佛羅里達的 Montgomery Botanical 

Center共同分享巨大典藏促成植物保育的 DNA證據。 

巨大典藏主要把共同典藏物種集合在一起，共同分擔負擔、分散風險

並增加保育價值。館藏網絡數位化為巨大典藏的遺傳研究案例，成果很清

楚、直接並且引人注意，一個植物園單獨行動的成效有限，但是倘能夠通過

跨機關合作進行保育研究的成果將為有效。 

此外，為顯示了此類合作取得的成功，與談人總結了多個案例研究的

結果，其中2種棕櫚科植物的深入研究與展示，證實了植物園如何協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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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更有效地保育遺傳多樣性，一再強調徹底、協作的典藏物種的發展的

重要性。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則是野外已滅絕的蘇鐵栽培標本與活體展示，

再次顯示了全球合作的價值以及植物園網絡如何有效地管理僅存的生物多

樣性。 

雖然巨大典藏對跨國或多領域的研究幫助良多，論壇結論也強調即使

只是少量物種甚至單一株個體的典藏都有提供巨大典藏保育價值的貢獻。

鼓勵任何規模的植物園體系都應該積極加入跨機關的巨大典藏保育研究，

有機會發揮物種保育的關鍵角色，因為每種植物都會有幫助！與談者強烈

建議在場各位植物園領域代表能夠一起盡力、共同努力提升其有效性。 

 

⚫ 漢庭頓的方舟(ARK) 振興計畫：使用漢庭頓的活體展品對保育活動進行優先

排序的多元夥伴策略 (Invigorating the ARK program at The Huntington: A 

multi-partner approach to the prioritization of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using the 

living collections at The Huntington.) 

Sean Lahmeyer和 Nicole Cavender是美國加州漢庭頓圖書館、藝術博物

館與植物園的展示經理，他的報告內容提到漢庭頓的植物典藏數量驚人，根據 

BGCI Plant Search 的資料顯示，該植物園面積雖只有52.6公頃，收集29,000個

物種分類群、83,000株活植物，如此大量的典藏雖然耗費大量資源，卻成為全

球植物保育策略的重要資源。 

目前，漢庭頓專注於23個核心類群的館藏，其中包含自然棲息地受到很

大威脅的仙人掌、蘇鐵和蘭花等分類群，更是漢庭頓植物部門下研究、保護和

推廣計畫的重要基礎。為了長期維護和策略性地開發這些全球獨一無二的藏

品，漢庭頓特別重視專業的園藝技術支援，要求植物學研究人員應具備園藝專

業知識，以便能針對典藏植株進行當代創新且原創的研究。 

漢庭頓目前正在為這些由夥伴關係驅動下，相關保育相關分類群的優先

順序，並將該機構的策略倡議與更廣泛的國家和全球保育目標，納入整體的考

慮因素。 

相較於漢庭頓方舟計畫的活植株典藏數量多達29,000個物種分類群、

83,000株活植物，本所臺北植物園刻完成國家植物園方舟第一個四年期的計畫

的物種保存數量雖有明顯落差，但計畫內容興建的方舟溫室群卻富有植物博

物館或美術館的重要角色，未來能結合國內外各植物研究機構以豐富園區展

示能量，並提升植物繁殖保育的園藝技術，未來有很大的機會成為東亞最重要

植物保育的一分子。 

 

⚫ 提升稀有度：植物保育觀點來評測植物園藝潛力(Raising Rarity: Tes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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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ticultural Potential for Plant Conservation) 

澳洲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RBGV; Royal Botanic Gardens Victoria)的團隊

從澳洲本土珍稀植物，許多僅分布生育地面臨嚴重威脅的生態環境。而不幸的

是，當野外植物數量減少時，這些種群內的遺傳多樣性也會隨之減少，導致物

種適性全面下降。保育這些珍稀植物的策略需要多層次方法，涉及政府、土地

管理當局和植物園等關係人。而保育的策略包括域內保育和管理，域外種源材

料如花粉、孢子和種子到活植物的保育措施，並設法增加稀有物種的繁殖材料

以達長期儲存和安全保存。 

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透過生物多樣性研究、遺傳多樣性評估、瀕危物種

域內和域外管理及教育方案，發揮著主導植物保育的作用。目前植物園所管轄

墨爾本和 Cranbourne 等2座景觀獨特的植物園，每年參觀的遊客超過200萬。

透過 Raising Rarity的推動，選定被聯邦或州政府列為當地稀有或受威脅的植

物物種，結合家戶園丁合作，已發揮積極保育在地稀有或受威脅物種的成效。 

如果從園藝商業及視覺景觀角度來看，這些植物的展示尚需要開花數量

多花期長、具有趣味的葉子、獨特的形態、對環境條件的寛廣適應性等特性，

而這項計畫能成功推動的關鍵在於植物園基於研究方法評估每個物種的生長

和表現，評估過程包含溫室內部盆植、戶外各不同氣候地理區的地方試作。最

終的目標是以商業模式，協同大企業以使短時間內能放大繁殖數量與有效種

植評選出的瀕危物種，如此一來不僅可增加家庭園藝植物種類的可用性，產生

的利益收入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將可投入更多物種的保育計畫。 

 

9月29日下午的最後議程，主辦單位宣布第8屆國際植物園會議將於2024

年在新加坡舉行，經過簡單隆重的交接儀式，大會將主辦權交給下一屆主辦城

市，宣告本次會議的圓滿結束，與會者依依不捨道別，並期許各國植物園在後

疫情時代來臨之際，能善用各項低碳溝通網絡保持密切聯繫，並且共同分享巨

大典藏的數據資源，期許彼此攜手共創更豐碩的植物保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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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積極持續派員 接軌國際標準 

出席本屆國際植物園大會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仍有45個國家、超過500

人次與會，雖屬近年來偏低的一次大會，顯示國際交流活動依然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尤其是對岸中國受到國內的嚴格清零政策下，本屆大會僅派1

位代表與會，明顯有別以往數十人之龐大代表團誇浮畫面。而我國經多次

努力後成功派員3人參與本屆會議，除確保會籍為 Taiwan，並成功與多座植

物園長及植物園藝學資深教授進行深度交流對談，收獲豐碩，對國內未來

植物園長遠發展有高度正面影響。 

依據聯盟會議推舉結果，下次（第8屆）會議訂於2024年於新加坡召開，

新加坡與我國的距離應是近幾屆來最近的一次，爰強烈建議屆時應提前爭

取並匡列相關出國預算，積極派員並廣邀國內植物園界與森林保育、園藝

學界等領域指派優秀代表與會，促進與國際各優秀植物園代表的交流，並

維護我參與國際活動之人脈舞台。 

 

參考國際標準 研創國內規定   

在疫情期間都市綠化的需求及重要性逐漸顯現，事實上綠化的過程有

機會打造都市是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庫房，透過人為干預，可以強化自然並

支持生物多樣性-適地適木。此外，最新數據顯示，鄰近都市的植物園提供

可激勵並改變人們生活的恢復性體驗。因此，我們應該引入更多社會學家

的合作，以增加此知識系統；強化園林景觀設計與城市規劃技能，對於增強

我們植物收集的影響，以及將人與自然連結至為重要。 

都市綠化的目的之一是創造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庫房，因此適地適木與

合宜的園林景觀設計及栽培技能，對都市綠化植物栽植的影響重大。本次

出國期間，就近考察多座都市公園及樹木園區，觀察到幾乎所有的花圃或

公園綠地立木，均設置有自動灌水設備，配合適當的支持或保護設施，以達

成樹木順利成長之目的，並有效節省人力資源。 

此外，一座城市的綠化程度取決於主政者與市民的共同努力，從澳洲

德文港一處公有停車場外部花圃規劃及蔓藤架綠化網設計，到墨爾本的大

學入口階梯空間與綠牆的植栽配置，甚至賣場內部角落空間的人工光照補

光下的垂直綠牆以及販賣櫃台、座椅區，選用的室內植栽及維護配套系統

均能發揮預設功效，成功展示南半球經濟強國在綠色城市的努力，如何此

節應是國內產官學各界未來應積極推動仿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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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精進方舟計畫  打造東亞植物保育重鎮 

參與本次會議最重要的目的除了延續國際交流的人脈，並學習其他國

家在植物園規劃與管理上的技術與經驗外，並能推廣本所臺北植物園等系統

過去4年推動的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有效傳播臺灣植物園系統，與國內針

對稀有受脅物種的保育成果與作為。 

此外，國際保育植物的各項計畫工作，除各國政府責無旁貸外，國際組

織與當地民間團體的協助也是重要的助力。透過 BGCI等國際組織的聯繫平

台可以站在更高尺度全球保育視野，交流植物復育最新技術，亦能透過平台

的資訊交流更多重要的物種種源，達成跨國界的域外保育成果。本次行程成

功與紐西蘭 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澳洲 TAI樹木園墨爾本皇家植物

園、美國 Cornell Botanic Gardens、韓國 Sejong National Arboretum 樹木園

Seed Vault Center種子庫、印度Malabar Botanical Garden、新加坡植物園以

及貝里斯植物園取得密切聯繫網絡，未來在珍稀植物種源交流、域外保種研

究及推動的工作助益良多。 

 

植物園在後疫情世界生存和繁榮的重要角色 

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間，因為衛生機構的檢疫隔離措施，拉遠了公眾間

的社交距離，卻也增加了公眾對植物的關注、並多與自然接觸，最重要的是

植物園作為提振、安定與鼓舞人心的重要公共空間。 

臺北植物園推動森林療癒的經驗豐富，除了深入花蓮大農大富山村社

區培力在地夥伴建立在地參與式療癒活動外，近年來也在園區內打造一處

以原生植物為主角的療癒庭園（Healing Garden）小角落，並且與陽明交通

大學的傳統醫學及市立聯合醫院合作，進行植物園場域辦理療癒活動對不

同族群的健康效益研究，目前已有初步的正面成果。 

此行，能在南半球澳洲目睹並親身體驗皇家植物園體系推動的收費型

森林療癒活動，更增強我們在臺灣持續推動以植物園森林為本的療癒活動，

未來倘能搭接 AR 或 VR 的新科技或融入藝術家的創作參與，提升活動的

美感及廣度，吸引更多受眾關注擴大影響層面，相信臺北植物園面臨後疫

情時代世界的生存和繁榮，扮演更多元且重要的角色，諸如生物多樣性保

育、復原變革推動、學習地景與創意改變文化…等等，本所國家植物園方舟

計畫將能發揮關鍵角色，強化本地和全球研究網絡，分享植物保育知識、都

市綠化技能、建立研究社區夥伴關係，引領全國植物園系統發揮極大化的

影響力，促成植物保育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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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一（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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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行程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因公派赴國外工作人員行程表 

奉 派 人 員  出 國 事 由  

姓 名 

職 級 

董景生 

范素瑋 

李俊緯 

研究員兼組長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赴澳洲參加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第七屆全

球植物園大會暨皇家植物園交流森林療癒

及林業經營技術案 

月 日 星期 行  程 工作內容 日數 備註 

9 21 三 臺北-新加坡 去 程 1 
 

9 22 四 
新加坡 -墨爾本 -

德文港 
參訪樹木園 1 

 

9 23 五 德文港 
參訪 Cradle 自然

森林公園 
1 

 

9 24 六 德文港-墨爾本 行 程 1 
 

9 25 日 墨爾本 都市綠化參訪 1 
 

9 26 一 墨爾本 會議報到 1 
 

9 27 二 墨爾本 參加會議 1 
 

9 28 三 墨爾本 參加會議 1 
 

9 29 四 墨爾本-新加坡 會議閉幕 1 
 

9 30 五 新加坡-臺北 返 程 1 
 

合 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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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相片 

 

圖1、塔斯馬尼亞樹木園（Tasmanian Arboretum）總裁（Parsons Phill）親自接待，

並陪同我們參與樹木園及自然公園。 

 

圖2、樹木園內的新植苗木，都配有專屬的滴灌設備及保護圍欄，園方細心且有規

劃地照顧園區每一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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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澳洲珍稀瓦勒邁杉（Wollemia nobilis）是該樹木園重要的典藏品之一，因其為

高知名度的關注明星，而成為許多捐款贊助者指定認養物種。 

 

圖4、樹木園內殘存許多白桉（white gum, Eucalyptus viminals）為主的原生植被，推

估其樹齡多已超出200歲(左)。園區設有白桉的自導解說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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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樹木園利用休憩涼亭，融入環教推廣文案，兼具美感與實用性。 

 

 

圖6、搖籃山公園遊客中心前方景觀圃，大量使用在地石材與特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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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搖籃山公園採高架式木棧道，保護珍貴的鈕扣草草澤景觀。 

 

 

圖8、搖籃山座擁南半球最珍貴的溫帶雨林生態系，雪水化為小溪流經石灰岩地區

形成潮濕苔原致小苗更新困難，博有舞台森林(Ballroom Forest)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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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搖籃山公園園區的步道系採高架式木棧道，容易結冰的陰濕路段更加設一層

防滑鋼網以確保上方行走安全，民眾可不破壞地被、就近觀察草澤上的袋熊。 

 

圖10、公園內四處可見的 Richea彩穗木，僅分布在溫帶雨林區，先前分類是放在南

方杜鵑科，APG IV系統修正為杜鵑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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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公園入口的停車場分隔島，成列種植的景觀樹種為島上特有的桉樹，讓初抵

的訪客們有身歷其境的融入感。 

 

圖12、德文港市區的行道樹考量開花景觀，成列種植的薔薇，春天盛花十分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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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德文港一處公有停車場的外部花圃規劃及蔓藤架綠化網設計，可以看出城市

對綠化的用心。 

 

圖14、德文港岸邊的新植樹木保護繩架及店家的蔓藤纜索，以增加植栽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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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是本屆大會工作坊舉辦地點，甚座落墨爾本市區郊區，

園區湖畔草坪區可見大廈林立的墨爾本 CBD市區。 

 

圖16、本所出席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第七屆全球植物園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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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推廣教育工作坊，邀請參與者親手製作植物染印明信片，並代為寄送回國。 

 

圖18、植物園推廣教育參與者工作坊的森林療癒導引體驗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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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皇家植物園蕨園水流區的覆層栽植下的高綠覆度，創造出富含豐沛芬多精及

負離子且安全放心的療癒小空間。 

 

圖20、皇家植物園蕨園水流區的覆層栽植下的高綠覆度，搭配刻意營造不同高層的

水流小瀑，卻能維持步道的寛度及平整防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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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香花藥草園面積不大，竟然收集了500種以上的香草植物，成為五感體驗的

最佳材料。 

 

圖22、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結合行為科學家與藝術家共同合作，推動園區藝術化成

果非常亮眼，看見看不到的 AR創作則是植物園美術館化的一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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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董組長參加行走原住民遺跡導覽(Guided Tour: Aboriginal Heritage Walk)，與

導覽人員互動，討論原住民在植物保種的參與方式。 

 

圖24、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的乾旱植物園收集了3,000種多肉植物，並用不用規格解

說片介紹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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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第七屆國際植物園保育大會歡迎宴會，邀請市長 Lord Mayor Sally Capp致詞，

她多次強調城市綠化與永續未來重要性。 

 

圖26、本次會議總共來自歐美亞各洲45個國家、500位以上的植物園領域研究推廣人

員共同參與，會議假墨爾本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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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從一座城市綠化程度可以看出它的文明高度，墨爾本的公共空間展現人與樹

木的和諧共生，不論是共融公園或大樓角落，都可以找到植物的生命力。 

 

圖28、高樓大廈的綠化需要更多的研究技術與資源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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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回程於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時，觀摩室內綠化的植栽配置及維管技術。 

 

 

圖30、回程於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觀摩室內垂直綠牆的人工補光技術與植栽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