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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訪旨在借鏡日本樹木醫師制度的建置與執行，以優化臺灣樹木保

護人員的培育、遴選認證及都市林風險管理。本次參觀了日本街路樹診斷協

會、森林總合研究所等相關產、官、學單位，並與日本樹木醫師進行了緊密

的交流。本次參訪瞭解了日本樹木醫師制度的發展歷程、教育設計、認證程

序等方面，以及都市樹木管理的作業程序、技術、觀念等方面，期望能將日

本樹木醫學相關的成功經驗，運用於臺灣的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制度，優化樹

木風險評估及健康診斷的方法，並增加本所在樹木醫學與都市林健康管理方

面的研究與應用能力，同時促進臺日樹醫學的合作與交流，以提昇國內樹木

醫學與城市綠美化的技術水平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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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都市樹木作為城市中重要的綠色基礎設施，提供多樣的生態系服務如

調節氣候、淨化空氣、涵養水源、提供休憩場所等，與人們的生活品質及

身心健康息息相關。樹木不僅美化都市景觀，蒼鬱健康的老樹更能表現一

個地方對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因此給予都市樹木正確而有效的維護與健

康管理措施，使樹木能夠提供完整的生態系服務功能，將能確保我們日常

的健康安全，進一步影響都市的環境永續。日本的都市樹木管理與樹木醫

療體系備受肯定，是為各國仿效參考對象，許多日本的國際知名景點更以

行道樹景觀及老樹的維護為重點。而這些樹木的重要維護責任，即為日本

「樹木醫」的職責。日本樹木醫之所以有其專業水準與技術品質，是經由

一套完整的培訓與認證制度把關，從而累積相關專業知識、技術與臨場實

務經驗，而這些皆為我國內目前推動樹木保護人員制度仍極需補足的寶貴

參考。 

林業試驗所於民國10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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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日本等國際樹藝及樹木醫相關單位維

持良好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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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林業試驗所完成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之樹木保護人員教材之委辦

計畫；113年未來更需要完善樹木保護人員培訓與考試，期望能提升國內樹

醫專業知識與技術，為臺灣的都市林健康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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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建立及強化我國樹木保護人員認證制度與都市林

健康管理，借鏡日本之樹木醫師制度的建置與執行經驗，完善國內之樹木保

護人員認證制度、人才培訓與考試制度，優化臺灣都市樹木醫學與樹木健康

管理成為符合現代化及國際化之新構面。經由日本東京都都市林實地作業考

察，了解日本樹木保護工作之現況，期能導入日本樹木保護工作相關之成功

經驗，完善我國樹木保護專業人員體系之建立。同時本次出國最重要目的為

順利推動與落實森林法樹保專章之政策，藉此規劃參訪森林總合研究所、日

本街路樹診斷協會並與樹木醫團體進行交流，了解樹木保護工作日方在產、

官、學之合作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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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 

一、 行程摘要 

    本次赴日參訪行程，依照日本街路樹診斷協會的邀請與建議進行規劃，

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29 日赴日本進行為期 5 天的參訪。參訪期間

主要為東京市區樹木診斷現場見習，參加日本街路樹診斷協會 25 周年年會

之樹木醫學研討會，前往森林總合研究所，及瞭解東京都主要街道、庭園樹

木保護工作發展現況。 

日     期 
起 迄 地 點 任     務 

月 日 星期 

10 25 三 臺灣→日本東京 
臺灣前往日本東京機場，東京都行道

樹管理維護現況參訪。 

10 26 四 東京 

考察東京市區樹木診斷現場，拜會日

本樹木醫專家笠松滋久、山下得男；

參加日本街路樹診斷協會 25 周年年

會之樹木醫學研討會，與樹木醫進行

樹醫技術與專業人員培訓之相關業

務交流。 

10 27 五 東京→筑波市→東京 

參訪舊芝離宮恩賜庭園，觀摩松樹修

剪及養護作業；前往森林總合研究

所，拜會由森林總合研究所理事長，

就日本樹木醫制度與樹保專業人員

培訓考題未來研擬方向進行會議交

流，並瞭解森林總合研究所有的林業

學術研究方向。 

10 28 六 東京→足立市→東京 

參訪足立公園，實地了解東京都主要

街道、庭園樹木保護工作發展現況，

同時針對都市林綠化及樹木保護政

策之制度面、技術面及實務面進行經

驗交流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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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9 日 日本東京→臺灣 

拜會日本樹木醫會成本花詠樹木醫，

就日本樹木保護工作推動之現況進

行經驗交流討論。 

東京回臺灣。 

 

二、 工作記要 

(一)、 10月25日抵達日本東京，進行東京都市樹木管理考察。  

    林業試驗所吳孟玲副所長於10月25日自臺北松山機場搭乘7時20分之班

機飛往日本，於日本時間11點35分抵達東京羽田機場。 

(二)、 10月26日上午於東京市區樹木診斷現場見習，下午參加日本街路樹診斷

協會25周年年會之樹木醫學研討會。 

東京都建設局公園綠地部除了負責行道樹及公園綠地樹木的栽植及維

護管理外，也定期實施樹木健康風險診斷，並且制定一套行道樹診斷的標準

作業流程，診斷作業流程依不同樹木健康需求區分為外觀診斷、追蹤診斷

(follow up)以及精密儀器診斷，並依診斷結果製作樹木病歷及報告書。而東京

都行道樹健康檢查及診斷業務，是委由民間團體的樹木醫資格者執行，每年

約有5~10間公司負責。行道樹的診斷費用係以每株樹木個別計費，外觀診斷

每株樹木約日幣4,000元，追蹤診斷約要日幣10,000元，而精密儀器診斷約日

幣10,000元，平均每株樹木花費日幣20,000元完成檢查。而在樹木健康診斷後

的對應處置方式，目前已不再執行樹木外科手術，行道樹若判定為高風險樹

木，由於在天氣惡劣時有造成交通意外及公共安全的風險，以採取移除處理

為主，並補植新的樹木；公園樹木則會視情況採取相應的緩解處理措施，如

修枝、設置支架與土壤改良等。對於主幹胸徑90cm 以上的樹木，會進行個別

的樹木風險評估，以避免樹木危害公共安全。另外也以行道樹在各區域打造

功能性的防災林帶。現今的綠化政策除了加強行道樹風險管理、綠化作業，

也定時進行修剪維護工作以及維護管理如土壤改良和施肥。此外，對於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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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公園也實行強化庭園景觀綠化管理等業務。 

日本街路樹診斷協會人員表示，在日本東京都如果要進行樹木的健康檢

查工作，必須要有符合3個證照才可以進行：第1項為樹木醫證照，第2項為東

京都所辦理的研修證照，第3項是街路樹診斷證照。一般而言，一株樹需由兩

位工作人員進行審查。根據東京都建設局公告的街路樹診斷手冊，目前東京

都的樹木健康風險的綜合判斷等級分為 A、B1、B2和 C： 

1. 等級 A：健康良好或近乎良好；斷面腐朽空洞率小於10%；外觀判定沒

有需要處理的異常或損傷。 

2. 等級 B1：有需要注意的損傷；腐朽空洞率介於10%至30%；外觀判定可

預期樹勢會衰弱或腐朽部位增加，並且觀察到其他要關注的缺陷，需

要簡易處理措施。 

3. 等級 B2：可見顯著的損傷；腐朽空洞率介於30%至50%；外觀判定根部

及樹幹持續腐朽，並且觀察到其他的缺陷，需要進行治療處理。 

4. 等級 C：不健全；腐朽空洞率大於50%；外觀判定根部及樹幹嚴重腐朽，

以不可能恢復健康，並且有倒伏或樹幹折斷風險。 

等級 C 是比較嚴重的，必須馬上移除。如為 B2的等級的話，會進行3年

的複檢，確定如果是危木，才會移除。當評估為 B2等級時，他們主要會做2

個工作，一個工作是進行緩解措施的治療，內容包括修剪或做支架；第二項

工作為檢查它們的危害傷口有無擴大情形。 

通常會被列為 B2等級的樹木都需要進行儀器診斷，測量樹幹與根部的

腐朽中空率以作為綜合評估的參考。診斷儀器有應力波檢測儀、阻抗儀等不

同選擇，這次現場作業使用的是阻抗儀檢測，阻抗儀檢測位置原則上會在根

基部以及地上部腐朽的地方進行(圖一)。阻抗儀使用完後，有將因檢測所造

成之樹木傷口進行復原處理，以及儀器使用後的保養(圖二)。每次測驗前會

先測量檢測位置的樹圍大小，檢測後才能判斷可能的腐朽比率。 

本次在東京都築地市場看的第1株樹是法國梧桐，該株樹在根基部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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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空洞腐朽，地上部也有一個空洞(圖三圖四)；對該樹進行了應力阻抗儀的

檢測(圖五)。 

會勘的第2株樹也是法國梧桐，經現場勘查傾斜已經超過30度了，該樹在

上面有一個空洞(圖六)，在底下有一個長達幾十公分以上的狹縫，但是已經

包覆起來了(圖七)；東京都仍把它列為 B2，暫時不移除，並進行3年的觀察。

目前第2株樹因為傾斜的方向，不是朝向人行道邊，也不是往馬路邊，所以列

為 B2，而且它的末端有回正。如果這株樹是傾斜於建築物或者傾斜向路邊，

可能就會列為 C。該樹在複檢觀察的重點就是看這株樹有沒有繼續傾斜，傾

斜角度有無改變及原來的撕裂傷的傷口的長度及寬度有沒有改變。阻抗儀檢

測結果顯示腐朽程度約88%，裂縫深度約達樹徑1/2，但目前觀察還是安全的。 

第1株樹在檢查時，追蹤診斷(follow up)的制度已經建立了，所以2021、

2022、2023這三年都有逐年做診斷；第2株樹則是在追蹤診斷的制度還沒有建

立之前檢查的，所以2021做第1次診斷後，直到2023才進行第2次診斷。 

第3株樹位於御茶之水 Sola City 大樓旁邊，是銀杏樹。在根基部有一個

腐朽的空洞，根盤有稍微隆起；在樹幹大約3公尺高的地方，有一個長約3公

尺之長條型的撕裂傷(圖十)，為枝條斷裂或修枝不當所造成；樹幹高處有觀

察到較深的腐朽空洞(圖十一)。這一株樹被列為 B2等級的風險，B2的等級大

概就是我們台灣樹木風險評估中的中風險至高風險間。第3株樹列為2年後再

行檢查。 

第4株樹也是銀杏樹，位於路邊，樹幹的3公尺高處有2個1公尺長的大空

洞。這2個空洞已經穿透了(圖十六)，而且位在馬路邊，所以經評估後健康檢

查列為 C 級。如果因事故導致樹木倒伏而造成工安意外，事故責任歸咎於樹

木管理者；若倒伏當時風速大於每小時40公里，則歸因天災。惟因現在日本

人對於樹木也開始有感情，所以這株樹目前東京都的檢查是列為 B2，希望還

是把它保留下來，持續對該株樹監測，觀察腐朽的空洞是否有持續擴大的情

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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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月27日參訪森林總合研究所；觀摩舊芝離宮恩賜庭園松樹修剪作業。 

1. 參訪森林總合研究所 

森林總合研究所在樹木醫考試制度上為主要出題研擬單位。本次拜會由

森林總合研究所理事長(所長)，會議由所長主持，主要進行有關樹木保護專

業人員之制度及考題未來之研擬方向，並獲得很多心得。同時林業試驗所與

森林總合研究所有合作備忘錄，因此在林業學術研究方面，也進行森林總合

研究所目前三大重要課題交流： 

(1). 在氣候環境變動下探討並開發森林的多面向功能 

研究如何緩減並適應氣候變遷的衝擊，例如改良森林吸收與排放

溫室氣體的計算與監測方法，透過觀測塔及土壤檢測碳平衡與溫室氣體

動態；瞭解從日本國內外的亞寒帶至熱帶森林的生長狀況與變化，如森

林–農田的土地變化情形，以評估並預測森林及林業受氣候變遷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開發緩解氣候變遷影響的森林經營方式，加強森林生態系服

務功能的運用。 

同時要基於森林生物多樣性與森林生態系服務功能的作為資源永

續的研究與發展。蒐集森林生態變動資料與主要樹種基因定序以分析並

預測森林生態多樣性的變化；開發針對外來入侵種及人畜共通疾病(如

蟎類)的應對措施；並且透過多方面調查林業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研究符合永續利用、有益於森林生態的森林經營手法。 

另外在森林保育和極端氣候災害方面，森林總合研究所也持續開

發森林水源涵養能力、森林物質循環動態的評估與預測技術，更包含追

蹤放射性汙染物在森林中的流動；分析極端天氣事件的山區沉積物與雪

崩災害；森林總合研究所更持續監測並公布森林盆地境流水量及水質、

森林微氣候、積雪等的資料，除了可以提供有關環境保育的長期研究資

源，也有預防並降低天災風險的功能。 

(2). 如何運用森林資源促進循環式社會和振興山村發展 



10 
 

在林業經濟方面，首先必須創造對木材與木構造的市場需求。可能

的研究方向有如何將日本國產的速生型樹種木材進行加值，還有開發並

推廣集成材與其他新興木材，並且提升這些木材與木構造的性能。隨著

氣候變遷增加的林業生物性損害如真菌感染、入侵種昆蟲危害，如何有

效防治也成為一大研究重點；而森林生物的研究也包含如何運用土壤微

生物促進林生產，林下經濟如松露、食用菇類的生產，以及森林總合研

究所的基因資料庫、野生動物資訊蒐集系統。在新研發的材料技術方面，

將木材中的木質素、纖維素、半纖維素與橡膠、塑膠纖維、防水纖維、

油漆等產品做創新結合，拓展更多林產商品。而生質能源的研究則著重

於降低燃料成本、更穩定的燃料品質、以及能在小區域運作的小型生質

發電模式。 

除此之外，為了支持山村永續發展，必須要使林產品能夠穩定生產，

並且將產值合理分配，同時兼顧永續利用。因此森林總合研究所不斷地

改良林業量測技術、資料分析處理工具、多樣化森林空間應用技術，提

供最佳森林資源管理、評估與策略；為了增加大眾對林產品的需求，森

林總合研究所提供研究成果說明林產品的永續價值；並且也研究如何使

用人工智慧與多重感測設備營造更安全有效率的林業工作環境。 

(3). 以林木育種達到保育、建立森林多樣性以及資源永續利用 

林木育種技術不只是為了增加生產量的經濟優勢，也有滿足社會需

求、甚至環境需求的潛力。生長快速、抗病蟲害能力強、木材品質優良

的樹木品系可以降低造林成本、增加經濟價值；育種技術應用於提升造

林速度與品質也有助於減緩全球暖化；還能透過育種降低樹木的花粉飛

散量，減少花粉季造成民眾的困擾。而樹木遺傳資訊的研究有助於珍稀

物種的保育，並能提供未來育種技術的進步。森林總合研究所致力於提

升林木育種的效率，在物種保存方面，也努力優化種子、花粉、基因資

源等的長久保存技術。研究所並將這些研究成果與社會分享，生產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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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優良母樹的扦插苗，提供技術指導，更與國際合作共享林木育種的學

術資源。 

我們也參訪了森林總合研究所的樹木園，樹木園區內規畫依日本沿著緯

度變化形成的亞寒帶林、溫帶林、暖溫帶林、亞熱帶林的不同林相以對應區

塊展示，另外規劃國外樹種、水岸景觀樹種、櫻花區等特色區域，兼具林業、

森林生態、木材加工的研究資源與提供大眾遊憩的功能，可作為本所植物園

管理之參考。 

2. 觀摩舊芝離宮恩賜庭園松樹修剪作業 

參訪舊芝離宮恩賜庭園，觀摩園內松樹的修剪作業(圖十九)，以及防治

日本松毛蟲(マツケムシ，Dendrolimus spectabilis)蟲害，在樹幹包覆草蓆的作

業(圖二十)，稱為草蓆卷(こもまき、菰巻き)。舊芝離宮恩賜庭園起初為江戶

幕府大名大久保忠朝的庭園，以池水為中心，過去能夠觀賞相鄰的海灣風景，

經過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全面翻修與復原，如今周圍高樓林立、電車軌道從

旁穿越，懷古風格的庭園與都市的繁忙形成對比，並且被指定為日本國定名

勝。這裡除了擁有歷史意義，更是都市地區難得的綠地空間，庭園的景觀規

劃與管理需要縝密思考，而樹木維護如何符合傳統庭園美學、呈現豐富文化

意涵，同時兼顧樹木健康，更是一門深奧悠遠的學問。實際觀察園內松樹維

護情形，可見樹冠造型平衡勻稱，枝葉疏密變換富有層次，與整體庭園古樸

雅致的氛圍相得益彰。從松樹修剪的過程，到周圍草地修剪，甚至樹木支架

施作，都必須注意以減少樹木傷口為原則。 

草蓆卷是對松毛蟲的防治，松毛蟲主要危害赤松(Pinus densiflora)、黑松

(Pinus thunbergii)、雪松(Cedrus deodara)等，幼蟲以松樹針葉為食，造成松樹生

長衰弱，嚴重時會導致松樹死亡，並且可能族群大量發生引起松樹大規模死

亡的災害。松毛蟲有爬行至地面落葉中渡冬的習性，因此自江戶時代開始採

用草蓆卷的防治方法，其原理為：於立冬前後(11月初)將菰草或稻草編成的

草席綁在樹幹上，之後松毛蟲會躲進其中避寒，到了驚蜇(3月初)再將草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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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並連同其中害蟲一同燒毀。此為日本對於松樹的維養護與病蟲害管理的傳

統技術，可作為在臺灣相關作業方式應用上的對照。 

(四)、 10月28日至足利花園紫藤介紹(修剪、維養、園區花季介紹等)。 

紫藤生長快速且適應力強，為促進其開花需要適當的進行修剪作業。修

剪適宜期間為4~9月，將徒長枝、病弱枝、枯枝修除，但要注意此時不能修剪

過多以免將花芽修除(圖二十九)，夏天則盡量不要修剪。生長於外側的是營

養枝，一個月可能就會生長3公尺長，要定期修剪(圖三十)；內側的枝條為開

花枝條，不要修剪。一般帶有花芽的枝條大約會長到50公分長。7~9月各修剪

一次，第一次長出來後修剪至50公分長，第二次修剪至20公分(圖三十一)。開

花過後的紫藤，應把殘餘花序剪除以減少養分消耗。 

足利公園著名的4株百年紫藤，受栃木縣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紫藤花除了

眾所皆知的觀光與景觀價值，在日本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其典雅的顏色

與繁茂的花序被視為高貴、生命力、避邪除魔的象徵；不論是傳統文化或流

行文化中都能見其身影，如姓氏、家族紋章、各種藝術創作。從足利公園對

紫藤的養護作業細節，以及賞花時節在視覺呈現上的思考，足以見證對於紫

藤這樣的文化意象之重視。在臺灣賞紫藤花也十分受歡迎，每到花季便能見

到賞花人潮，紫藤種植也逐漸普及。但在欣賞美好花景之餘，我們應向日本

足利公園學習植物養護的精神與對專業技術的堅持，同時更應思考如何塑造

屬於本土意象的園藝景觀，使其如同紫藤一般歷久不衰。 

(五)、 10月29日搭機自日本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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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本次前往森林總合研究所，參加街路樹診斷協會年會，以及參訪相關樹木

健康診斷單位，主要是與日本樹木醫師就制度執行面及技術知識交流並汲取經

驗。我們看到了日本在樹木醫學上建立了一套標準化的核心理念，整合各方面

的技術經驗及學術領域，而制定出從業人員能夠依循、配合的樹木醫師制度。

日本的樹木醫師針對樹木生長及現況調查、檢查、診斷等作業，已建立一套標

準化作業流程及參考規範 (例如街路樹診斷調查表)。雖然隨著學術研究和實務

經驗需要持續引進新的技術、觀念，然而在樹木照護上都有一貫的核心理念及

模式。日本的樹木醫師與美國的樹藝師皆有定時進修及再教育的規定，透過樹

木專業人員的再教育及交流，更能夠適時更新樹木健康管理的觀念與作法。 

因世界各國的國情不同、自然環境條件及樹種之差異，發展出不同的樹木

醫學系統，臺灣也必須盡快建立國內樹木健康管理系統，而目前的樹木保護人

員制度可以從國外相關制度及國際潮流學習其運作原理，並且根據臺灣的氣候

條件、生態、都市現況、文化特色進行調整。林業試驗所長期致力於樹木健康

管理技術的研究，應能提供臺灣樹木保護人員一個共同討論、交換資訊的平

台。事實上我國目前亦不乏具備樹木醫學傳業的技術人員，但是植物病蟲害專

家、園藝學專家及樹木生理學專家等不同領域各自發展，對樹木管理保護的方

法及觀念也不盡相同，相關專業領域如樹木分類、森林生態、樹木生理、病蟲

害診斷與防治、樹木保護、環境因子病害診斷、樹木移植、治療技術及儀器的

診斷等，目前只由少數專家分別主導，仍然需要整體性考量，以及主要辦理單

位負責其發展進程及整合。如果技術、研究人員等相關專業人才的培訓，與教

育傳承出現中斷的現象，則臺灣都市林健康的把關將出現缺口。因此我國在樹

木醫學領域的知識、經驗、制度，仍有待樹木保護人員制度帶來統整性的健全

架構。林業試驗所作為推動樹木醫學知識與技術的領導單位，應努力完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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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人員制度，整合及推動正確對待樹木的理念及資訊、結合不同樹木專家學

者及研究人員的專長，並實施教育培訓、考選認證及推廣的服務。 

日本綠化中心從事樹木及森林綠化相關業務，包含透過樹木醫師制度的審

核機制，培訓並認證都市綠化及樹木健康管理的專業人員，掌管日本全國樹木

醫師的認證制度。為了臺灣社會對樹木保護及保存工作的需求，我國樹木保護

人員制度建立初步的專業科目教育體系，再逐步將相應的考試認證制度擴充完

備。政府也應協助樹木保護人員的實務作業水準及技術發展，支持相關研究計

畫的推動，使樹木健康風險管理在研究、技術及實務上得以順利達到應有的高

品質。再來經由民間或相關團體配合實施，使樹木健康風險管理的品質控管能

有一致標準及參考規範。臺灣地理環境得天獨厚，有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生

態系統，若能將他國經驗及制度作為架構，針對不同的樹種及不同的地區量身

打造，建立樹木健康風險管理的資料庫，以符合我國的國情及自然環境需求，

想必未來將能期待我國樹木醫學的研究成果及經驗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榜樣，為

國際樹木保護的事業盡一份力。 

二、 建議 

「日本樹木醫會」隸屬於財團法人—日本綠化中心，從1991年開始，由日

本林野廳(約相當於我國之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開始與民間企業合作，施予樹木

醫療資格的認定，而從1995年開始，「樹木醫」成為具有國家認定資格的身

分。國內森林法樹保專章亦於104年7月修法公告，第38-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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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應積極與民

間企業合作，借鏡日本樹木醫及國際樹藝協會(ISA)模式，建立國內樹木保護人

員認證制度，與國際接軌，才能順利推動國內樹醫制度。森林法之樹保專章，

將以全方位之保護樹木，規劃樹木保護規範及樹木保護人員之培訓、考選及分

級認證制度，並依多元認證，證照分流為認證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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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參訪實錄 

 

圖一、阻抗儀檢測位置選擇根基部及腐朽處 

 

圖二、阻抗儀使用後進行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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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第1株法國梧桐，樹幹上有空洞 

 

圖四、第1株根基部腐朽，紅色記號為阻抗儀檢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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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第1株樹進行阻抗儀檢測 

 

圖六、第2株法國梧桐樹幹傾斜，上方有一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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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第2株樹幹夾縫 

 

圖八、山下得男樹醫以探針對土壤進行檢測，若土壤鬆軟表示下方有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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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以阻抗儀檢測裂傷周圍是否腐朽 

 

圖十、第3株樹上觀察到撕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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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第3株樹幹高處觀察到較深的腐朽空洞 

 

圖十二、山下得男樹醫示範阻抗儀測驗，因儀器重需多人協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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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嚴重腐朽的銀杏路樹，列為 C 級 

 

圖十四、日本路樹修剪的公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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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第4株銀杏 

 
圖十六、第4株兩處大開口樹洞已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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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東京都立舊芝離宮恩賜庭園 

 

圖十八、松樹修剪先架設三腳梯，需花費一上午時間進行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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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松樹修剪作業，為繁瑣耗時的程序 

 

圖二十、松樹幹包覆草蓆卷，移除冬季避寒害蟲的防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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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日本庭園文化代表性元素—庭園石燈籠 

 

圖二十二、舊芝離宮恩賜庭園的紫藤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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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位於筑波市的森林總合研究所 

 

圖二十四、森林總合研究所淺野透理事長(中)，與坪山良夫理事(左) 



27 
 

 

圖二十五、森林總合研究所於100週年紀念的植樹活動種植地 

 

圖二十六、羅漢松及其蟲害橙帶藍尺蛾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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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用於製作高級棋盤的日本榧木 

 

圖二十八、紫藤的花芽位於內側的短枝條，外側為營養枝多不會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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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紫藤修剪後枝條上的側芽 

 

圖三十、紫藤營養枝一個月至多可生長3公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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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第二次修剪枝條已剪短至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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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一、 森林總合研究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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