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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強度差異對景觀植栽生長勢相關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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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從植株景觀美學及樹冠完整度為考慮方向，修剪方式仍以弱修可於較短時間達到設計者

與使用者的要求，因此不同的修剪方式可以讓植株有不同生長樹勢，再從中選出最適合的修

剪方式。

以青楓與小葉欖仁比較發現，青楓以強修植株長出大量新葉及高生長明顯，小葉欖仁則

是以強修長出大量新葉和高生長差異不明顯。本實驗結果顯示兩種落葉樹種，所呈現的生理

現象有明顯差異，表示不同樹種進行修剪時對植物生理的影響不同，必須個別進行試驗。

由於闊葉樹未成熟幹皮植株移植的存活率（36.36%）較成熟幹皮的植株（73.69%）低，

導致闊葉樹整體的存活率下降，由此可見，闊葉樹種在進行移植工作時，應盡量選擇成熟幹

皮的植株，才會符合經濟成本的原則。

落葉性喬木小葉欖仁、青楓在定植後強修部分比弱修的生長速率佳，但是枝葉集中在樹

幹的主幹之頂生處，形成叢生現象景觀效果不佳，可能為打破休眠強迫生長所致。常綠性喬

木烏心石則相反，弱修部分比強修的生長速率佳，且景觀效果佳；而新植的植栽，因移植的

過程中根系發展不完全及維護管理不當而導致部分植栽枯死影響存活率。常綠樹種陰香與火

焰木存活率 66.50%，而落葉樹種阿勃勒、風鈴木、烏桕、欖仁樹、小葉欖仁存活率達 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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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景觀環境營造的諸多元素中，植栽為最具生命力與自然美的元素。植栽經移種植後，

往往無法達到最佳狀態。所以，植栽的維護管理更顯其重要性與必要性。植栽一旦經過良好

的維護與管理，將會在一段時間以後呈現出最佳的生長狀態與最旺盛的生命力，也將會達到

原本設計者想表現的效果及植栽綠美化的機能與功用。

本研究旨在觀察喬木經過弱修和強修之後的生長趨勢，比較不同樹種不同修剪強度所表

現的生長效益，快速達成美學上、生態上和環境上的效益，並觀察喬木經過弱修與強修的生

長差異，利用修剪的方式使植栽生長得到預期的效益，讓植栽在環境綠美化運用方面發揮綠

美化效果，並減少病蟲害發生，維持樹木與建築物間的適度空間，以防止颱風造成的斷枝或

倒伏等狀況。

本研究樹種之烏心石、小葉欖仁、青楓、陰香、欖仁樹、阿勃勒、鳳凰木、火焰木、烏

桕和風鈴木共十種樹種，研究校園內原有喬木樹種經過弱修和強修後之生長差異與新植樹種

的存活率和生長趨勢。

貳、前人研究

於進行景觀「植栽修剪」作業時，應考量植栽修剪後的植株高度及其與原有現存植栽的

樹型外觀或樹高冠幅…等，使其能形成相互協調風貌；且應就植栽的生理情況及環境氣候的

條件與特性…等進行評估與計畫。並選擇於適宜修剪季節進行植栽修剪，以免影響景觀植栽

後續的生長勢（林六合、陳秋銓， 2003、曹明利， 2009）（ Bradshaw, Hunt, Walmsley. 1995）。

良好的植栽修剪作業兼具以下效益： 1、促進植栽正常的生殖生長與營養生長之發育； 2、

改善植栽景觀美質表現與環境空間的協調性； 3、可減少非正常性落葉、落花、落果量以維護

清潔；4、能減少病蟲害的寄宿與滋生以維護植栽健康；5、增進植栽品質效益以達到綠美化

市容與環境（李碧峰，2011、吳佐川、周芳華、謝春萬，1997）（Williams,2002.）。

在每次進行「植栽修剪」之前，首先須確認作業的目的。景觀植栽的修剪目的除了調節

植株的生長勢（以下簡稱〝樹勢〞）防止徒長，使營養集中以供應開花結果外，還要講究樹體

的造型美感，以使樹姿、花、果能相映成趣，並使景觀植栽與周圍的環境建築之搭配相得益

彰，讓景物充滿靜中有動的和諧美觀景象（李碧峰， 2011）（Todorova,Asakawa,Aikoh,2004）。

因此，進行「植栽修剪」之前須詳加了解景觀植栽的生長、發育習性，然後根據該景觀

植栽種類在環境中的用途或栽培目的或未來欲表現之風貌…等以決定「植栽修剪」的方式和

方法，如此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碧峰，2011）。

參考國立大專院校、直轄市樹木修剪規範，得知適當的修剪可以維持或調整改善樹型，

促進樹勢均衡生長，維護樹體健康狀況，促進或調節開花、結果的時期，更新老株使其復壯，

改善透光條件，提高樹木的抗逆能力，改變樹冠的形狀等等。修剪的準則可分為單株、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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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性為考量，三種性質都以維持樹體冠幅美麗、增強植體生長，對不同的樹勢植體修剪

方法都要配合該植栽來進行修剪，通常生長快速的喬木宜在秋末至冬末低溫期，及生長緩慢

之休眠時期進行大幅度的修剪，對樹木的生長勢較小傷害，在生長時期修剪，為了避免植栽

消耗性生長，適合較小幅度的修剪，以保持樹冠良好的通風性和透光性，使其生長良好，大

部分在五月至八月間進行，而針葉樹因生長緩慢所以不適合大幅度的修剪，宜在春初至夏季

間進行不斷的摘葉、掐綠與修剪新梢保持樹形 （國立中央大學校園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參、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調查地點樹種與工具 

1.試驗調查地點：中州科技大學校園。 

2.樹種：定植修剪為烏心石、青楓、小葉欖仁；新植為陰香、欖仁樹、阿勃勒、火焰木、烏

桕、風鈴木。 

3.工具：手鋸、高枝剪、修枝剪、剪定鋏、捲尺、三角梯、箱尺、相機。

（二）調查項目與方法 

1.定植修剪時間：99 年 9 月份；新植時間：99 年 10 月。 

2.觀察記錄方式：30 天量測植栽枝葉生長量，數據登記並照相存證備查，觀察期 1 年。 

3.新植植栽存活率調查：100 年 11 月調查統計。 

4.方法：定植的植栽以弱修、強修兩種方式修剪，以相機拍照與目測的方式，觀察這兩種不

同修剪方法對植栽生長的影響，測量並記錄生長變化，修剪方法為下：

弱修修法圖示↑

強修修法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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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討論 

（一）景觀植栽修剪方式對樹形與樹勢之影響： 

1.烏心石：葉片的生長數量與修剪過後所保留的枝條數有關，弱修樹木保留較多枝條數目的

植株生長葉片數量也相對較多（圖 4），而到了冬季（12 月、1 月）烏心石處於生長停滯的

休眠狀態幾乎不增加新葉，所以烏心石前期生長狀況都是良好的（圖 2,圖 4），繼續觀察烏

心石從 12 月就開始進入休眠期，觀察發現到下一年度 4 月份強修的烏心石枝條生長數量較

弱修的植株少，主要因弱修的植株長出大量不定芽所致（圖 5,圖 6）。從植株景觀美學及樹

冠完整度考慮，修剪方式仍以弱修能於較短時間達到設計者與使用者的要求，因此不同的修

剪方式可以讓植株有不同生長樹勢，再從中選出最適合的修剪方法。 

 

 

 

 

圖 1：強修 圖 2：強修後生長 圖 3：弱修 圖 4：弱修後生長 

 

 

 

 

 
  

 圖 5：強修--烏心石生長比較 圖 6：弱修--烏心石生長比較 

2.小葉欖仁：修剪後，即將進入冬季休眠期，也是小葉欖仁的落葉期，雖然強修的小葉欖仁

打破休眠強迫生長的新生葉片數量比弱修植株多（圖 8,9,11），但因保留原本的葉片較少光

合作用效率低，以致無法製造足夠的養分提供新芽高生長，而弱修的小葉欖仁因保留較多成

熟的葉片，可以進行光合作用製造足夠的養分，提供弱修的小葉欖仁頂芽快速生長，使得高

生長顯著（圖 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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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強修 圖 8：強修後生長 圖 9：弱修 圖 10：弱修後生長 

 

 

 

 

 

 

 

圖 11：小葉欖仁強修（編號 1）和弱修（編號 2）之生長比較 

3.青楓：弱修枝條數比較多，所以枝葉的生長速率比強修樹木慢（圖 13,15,16），而且植栽種

植緊密（間距 60cm）所以會彼此影響生長速率，觀察弱修的青楓植株以正常的生長狀況生

長（圖 14,15），而強修的青楓植株會不斷生長以維持自己的生命力（圖 12,13）。 

 

 

 

 

   

圖 12：強修 圖 13：強修後生長 圖 14：弱修 圖 15：弱修後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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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青楓強修（編號 1）和弱修（編號 2）之生長比較

以青楓與小葉欖仁比較，青楓經強修後植株長出大量新葉且高生長明顯，小葉欖仁經強

修後雖長出大量新葉但無明顯之高生長，本實驗結果顯示兩種樹種均為落葉樹種，所呈現的

生理現象有明顯差異，表示不同樹種間修剪方式對植物生理的影響，必須個別進行試驗。

（二）校園新植之植栽存活調查與分析 

1.本研究之項目與數據是針對校園內 100 學年度所新植的喬木進行調查統計，分別為阿勃勒 

22 株、欖仁 10 株、鳳凰木 3 株、烏桕 7 株、火焰木 3 株、陰香 98 株、風鈴木 5 株和小葉

欖仁 9 株，自新植後持續觀察，在生長環境認定都在相同的情況下，紀錄所有新植樹種的存

活率（圖 17）。

以下為新植樹種的存活率調查結果：

（1）阿勃勒新植 22 株，即將枯死植株 1 株，存活率近 100.00%。

（2）欖仁新植 10 株，枯死 4 株，存活率為 60.00%。

（3）鳳凰木新植 3 株，枯死 1 株，存活率為 66.66%。

（4）烏桕新植 15 株，枯死 7 株，存活率為 53.33%。

（5）火焰木新植 3 株，枯死 1 株，存活率為 66.66%。

（6）陰香新植 98 株，枯死 33 株，存活率為 66.33%。

（7）風鈴木新植 5 株，枯死 0 株，存活率為 100.00%。

（8）小葉欖仁新植 9 株，枯死 0 株，存活率為 100.00%。

依據以上 8 種新植喬木的存活率（圖 17）顯示，雖然這 8 種喬木的存活率都達 50%以上，

但阿勃勒、風鈴木和小葉欖仁這三種的存活率最符合經濟成本；高存活率的樹種，可以減少

不必要的維護和補植等作業及經費，而這三種喬木的生長速度也非常快，可以快速的達到所

需要樹冠幅度；而鳳凰木、火焰木和陰香存活率雖然達到六成以上，但火焰木的生長狀況與

其它樹種比較起來較差；而欖仁與烏桕的死亡率則高達 40%以上，如果新植樹種選擇這兩種

喬木時，移植前和移植後，需要進行的維護工作就必須確實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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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校園新植樹種存活率比較圖

風鈴木與烏桕都是落葉樹種，在三月份進行移植的，而土球的保留都很完整，主幹和側

枝的保留和修剪方式相同，然其存活率之相差卻高達 46.67%（圖 17），研判烏桕存活率低的

原因乃移植地點為斜坡，造成植穴不易蓄水及維護管理不易，導致沒有足夠的水分供給樹木

生長，抗逆境能力較低的個體即死亡，另外移植地點也會有少許的影響，風鈴木是在地勢比

較平坦的地方種植的，故存活率高而烏桕卻是在坡度較大的地方種植，也會造成水分在植株

還沒完全吸收前流失掉。

欖仁樹雖然也是落葉樹種，但存活率僅達六成（圖 17），原因是因為在移植前沒有保留

完整的土球、根系只有主根而已，在沒有土球和新根的狀況下進行移植，存活率當然相對的

低。

陰香與火焰木都屬於常綠樹種，但火焰木的存活率比陰香高，原因是陰香的移植個體有

成熟幹皮與未成熟幹皮兩種，未成熟幹皮因為抗逆境能力較低，導致存活率較成熟幹皮的植

株低。

由於陰香未成熟幹皮植株移植的存活率（ 36.36%）比成熟幹皮的植株（ 73.69%）低（圖 

18），導致陰香整體的存活率下降，由此可見，陰香在進行移植工作時，應盡量選擇具成熟幹

皮的植株，才會符合經濟成本的原則。

圖 18：未成熟幹皮與成熟幹皮陰香存活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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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活率分析：

樹木在進行移植工作時，需保留完整的土球、主幹與側枝的適度修剪及移植時間點等原

因，都會影響植栽的存活率，而常綠樹種和落葉樹種兩種不同類型的存活率相比，以植物生

理學來探討，對移植樹種來說，在適宜的休眠期移植和良好的維護下進行移植，結果發現落

葉樹種的存活率較高（圖 19），且成熟幹皮的植株移植比未成熟幹皮植株所進行移植的存活

率高（圖 18）。

圖 19：常綠樹種和落葉樹種存活率比較

五、結論與建議

定植的植栽進行修件時，落葉性喬木如小葉欖仁、青楓強修部分比弱修的生長速率佳，

但是枝葉集中在樹幹的頂生主幹上形成叢生現象導致景觀效果不佳，此應為打破休眠強迫生

長所致；而常綠性喬木如烏心石則相反弱修部分比強修的生長速率佳，且景觀效果佳；而新

植的部分，因移植的過程中，如根系發展不完全及維護管理不當而導致部分植栽枯死而影響

存活率；常綠樹種陰香與火焰木存活率 66.50%，落葉樹種阿勃勒、風鈴木、烏桕、欖仁樹、

鳳凰木、小葉欖仁存活率則達 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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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esthetic and landscape plant tree crown integrity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direction, pruning is still mild pruning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initiates can achieve the design and 

user requirements, and therefore different pruning methods can allow plant trees have different 

growth potential , from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for trimming. 

comparable of Acer and Terminalia , strong pruning in Acer growth large new leaves and 

high-growth evident, strong pruning in Terminalia is growth large new leaves and have no apparent 

high-growth, the laborato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species are planting deciduous trees leaf, 

presented the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planting pruning to physiological plant implications must be individually testing should not be 

generalized. 

Because of the broad leaf plant species not yet mature trunk skin transplant survival rate 

（36.36 % ） compared with the mature trunk （73.69 % ）, which generally broad leaf plant 

species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it can be seen that broad leaf plant species the transplant work 

should choose mature trunk plant material, i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st the 

economy. 

Field planting deciduous trees leaf Terminalia, Acer part of the strong pruning than the faster 

growth rate of a little cutting, but the branch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trunk of theapical trunk , the 

growth should be forced to break the dormancy caused; evergreen tree Michelia the opposite ; part 

of the new planting, possibl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ation is not fully developed root system, 

And resulting from improper maintenance of some dying planting survival percentage, evergreen 

trees survival percentage of 66.50%, deciduous trees survival percentage 80.63%. 

Key word：strong pruning、mild pruning、growth potential、landscape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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