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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景觀植栽規劃設計選種策略 
李碧峰 

6.1 植栽規劃設計與空間構成 

景觀規劃設計之所以與其它空間設計的範疇不同～若加以探究···不
外乎是有「景觀植栽材料」的設計，因此運用了最具「生命力」與「自
然美」的植栽元素之後···環境空間就能充滿生機與美感！景觀規劃設計
也就是要將環境風土、建築架構和植栽材料···用來組織空間關係並解決
空間機能的問題，進而營造及改善人類的生活環境品質。 

    因此景觀植栽規劃設計應以「空間構成設計」的立場···應用「圍隔」、
「連結」、「鋪蓋」三原則進行配置。 

一、 圍隔：圍界＆區隔 

(一) 可以界定空間範圍 

(二) 可以區別空間內外 

(三) 可以分割空間大小 

(四) 可以隱藏空間區域 

(五) 可以遮蔽空間視野 

圖 1  空間構成設計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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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連結：連通＆聯結 

(一) 可以運動連絡空間 

(二) 可以互相聯結空間 

(三) 可以引導接觸空間 

(四) 可以視線穿透空間 

(五) 可以心理連繫空間 

三、 舖蓋：鋪面＆頂蓋 

(一) 可使空間有天地上下 

(二) 可使空間有舖面敷地 

(三) 可使空間有頂蓋包覆 

(四) 可使空間有明暗開閉 

(五) 可使空間有圍塑區隔 

 

6.2 植栽規劃設計的組合原則 

    景觀的規劃設計元素中，其「綠色資源」-景觀植栽最為重要，因
此景觀植栽的分析與運用，亦可先由「十項景觀設計組合原則」來解構
分析，由此也更能看出景觀美學的構成與組合方式。 

圖 2  十項景觀設計組合原則 

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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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純（簡明）：以極少量元素布局、藉以樸素無華的簡約表現者

稱之。 

二、 對稱（相稱）：許多元素的排列，皆能有其規律的依照一個中心

或中心線或中央空間，成為完全相同的排列稱之。 

三、 平衡（均衡）：是在無形軸線的左右兩側，形體雖不完全相同、
但其質量觀看感受卻使人覺得份量相等。 

四、 對比（反差）：將兩個完全不相同的、或性質相反、或相對的、
或色澤型態不相調和的元素排列組合在一起，使其間有極大的差
異性者稱之。 

五、 比例（大小）：將幾種事物或元素放在一起，使其大小有相對照
的關係者稱之。 

六、 變化（多樣）：將元素不斷的以不相同的形式、比例、布局予以
改變者稱之。 

七、 重覆（反複）：以同樣材料、形態、色澤···等反覆的表現多次者
稱之。 

八、 調和（和諧）：將性質或類似物體或元素，擇其風格、旨趣相同
者配合在一起、使其有融合、和諧的感受者稱之。 

九、 韻律（節奏）：將類似性元素，採取多變化表現的一種狀態者稱
之。 

十、 漸層（層次）：將同形同色的物體或元素、採取漸進式的變化，
如：由大變小、由多變少、由高至低、由遠到近的漸次變化者稱
之。 

 

6.3 植栽規劃設計的環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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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本圖為植栽「自然基盤」情況下～
　　　使用「自然土壤介質」的理想情況下之需土厚度，
　　　其誤差值得以 ±10. %為其規範。

    在進行原生植物的植栽規劃設計時，所需掌握的多屬於：對象植物
與植栽環境的「自然環境條件」或「天候限制因子」的對應關係。 

  因此在進行植栽規劃設計前，首先應對所欲設計使用的原生植物之
品種特性，詳加了解其：生育週期、性狀特色、樹型外觀···等。 

  其次須針對「植栽環境」的諸多限制因素進行評估分析，以正確掌
握植栽規劃設計的環境認知，慎選原生植物因應環境條件與天候因子，
如此將會促使景觀設計配置的良好發展、並配合相關選用施工方法技術
以使植栽成活率提高、未來景觀維護管理的成本得以降低。 

 

關於植栽規劃設計的環境認知項目、方式與注意事項，茲簡述如下： 

一、 配合植栽適育覆土的厚度 

植栽生長所必須的條件之一即是：根部所立足附著的「介質」（一
般概稱為「土」），並藉以使根部分生以呈現支持植物體的分生構造
模式，且因為根部組織器官周邊的介質含有水分與各種植物所需要的
養分，因此能促使植物生長與代謝，進而使植栽產生生理與生長的特
性，故展現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與自然美。 
不同類型的植物皆有其最適合生長
發 育 所 需 要 的 「 最 少 需 土 厚
度」。 

 

 

 

 

 

 

 

 

圖 3  最少需土厚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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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進行景觀植栽設計與施工前的首要考量，即是應配合植栽
最適合生長發育所需要的覆土厚度進行評估與改善；若受限於覆土厚
度不足時，可考慮加高「護框構造物」增加覆土厚度或配合現況侷限
而選用「淺根系植物」加以因應，反之亦然。 

 

二、 考量基地採光及風向位置 

基地的坐向方位與採光條件有密切的關係，植栽需配合其環境採
光的條件選用合宜的樹種施作，才能達到生長理想的境界。 

倘若植栽生長時的光照需求不足，一般將會「徒長」、「易遭致
病蟲害」或「無法呈現應有的植栽機能」，如：葉色產生變異、開花
不良、落果或著果不良···等。因此，若能妥善運用適合的「光照需求」
的植栽樹種配置，將可有效因應。 

大樓建築的環境因所在位置的不同，使得平時風力或季節風力均
會有所不同，植栽設計配置時應詳加考量，因為風力過大將使得植物
水分「蒸散作用」加速，將影響灌溉給水的工作能量，且需加以「支
撐」以防植栽傾倒，而季風的方向將使植物的季節性落葉，大量於基
地散布飛落，亦須防止掉落至水景區域或排水溝孔位置，以免阻塞排
水機能。 

因此，運用「防風機能性」較佳的原生植物品種，將可有效對應。 

 

三、了解版面支撐梁柱結構物 

目前國內住宅建築常見有「集合住宅型」的空間型式，於此之中
的景觀環境常以「人工地盤」的「中庭」呈現，因此若將原生植物運
用在「人工地盤」的基地進行景觀植栽設計時，應詳加與原建物結構
設計師溝通、並了解建物各部結構版面的支撐梁柱或結構形式、支撐
原理及負荷重限制···等內容，以作為設計各項配置內容時的參考，可
避免因景觀植栽的設計影響建物的結構安全。 

對於需表現較大型喬木的原生植物時，亦可配合有適當支撐結構
的位置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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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了解通風排氣等設施內容 

了解「植栽環境」上的通風孔、排氣孔的位置是必需的，而排氣
孔更需要了解其排氣的種類與方向，以對應選擇抗其氣害的植栽進行
配置。 

一般於「植栽環境」上的通風孔及排氣孔，均會對於景觀有不良
的影響，因此常利用植栽美化遮蔽或以設施物加以融合成一體是最常
用的方式，但仍需注意下列幾點事項，如：植物的落葉之影響程度？
植栽高度影響排氣或通風的效果如何？植栽的抗耐性如何？植栽枝
葉疏密度的遮蔽效果如何？···等。 

因此，選擇原生植物具有常綠、抗熱、耐旱、濃密樹冠的特性是
合適的對應做法。 

 

五、了解基地坡度與排水位置 

良好的「植栽環境」必須是表土層能充分吸附降雨或灌溉的水分，
且地表有適當的排水坡度以至於不會有水分淤積，並能依照規劃設計
需求將水分順勢引流至排水溝或陰井處，使多餘的水分能有效排出。 

因此了解「植栽環境」的基地坡度與排水位置，將是規劃設計「護
框構造」（如：花台、槽化島···等）或「客土計畫」（如：客填土方、
土壤改良···等）時所必須參考的因素之一。 

 

六、了解水電源電信保全管線 

植栽的生長是持續性的，「植栽環境」的構造物經常為各項水電、
瓦斯、電信及保全···等系統穿越、埋設，因此了解其通過位置對於植
栽配置時將可有效避免將來的「未知破壞」。 

例如，現今大樓的圍牆邊皆常設有紅外線保全裝置，一旦有物體
跨越圍牆上緣，即會產生警報；倘若此時的圍牆邊種植攀緣植物，雖
然一年兩年不會有問題，但植物隨著時間生長，久之即會干擾到保全
系統的運作而徒生困擾與虛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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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植栽規劃設計時充分掌握基地各項水電、瓦斯、電信及保
全···等系統的裝置位置與目的，將能更有效的設計符合實用與安全的
景觀空間。 

 

七、了解室內外空間的對應性 

「植栽環境」上的景觀空間就一般而言，皆屬於人們會高度使用
的空間，因此植栽的配置需考量的因素不單是由建築物的外部表現評
估而已，更需要身入建築物的內部空間去感受，亦即「自室內向室外
觀之」方可體會植栽對於一個身處於室內環境的使用者而言是怎樣的
感受。 

在臺灣地區，地理風水的觀念常常發生在室內外景觀空間的對應
關係上，例如：使用者不願意植栽樹高高過其神廳佛堂或正對其神廳
佛堂，某些植物忌諱不種或一定要種某些植物···等。這都是從事植栽
設計或施工時所會面臨的課題。 

因此，充分了解室內外景觀空間的對應關係，不僅可預作安排避
免「地理風水觀」的干擾之外，更可使創造完成的景觀得以室內外融
合一體，使使用者更加喜愛而珍惜，亦是對應之道。 

 

八、了解未來使用者的需求性 

一個景觀作品的完成需滿足使用者的需求目的，才能永續保存。
因此了解該「植栽環境」於未來所可能發展的使用需求，才能有助於
植栽配置設計的發展。 

故調查內容須有：使用年限、使用目的、使用方式、使用對象、
對象數量···等。 

 

九、了解未來管理的經營模式 

好的景觀作品除了「好的規劃設計」、「好的施工品質」、「好
的適度使用」之外，不可或缺的還有「好的維護管理」···這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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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FL.

花台矮牆或女兒牆面

客填輕質改良介質（＝每1.m3 砂質壤土＋人造土0.5 m3）

拌合有機質肥（＝每1.m3 客填土方＋5.Kg 有機質肥）

地表高程整地成可自然集水與排水之「洩水坡度」

地工用不織布（強力織製品）

三連通透水軟管（內徑≒5.CM*3.）

植栽槽用 P.P.排水板（32.5*32.5*4.CM）

人工地盤構造物（如：RC.樓板、SRC.樓承板...等）

透水軟管銜接至排水孔處

地工用不織布須配置同客填土方高度 W.W.

重力水滲透導水方向

花台或樓板之排水孔或排水吊管

2 人工地盤放樣高程及基礎準備施工詳圖　S=1:30.MH - 1

因此植栽規劃設計與施工階段的限制與困境倘若一旦突破了，若
祇因植栽維護管理的難度太高或成本太高或經營不善，最終仍會走回
原點。 

故在植栽配置設計時，如何慎選植栽種類以配置一個「容易維護、
簡便管理」的植栽環境，就必須從基地的使用者了解其未來的維護管
理與經營模式，才能尋求改進方法予以克服。 

 

十、了解既有的基礎工程內容 

「植栽環境」若為「人工地盤」時，由於皆需以人為進行「客填
栽植土方」，因此「人工地盤」的面層須有適當的「防水層」或「排
水層」甚至於做「阻根層」的基礎工程來配合。 

而「客填栽植土方」的「土方」亦須加以「特調配方」以求適當
的「含水性」、「透氣性」、「保肥性」、「支撐性」及「硬化限度」
來與植栽做密切配合；至於「拌和基肥」的肥料選擇亦需與植栽樹種
的需肥性做搭配。 

此外，「灌溉給水」的供應調節或「人工光源」的補充供應強度
或「植栽地盤支架」的選用···等，皆須在事前了解原先的起造業主的
計畫構想，以配合之或建議調整改善之。 

 

 

 

 

 

 

 

客填輕質改良介質(每 1m

3

砂質嚷土+人造土 0.5m

3 
) 

拌合有機質肥( 每 1m

3

客土填方+5kg 有機質肥 ) 

三連通透水軟管( 內徑≒5cm*3 ) 

植栽槽用 P.P.排水板( 325*325*4cm ) 

人工地盤構造物(如：RC 樓板、SRC 樓承板等 
) 

圖 4  人工地盤放樣高程及基礎準備施工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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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植栽的耐抗性應用 

    由上述「原生植物的植栽選取
考慮條件」中，可以發現植栽選種
應用首要在於能充分展現原生植
物的「抗耐效果」機能。 

    所以，選用原生植物前，應對
於下列各抗耐性的類型加以了解，
方能有效的應用原生植物於景觀
工作當中以發揮其效能。 

      

茲將植物的各抗耐性介紹於下： 

一、植物的耐旱性 

係指日常需水量較少的植物種類；常利用其耐旱的特性，栽培於
頂層樓房全日照區域，以有效對抗夏季炎熱的乾燥表土層，並避免因
植株蒸散作用過劇所致之萎凋現象發生。 

二、植物的耐溼性 

係指能使根部耐溼而不致發生根腐或植株生理機能障礙的植物
種類；可利用其耐溼特性，栽植於排水不良或近水源的處所；但須注
意，切勿使其根部穿透至飲用水源內或破壞建築設施的結構物。 

三、植物的耐陰性 

係指植物於生理生長及營養生長期間能於半日照以下環境適生
者，即稱之「耐陰性」植物；常用於陰暗處所；但不同的微弱日照條
件環境，仍須慎選能適應耐陰性植物種類，才能確保整體品質的完美
性。 

四、植物的耐熱性 

在此所稱之「耐熱性植物」在於其能抗高溫及耐溫度驟然劇烈變
化的植物稱之。常利用配置於通風口、排氣口的處所，或一些會產生
高溫的環境。 

圖 5  耐抗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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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的抗風性 

係指植物能抵抗強風吹襲，而不致於使得植株的莖葉或枝條受到
損害的植物種類。常利用其做為防風綠籬，或面對季風及樓向風方位
的添景配置之用；一般而言，抗風性植物其莖葉皆較具韌性，且不易
破裂或折斷。 

六、植物的防火性 

在此所稱之「防火性植物」，並非指其能具備防止火熱燃燒的功
能，而是指能「延緩燃燒速率」以達到抑制火苗迅速蔓延的功效，使
消防搶救能有效利用時間；一般常用其配置於隔離易燃品的處所，或
配置於較有公共安全之虞的環境，以做為安全的防護防線。 

七、植物的懸垂性 

係指植物的莖葉能延長伸展，有如蔓藤般者稱之。可利用其配置
於大樓側向花台，及地下室車道出入口兩側護坡或邊坡擋土牆···等單
向位置，以使其向某一方向懸垂生長，而達到綠化的效果。 

八、植物的蔓爬性 

係指植物的莖葉具有：纏繞、匍匐、攀緣···等特性，可使其不斷
四處伸展成長者稱之；常利用其搭配棚架藉以誘引以達到「立體綠化」
的效果，在高都市化的環境當中，往往空間侷限狹小，「立體綠化」
的做法將可達到意想不到的景觀效果。 

 

九、植物的淺根性 
圖 6  蔓爬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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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工地盤上的荷重限制，故栽培介質須輕且薄；而植栽的配
置上，也必須配合擇具「淺根性」
的植物種植，才不會使其根部生長
受限或破壞人工地盤結構；因此近
年來已使得「薄層綠化（綠屋頂）
工法」逐漸受到重視與應用。 

再者，淺根植物具強勢側生根
的特性，能有效支持植物體，而避
免強風吹襲而傾倒，在人工地盤上
的應用有其廣泛使用的必要性。          圖7  淺根性植物 

十、植物的落葉性 

根據研究，落葉性植物的應用在都市環境裡或人工地盤上，配合
落葉季節期間的整枝修剪，能有效調節植株的老化現象，使植株能延
長其使用年限。再者，環境的灰塵沾附在植物體上，往往清潔不易影
響觀瞻，或藉其自然落葉現象，每年萌發新芽，更新植株外觀，又能
表現四季變化，將能使景觀面貌更具可看性。 

十一、植物的原生性 

在植栽環境上使用原生植物，須考量當地環境既有之原生樹種之
種類、特性、組成與動物、昆蟲、鳥類的依存關係，進而依據其比例
構成要件適度配置，如此將能使周邊生態環境擴展至人工地盤的環境，
進而使生態資源得以保存或延展其生機。 

十二、植物的容器育苗 

植物皆有其生理特性，故移植栽種皆須配合時令栽種。但景觀綠
化常侷限於時效短、工期緊迫，致無法等待植物的生長週期以適時移
植栽種，故進而發展出「容器育苗」技術，該產品不僅能「隨時」移
植栽種，還能保持樹體外觀的完整造型，免除因移植時防止水分蒸散
所施行的截枝、鋸幹···等破壞美觀的情形︒整體而言，容器育苗技術
可提昇綠化品質，達到景觀的速成與美善的效果，是近年來產官學界
所一致盼望、追求的目標；惟其成本較高，仍賴追求品質的你我給予
支持並繼續努力克服及改良既有發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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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案例分享~基隆市常見植栽的 Q&A 

� 基隆市環境風土與植栽因應 

基隆市是背山面海的都市環境，全境呈現山、川、海、湖···兼備的
環境特色，因位處臺灣本島的最北端緊鄰基隆港，地區又山多而平地少
且雨量多，季風氣候亦屬明顯，冬季一月平均溫約15℃，若從氣候分類
而言可說是「溫暖潮濕氣候型」。 

目前基隆市區的公園綠地及行道樹所常見者，主要有：榕樹、茄苳、
光臘樹、楓香、臺灣欒樹、小葉欖仁、黑板樹、中東海棗、黃脈刺桐、
海芒果···，這些植栽多具有：熱帶、亞熱帶氣候適應性、生長快速、落
葉性、抗風性···等特性。 

前述植栽目前的生長情況，缺乏適當的整枝修剪枝維護，因此其樹
型或生長勢皆有不良情況；若以植栽景觀與地理人文特色的連結關係而
言，則呈現頗少關連之印象，實屬憾事。 

 

表 1  基隆氣象站年總降雨量表       單位:mm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總計 

平均 356.7 392.8 325.2 226.8 278.3 284.6 139.8 202.8 371.6 375.8 392.8 373.7 3721.0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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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基隆氣象站年總降雨日      雨量>=0.1mm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總計 

平均 20.7 19.7 20.5 16.9 18.8 15.0 9.2 11.6 15.6 18.0 20.1 20.5 206.6 

 

 
 

    表 3  基隆氣象站年平均溫度      單位: ℃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平均 15.6 15.8 17.5 21.0 24.2 26.8 28.8 28.5 26.8 23.8 20.8 17.5 22.3 

 

 

◎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基隆氣象站 

圖 9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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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是具有生命的自然生物體，故移植或種植時···也就要去順應天
時地利人和的法則： 

� 天時～適時＆適種： 

植物種類繁多、特性亦不相同，因此移植或種植之前一定要先了解
所選種的樹木基本生理特性，須選擇適當、合適的樹木種類；並且要配
合正確的季節時間去操作移植或種植，這樣才能事倍功半的成功去種活
一株樹。 

 

� 地利～適地＆適用： 

  不同的環境氣候地區會孕育出不同的植物生態，因此當我們要移植
或種植一株樹時，也要根據所要種植的環境區域去了解：日照、溫度、
濕度、風力、土壤、水源···等條件，再依據這些因素去考量我們種樹的
用途與目的，這樣所種的樹木才能帶來我們所需要的好處與利益。 

 

� 人和～適人＆適法： 

  移植或種植樹木是一項專業技術工作，因此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工
法，就會有不同的結果產生，因此要種好樹、種活樹···就需要慎選適當
的人與工作團隊，並且根據專業判斷、配合不同的情況去調整適當的工
法應用，這樣就能妥善完成移植種植的工作。  

 

  所以順應「天時、地利、人和」的『種樹六適準則』就是： 

1. 「適時」：要符合正確的移植、種植、斷根適期···進行作業。 

2. 「適種」：要考慮環境風土氣候與栽種目的去選擇適當樹種。 

3. 「適地」：要對應樹種的生理與栽培應用特性慎選種植地點。 

4. 「適用」：要考量種樹的用途與目的再配合栽種與維管方式。 

5. 「適人」：要慎選執行種樹作業的專業技術人員與工作團隊。 

6. 「適法」：要因應不同的種樹個案擇用適當的作業技術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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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隆市建議植栽運用樹種表 

性 狀

分 類 

種植應用 

分  類 
建 議 植 栽 樹 種 

移植、種植、斷根 

適期判斷通則 

適期於臺灣地區 

概略時段 

 

喬 

 

木 

 

類 

溫帶               

常綠針葉 

雪松、臺灣油杉、側柏、中國香柏、

中國檀香柏、黃金側柏、竹柏、羅

漢松、小葉羅漢松。 

休眠期間： 

冬季低溫期                                 

樹脂停止或流動緩慢期間 

冬季寒流後 

至早春低溫時期 

熱帶                    

常綠針葉 
蘭嶼羅漢松、檉柳類。 

生長旺季： 

萌芽期間 

春秋期間： 

清明至中秋期間 

溫帶亞熱帶                  

落葉針葉 
落羽松、水杉、池杉。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遇冬季落葉後 

至早春萌芽前 

溫帶亞熱帶               

常綠闊葉 

大葉楠、青剛櫟、光臘樹、森氏紅

淡比、珊瑚樹、水黃皮、楊梅、杜

英、大葉山欖、洋玉蘭、烏心石、

厚皮香、大頭茶、山茶花、茶梅、

柃木類、冬青類、樹杞、春不老、

臺灣海桐、光葉石楠、臺灣石楠。 

生長旺季前： 

萌芽前期 

春節後回溫 

至清明期間 

熱帶                  

常綠闊葉 

雀榕、島榕、稜果榕、糙葉榕、倒

卵葉楠、臺東漆、海芒果、瓊崖海

棠、黃槿、江某、銀樺。 

生長旺季： 

萌芽期間 

春秋期間： 

清明至中秋期間 

溫帶亞熱帶            

落葉闊葉 

碧桃、青楓、楓香、垂柳、水柳、

楊柳、烏桕、無患子、茄苳、臺灣

欒樹、苦楝、黃連木、櫸木、榔榆、

朴樹、九芎、紫薇、流蘇。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遇冬季落葉後 

至早春萌芽前 

熱帶                 

落葉闊葉 

印度紫檀、印度黃檀、大花紫薇、

桃花心木、欖仁、山菜豆。 

休眠期間：                                                   

冬季低溫或夏季乾旱枯水

期之落葉後至萌芽前                   

或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幾乎全年皆宜：                                             

冬季低溫落葉後至

春季萌芽前 或 夏

季乾旱枯水期的落

葉期間 或 春季到

秋季間，亦即： 

清明至中秋期間 

灌 

 

木 

 

類 

常綠性 

杜鵑花類、鵝掌藤類、桂花、月橘

(七里香)、樹蘭、含笑花、毛茉莉、

山黃梔、厚葉女貞、日本小葉女

貞、銀姬小臘、胡椒木、小葉厚殼

樹(福建茶)、海桐、斑葉海桐、厚

葉石斑木、大紅花、大花扶桑、野

生長旺季： 

萌芽期間 

春秋期間： 

清明至中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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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狀

分 類 

種植應用 

分  類 
建 議 植 栽 樹 種 

移植、種植、斷根 

適期判斷通則 

適期於臺灣地區 

概略時段 

牡丹、苦藍盤、金英樹、黃葉金露

花、金露花、蕾絲金露花、桂葉黃

梅。 

落葉性 

安石榴、立鶴花、歐美合歡、羽葉

合歡、山芙蓉、木槿、醉嬌花、麻

葉繡球、矮性紫薇。 

休眠期間： 

落葉後至萌芽前 

遇冬季落葉後 

至早春萌芽前 

 

6.6 結語 

  景觀植物運用在植栽規劃設計與施工上是項極具關聯性與精緻性
的課題。 

  在規劃設計上，應考量植物與環境和人的互動狀態，從一旦栽植的
第一天，考量到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不斷推演，方能有效體會、
判斷其相關施工所需配合的技術問題。 

  而在施工上，應秉持：切實、踏實、謹慎的態度，慎行其事，方能
不產生失誤，以免日後產生無法預料的後遺症。  

  在地球溫室效應日趨嚴重、因地球暖化而大倡減碳的呼籲下，國內
也因高度都市化而使環境日漸遭受破壞的今天，人們亦漸漸覺醒希望居
住環境能朝向：自然生態、永續發展的願景發展，而景觀工作者亦多朝
向「生態工法」與「生態綠化」的運用。 

  因此「植栽」這項深具自然美與生命力的景觀元素，更是我們可以
善加運用的課題～若我們可以善加利用「臺灣原生植物」，則將可以對
我們的自然環境景觀，更善盡一份保護與追求自然生態永續發展的動力
～期望您我一同持續努力不懈！ 
 

※ 本文著作權仍為原作者所有，部分圖文摘錄自《種樹基礎全書》李碧峰．著，麥浩斯出版 

※ 如須轉載或引用部分圖文內容時，敬請刊出作者姓名與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