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的行道树
敖惠修　夏汉平　刘世忠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州　510650)

　　摘　要　本文就台湾的自然环境、行道树绿化概况及其管理法规作了阐述, 并

提出经验借鉴,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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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省森林茂密, 是我国美丽的宝岛, 林

地面积 200 万公顷, 占全岛面积 60% , 荒山

面积占地不足 1%。台湾省对水土保持、环境

保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城市绿化和行道树

栽植亦取得很好效果。我们在野外考察旅途

中, 很少见红土裸露, 汽车都是沿着公路的

绿带行走。台北市仁爱路的林荫大道及南投

县集集地区的绿色隧道等因其优美的景致而

享有盛名。中山高速公路中途的行道树森林

公园, 成为旅途休息园地, 亦给人们留下深

刻的感受。现将我们在台湾十多天的全岛考

察记录、访问调查, 结合现有资料, 分析整

理, 供有关地区和部门参考。

11 环境条件特点

台湾岛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大岛, 位

于北纬 21°45′～ 25°56′, 东经 119°18′～ 124°

34′。南北长 394 km , 东西宽 144 km , 海岸

线 1140 km , 附近岛屿 78 个, 面积为 36000

km 2, 南隔巴士海峡与吕宋岛对峙, 东临太平

洋, 西为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 与大陆相

隔在 130～ 260 km 之间, 北部顶有富贵角,

南端有鹅銮鼻。人口有 2200 万人, 大部分集

中沿海平原地区。

台湾岛地形是中间高、四周低, 呈纺锤

形岛屿, 地质年龄也以中部为老。西侧为广

大平原, 东岸只有纵谷和一些小片平原 (如

宜兰、台东平原等) , 北部由于火山喷发, 使

山地和火山群间形成了台北盆地, 南部中央

山地倾泻入海, 形成半岛。台湾山地占 2ö3 面

积, 海拔 3000 m 以上的高山有 50 多座。最

高峰为玉山, 海拔 3997 m。由于高山山脉纵

贯, 故东西横贯公路较少, 而南北纵贯的公

路密度较大。

台湾岛是燕山褶皱带, 受喜马拉雅山褶

皱带碰撞拼贴而成。中央山地东侧由片岩、灰

岩、片麻岩组成, 亦有板岩及千枚岩夹有砂

岩。岛的四周为海相沙泥质碎屑岩; 西部主

要为灰色岩夹砂岩泥岩, 东岩为砾岩。

台湾岛是个热带海岛, 北回归线正好横

过中部嘉义附近, 因此, 气候上台湾全岛可

说是高温多雨。全岛气候大体相同, 一致性

表现季风气候的特点, 冬季有东北吹来的凉

风, 夏季有西南吹来的热风。本岛全年处于

“台湾暖流”包围之中, 赤道洋流带来大量的

暖水冲向台湾东岸, 再环流台湾海峡, 流经

西岸。年平均气温, 北部 22℃, 南部 24℃,

高山区冬季气温低, 有积雪, 受季风和地形

影响, 雨量分布不均, 北部四季有雨, 南部

夏雨冬干。台北年雨量 2080 mm , 基隆 2959

mm , 其两地附近的火烧寮 6207 mm , 为远东

雨量最多处。南部恒春 2127 mm。西部沿海

降雨量较少, 如大甲溪以南年雨量在 1000

mm 以下。山地地区年雨量达 3000- 4000

mm 以上。台湾岛四周围绕海洋, 故湿度较

高, 通常平均相对湿度在 80%。台风是本岛

气候上一大特色。台风从西太平洋起源向大

陆吹袭, 台湾首当其冲, 因此台湾是受台风

影响最烈的省之一。显著而猛烈的台风平均

每年有 115～ 2 次, 最高频率有 5 次。台风带

来暴雨, 台风一次雨量可占全年雨量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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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于台风行径不同对各地影响不一样。

1982 年 7 月 29 日的“安迪”台风登台, 风速

45 米ö秒, 暴风半径 150 km , 持续 20 小时。

据台北市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调查, 台北市

86, 000 株的行道树中, 受害行道村 14, 436

株, 公园内之树木损害有 7, 066 株, 合计 21,

502 株。

台湾土壤受母岩、气候、地势和植被影

响形成复杂的类型。行道树所在地的土壤主

要以沿海平原的冲积土和台地丘陵低山区砖

红壤及红壤土及少数山地各类土壤。

台湾原生植被以热带季雨林为主, 局部

有热带雨林分布, 山区为亚热带常绿林、针

阔叶混交林及针叶林。植物种类以热带性植

物为主, 泛热带植物占显著位置, 湿带植物

亦占一定数量。台湾现有维管束植物 185 科

以上, 达 4200 多种, 其中特有种 1630 种, 占

42%。木本植物有 1035 种, 特有种占 438 种,

亦占 42% , 其中榕属 (F icus) 有 35 种, 特有

11 种, 占 3114% , 杜鹃属 (R hod od end ron) 有

19 种, 特有 14 种, 占 7317% [ 1 ]。本岛人工引

进 220 多种, 其中阔叶树 185 种以上, 针叶

树约 30 多种, 丰富的植物资源给本岛道路绿

化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空气污染对行道树有重要影响。由于工

业高速发展, 大量汽车废气的排放, 使城市

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繁华地区交通高峰期

CO 浓度相当高, 均超过卫生安全标准 3～ 4

倍, 其他 SO 2、NO 排放与日光作用产生NO 2、

O 3 等有害物质。这些污染气体影响树木及作

物。空气污染以苗栗、桃园及高雄为害比较

大。台北空气污染物总量为 75338 吨, 污染

来源主要由汽车排放, 占总量的 90% [ 2 ]。所

以污染地区行道树选择, 除具绿化、美化功

能外, 还要具抗污染和净化能力强的种类。

21 行道树概况

211　历史变化及种类组成

台湾的行道树, 已有 319 年的历史, 如

台南官田之蕃子渡头的芒果 (M ang if era in2

d ica) 路树, 植于清朝康熙 18 年 (1679 年)。

在日本占领时代, 台湾的行道树当初仅有水

柳 (S alix g land u lisa var1 w arbu rg ii)、台湾赤

杨 (A lnus f orm osam a)、秋枫 (B ischof ia javani2
ca)、台湾相思 (A cacia conf usa)、香露兜 (P an2
d anus od oraf issim us)、刺竹 (B am bus stenos2
tachy a) 等数种。到 1920 年后种类有增长的

势头, 1982 年已达 52 种, 1997 年统计已达

137 种。1999 年调查统计行道树已达 182 种,

其中灌木常用的有 30 种, 以常绿树种为主,

共有 122 种, 占总数 67% , 落叶树有 60 种,

占 30%。

台湾的行道树种类不断丰富, 而且在数

量上也不断增加。以台北市行道树为例, 据

报道 1967 年有 5000 株, 1971 年达 28696

株, 1977 年为 69554 株, 1979 年达 103273

株, 1995 年为 112882 株, 1997 年因受台风

和新建道路被砍伐而减少至 112145 株。高雄

市建设局 1981 年调查, 高雄市行道树亦高达

139769 株[ 2 ]。

台湾地处热带亚热带潮湿气候环境, 以

森林植被为主, 行道树从本岛丰富的植物资

源中发掘引种, 同时较大量地从祖国沿海各

地和附近热带、亚热带地区引进, 1999 年统

计现有 182 种中, 从外地引进的种类达 127

种, 占 6918% , 本地原生乡土树种 55 种, 占

3012%。本省行道树以热带区系成份为主, 占

5414% , 亚热带成份占 3815% , 温带成份占

711%。如泛热带分布的榕属占据重要位置,

温带成份则以高山松路树种为多。

212　行道树结构格局

行道树具有改善道路环境、绿化美化、增

加荫蔽、分隔行人与车辆、指示方向、吸收

有害气体等多种功能, 一般行道树以一条路

或一段路种一乔木树种为多, 有条件的地方

亦有道路公园森林化, 如台北市有菩提榕

( F icus relig iosa )、 大 王 椰 子 ( R oy stonea

reg ia) 及樟树 (C innam om um cam p hora) 等行

道树或街心公园, 敦化南路有樟树成公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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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高速公路的行道树绿带中, 每隔一段距

离设有以林木为主, 乔、灌、草结合的园林

小区与“化妆室”(免费公共厕所) 结合, 作

为旅途间小休场地。道路交叉中央则以矮小

乔木及灌木为主的安全绿岛。

道路宽窄及功能要求不同, 布置不同绿

化列、带。一般老城区道路及乡间道路都是

道路两边布置行道树为主绿化带, 形成“一

板两带”格局, 在宽广道路有用绿带将来往

车辆分隔, 还有将快、慢车道及行人道分隔,

松成“四板五带”的格局, 如台北、台中、嘉

义等地都有分布。以及用绿带将来往车辆分

隔及行人道与车道分隔的“二板三带”格局。

而在一些地区, 夹窄的傍山险道, 只有“一

板一带”格局, 山旁陡壁则以百喜草 (P as2
p alum notatum )、三裂蟛蜞菊 (W ed elia triloba2
ta) 等草本作绿化护坡。

城市道路及高速公路的行道树下常配置

有灌木及草本植物, 形成多层次的绿带。灌

木常见的有黄金榕 (F icus m icrocarp a cv1
‘Golden L eaves’)、大红花 (H ibiscus rosa-

sinensis)、紫薇 (L ag erstroem ia ind ica)、山指

甲 (L ig ustrum sinense)、黄蝉 (A llam and a neri2
if olia)、山丹 ( Ix ora spp1)、金边假连翘 (D u2
ranta rep ens‘V ariegata’)、矮马缨丹 (L antana

cam ara var1 hy brid a) 等, 草本植物常见有百

喜草、三裂蟛蜞菊及风雨花 (Zgphyran thes

grandiflo ra) 等。

213　行道树的类型

台湾行道树因公路所处的地理环境不

同, 采用的植物种类有很大的区别, 现概括

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 海滨公路　本岛沿海外围公路的行

道树, 一般在公路两旁种二条绿化带, 为防

风目的每带种上一列至数列树木, 栽植树种

以抗风、耐盐、萌发力强的种类, 常见有椰

子 (Cocos nucif era)、木麻黄 (Casuarina equ i2
setif olia)、榄仁树 (T erm inalia catap a)、黄槿

(H ibiscus tiliaceus)、水黄皮 (P ong am ia p inna2

ta)、台湾相思、糖胶树 (A lstonia scholaris)、

海棠果 (Calop hy llum inop hy llum )、海芒果

(Cerbera m ang has)、刺桐 (E ry th rina sp p 1)、

夹竹桃 (N erium ind icum )、香露兜、大叶山

榄 (P olaqu ium f orm osaum ) 等。

(2) 山地公路　台湾山地面积大, 占全

岛总面积三分之二, 但公路密度相对较小, 山

地有三条横贯公路, 北部自宜兰栖兰, 经巴

陵至大溪; 中部自东势谷关经梨山, 大禹岭

至天祥、花莲; 一支线自梨山、恩源至四季

土场达宜兰, 另一支线由大禹合欢山经梅峰

务社达埔里; 南部自旗山甲仙达台东海端。中

部横贯公路海拔高达 2500 m , 地势险峻, 沿

山顶夷平面及山脉断层上伸延, 在路面两侧

种植单列树木, 有的旁山险道只能在公路外

侧种植。阳明山、阿里山、祝山公路, 低海

拔路段常见路树有湿地松 (P inus elliottii)、杉

木 (Cunning ham ia lanceolata )、日本柳杉

(C ry p tom eria jap onica)、龙柏 (S abina ch inensis

cv1‘Kaizuca’)、糖胶树、樟树、厚皮香 (T ern2
stroem ia g ym nanthera)、山樱花 (P runus cam 2
p anu lata) 等。在高海拔的山地公路因海拔高

度不同分别有山樱花、青冈栎 (Q uercus g lau2
ca)、杜鹃 (R hod od end ron sp p 1)、台湾华山松

(P inus arm and ii)、台湾五叶松 (P 1 m orrisoni2
cola)、黄山松 (P 1 taiw anensis)、红桧 (Cham ae2
cy p aris f orm osensis)、台湾杉 (T aiw ania cry p 2
tom erioid es) 等耐赛种类, 这些树木多是人工

种植, 部分是开筑公路时原有树木保留在路

边, 成为山间林荫公路。

(3) 一般公路　包括平地内陆公路、城

市、郊外及城市与乡镇间的公路, 是行道树

主要分布地。城市道路绿化是现代化城市绿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联系着城市中分散的

各类型绿地, 使之成为一个美丽的整体。市

内纵横交错的道路绿带, 实际上构成一个良

好的防护林网。道路绿化起着美化市容、改

善小气候、促进交通安全和净化空气等多种

功能。所以合理的道路绿化是现代化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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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标志。城市行道树是绿化带的骨干, 选

择树种必须注意适合当地环境条件, 除考虑

美观实用、抗逆性强, 特别具有抗污染强的

树种, 据在全岛各市调查榕树 (F icus m icro2
carpa ) 成为行道树的主要树种。据台北市

1994 年统计表明, 全市行道树 97585 株, 榕

树就有 29446 株, 占总数的 3012% , 其次有

菩提榕、白千层 (M elaleuca leucad end ron)、软

叶刺葵 (P hoenix roebelenii)、木棉 (B om bax

ceiba)、枫香 (L ig u id am bar f orm osana)、糖胶

树、大王椰子、蒲葵 (L iv istona ch inensis)、宽

叶胶榕 (F icus elastica‘D ecora’)、龙柏、台湾

栾树 (K oelreu teria f orm osana)、木麻黄、水

黄皮、芒果, 还有榔榆 (U lm us p arv if olia)、

荷花玉兰 (M ag nolia g rand iora)、湿地松、银

桦 (G rev illea robusta)、猢狲木 (A d ansonia d ig 2
itata)、红鸡蛋花 (P lum eria rubra)、印度紫檀

( P terocarp us ind icus )、大叶紫薇 (L ag er2
stroem ia sp eciosa)、华盛顿椰子 (W ash ing tonia

f ilif era)、丝木棉 (Chorisisa sp eciosa)、面包

树 (A rtocarp us altilis)、锡兰橄榄 (E laeocarp us

serratus)、毛冻孔雀椰子 (B u tia eriosp atha)、

大果榕 (F icus au ricu lata)、果汉松 (P od ocar2
p us m acrop hy llus)、裂叶苹婆 (S tercu lia f oeti2
d a) 等。

台中市行道树主要种类有榕树、樟树、木

棉、大王椰子、菩提榕、凤凰木 (D elonix

reg ia)、腊肠树 (Cassia f istu la)、糖胶树、榄

仁树、细叶榄仁树 (T erm inalia boiv inii)、马

尼拉榄仁树 (T 1 calam ansanae)、铁刀木 (Cas2
sia siam ea)、大叶桉 (E ucaly p tus robusta)、台

湾栾树、枫香、羊蹄甲 (B auh inia p u rp u rea)、

马拉巴栗 (P ach ira m acrocarp a) 等。

台南市行道树常见有榕树、糖胶树、榄

仁 树、 腊 肠 树、 芒 果、 垂 榕 ( F icus

benjam ina )、凤凰木、细叶榄叶树、蓝花楹

( J acarand a acu lif olia )、 枫 香、 黄 钟 树

(T abobu ia ch ry sotricha )、血桐 (M acarang a

henry i)、酸豆 (T anarind us ind ica)、大叶合欢

(A lbiz ia lebbeck)、台湾相思、牛蹄豆 (P ithecel2
lobium d u lce)、菲律宾福木 (Garcinia subellip 2
tica)、猫尾木 (M arkhaia cand a- f elina)、南

洋杉 (A raucaria heterop hy lla) 等。

高雄市行道树有榕树、印度紫檀、木麻

黄、菩提榕、黄连木 (P istacia ch inensis)、银

海枣 (P hoenix sy lvestris)、华盛顿椰子、大叶

山榄、糖胶树、椰子、黄花夹竹桃 (T hevetia

p ernv iana)、雨树 (S sm anea sam an)、南洋樱

花 (G liricid ia sep ium )、盾柱木 (P eltop horum

inerm e)、羊蹄甲、黄槿、木棉、苹婆、掌叶

苹婆、文定果 (M unting ia calabu ra)、大叶紫

薇、 阴 香、 榔 榆、 玉 蕊 ( B arring tona

sp eeiosa) 等。

台东市行道树常见有榕树、糖胶树、榄

仁树、樟树、黄槿、椰子、菲律宾福木、笔

管榕 (F icus v irens)、面包树、凤凰木、木麻

黄、荔枝 (L itch i ch inensis)、番荔枝 (A nnona

squam osa )、 南 洋 杉、 龙 眼 (D im ocarp us

long an)、马拉巴栗等。

花莲市行道树有大王椰子、酒瓶椰子

(M ascarena leg enicau lus)、榄仁树、糖胶树、樟

树、假槟榔 (A rchontop hoenix alex and rae)、椰

子、菩提榕、菲律宾福木、羊蹄甲、马拉巴

栗、榕树、菜豆树 (R ad erm achera sinica)、蓝

花楹等。

城郊、乡镇间道路, 一般路面较窄, 两

边常为农田, 行道树在道路两边以单列为主,

种类以树干通直、树冠不大、冬季落叶为主,

使冬季田野能得到阳光。如南投县常见有樟

树、糖胶树、芒果、凤凰木、大叶紫薇、洋

紫荆 (B auh inia varieg ata)、香椿 (T oona sinen2
sis)、马拉巴栗、大叶合欢、龙芽花 (E ry th rina

corallod end ron)、龙柏等。

(4)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有二条, 第一

条中山高速公路自台湾东北的基隆市至西南

的高雄市, 全程 373 km , 于 1978 年 10 月通

车, 现已通车 20 多年。第二条高速公路自汐

止、新店、中和至新竹, 亦于 1997 年建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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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中山高速公路全程绿化树种较多, 两边

路肩外侧边坡的绿化带和中央分隔绿带, 形

成两板三带的格局, 全程中间还设有 6 个以

行道树为主的森林公园, 成为放松、休息的

优美小园地。由于行道树及其他绿化植物, 产

生护坡、庇荫、美化、消音、净化空气等效

果, 特别路间休息小园地, 更有一番清新感

觉。

中央分隔绿带, 以低矮乔木及灌木为主,

如龙柏、榕树、垂榕、黄金榕、大红花、杜

鹃、山指甲、夹竹桃等。

在路肩外侧边坡的行道树, 乔木主要有

木棉、羊蹄甲、黄槐、水黄皮、榕树、垂榕、

木麻黄、火焰木及金丝竹 (B am busa vu lg aris

var1 striata) , 其次有黑松 (P inus thunberg ii)、

湿地松、樟树、大叶紫薇、台湾海桐 (P ittosp o2
rum p enterd rum )、海棠果、山杜英 (E laeocar2
p us sy lvestris )、锡兰橄榄、槭叶翅子木

(P terosp erm um acerif olium )、大叶桉、裂叶苹

婆、马拉巴栗、糖胶树、黄槿、梅 (P runus

m um e)、桃 (P 1 p ersica)、李 (P 1 salicina)、

羊蹄甲、铁刀木、腊肠树、凤凰木、牛蹄豆、

雨树、印度紫檀、刺桐 (E ry th rina ind ica)、枫

香、垂柳、印度胶榕、菩提榕、苦楝、芒果、

毛柿 (D iosp y ros strig osa)、大叶山榄、海芒果、

黄花夹竹桃、大王椰子、槟榔及绿竹 (B am 2
busa trctilis var1 m acu lata) 等。

路肩边坡之灌木有紫薇、山茶 (Cam ellia

jap onica)、大红花、洒金榕 (Cod iaeum varieg a2
tum )、金叶榕、星光垂榕 (F icus benf am ina

‘Star L igh t’)、双荚槐 (Cassia bicap su laris)、

金凤花 (Caesalp inia p u lcherrina)、杜鹃、夹竹

桃、六月雪 (S erissa jap onica)、山丹、假连翘、

金边假连翘、矮马缨丹及软枝黄蝉等。

31 台湾行道树管理及法规

台湾行道树首先规定由某单位负责, 然

后由负责单位编制预算和法规。台湾在过去

日据时代, 总督府于 1911 年已有正式公布行

道树栽植办法, 经立法通过, 由总督府殖产

局林务科实施行道树栽植管理。

现在台湾省政府为加强各级公路行道树

的栽植、养护、管理, 于 1969 年公布《台湾

省公路道路树栽植管理办法》。现台湾省之省

公路行道树, 是由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林务局

与台湾客运汽车公司 (前公路局) 拟定计划,

编制预算, 再委托各县市政府办理推动。另

县乡道路行道树, 规定由各县市政府建设局

农林课林务股或乡镇区公所林务股, 自行拟

订计划, 编列预算办法。栽植时通常由林务

局、台湾客运汽车公司及各县市政府农林课

互相协调合作进行。直辖市的台北市政府也

制定《台北市行道树管理维护办法》, 规定行

道树由工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实行管

理。

负责单位提出行道树栽植预算、编制方

案, 其内容包括: 苗圃之设置, 栽植规程、养

护管理、经费预算等。法规详细规定有关行

道树更新、砍伐、复旧、宣传、竞赛及奖惩

办法。规定毁坏树木、钉伤树木、倾泼油液、

药水、盐水及煤烟者处罚, 家畜伤害树皮、枝

叶时处罚其主人。台北市规定, 使全株枯死

或挖除全株全损者, 赔偿金依该树木基本单

价加 6 倍, 并加补植费。

公路行道树之栽植及养护管理, 由省政

府民政厅、农林厅、交通处、警务处、人事

处、公路局、林务局组成公路行道树督导小

组督导考核, 并由林务局负责召集。各级教

育机关及学校应加强保护行道树之宣传。对

各级公路行道树营造的成绩评比竞赛, 按成

绩优劣进行奖惩。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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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 出口创汇。

冬季牡丹栽培周期短, 技术性强, 其室

外催花栽培措施一定要结合本地区的天气状

况而定。尤其是雾水, 对花蕾的影响较大。大

雾天气时, 幼蕾吸收水分过多, 会导致生长

停止、花蕾腐烂及脱落。为此, 生产上应采

取如下相应措施: (1) 密切注意天气预报;

( 2) 在雾水天气来临前, 及时加盖薄膜;

(3) 晚间辅助灯照, 以降低场地的湿度, 保

持花蕾的干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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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经验与借鉴

411　台湾省植被保护较好, 森林覆盖率

达 60% , 重视环境保护, 道路绿化较好, 它

们不单重视城市的行道树种植, 而且在城外

及乡间道路绿化, 行道树种植都比较好, 公

路边坡也进行种树、种草, 沿途红土很少露

面。而我们广东省除城市绿化较好外, 城郊

公路、农村、山区公路都是残缺不全, 甚至

是两边空白, 坡边红土水土流失严重。目前

广东公路坡边绿化及行道树必须跟上, 修补

地球“伤疤”, 保护生态环境。

412　台湾的行道树种类比较丰富多样,

充分利用本地优良的植物种类, 而且引进各

地区的优良树种, 不同类型道路种类各有特

色。道路绿带, 以乔木为主, 乔、灌、草结

合。而广东行道树种类比较缺乏, 种类单调,

城郊公路也千遍一律用尾叶桉 (E ucaly p tus

u rop hy lla) 及少部分大叶相思, 应用乡土树种

少, 今后要花力改变目前面貌。

413　加强宣传教育与立法奖惩。我国目

前大城市绿化有一定规程, 但在城外公路、乡

镇道路则没有法规, 在“路边经济”的影响

下, 行道树受害首当其冲, 原来有的行道树

作搭棚支架, 店前树木剥皮、淋药水使其枯

死。乡间道路怕影响农田, 当地任由农民及

牲畜破坏, 有年年种树不见树的现象。有些

乡间公路根本就无人管种树, 成为一片空白。

所以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保护路树

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加强立法, 明确职能

部门职责, 加强监督, 开展评比和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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