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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道路景觀綠化維護管理及經費運用 
陳青洲 

 

3.1 維護管理項目 
植栽維護管理主要範圍包含喬木、灌木、地被草花及草皮等。 

 
一、 喬木 

維護管理項目包含枯木移除、移植、補植、修剪、灌溉、施肥、
病蟲害防治、土壤改良、保護架檢修等。 

 
二、 灌木 

維護管理項目包含枯木移除、補植、修剪、灌溉、施肥、病
蟲害防治、土壤改良等。 

 
三、 地被草花 

維護管理項目包含補植、灌溉、施肥、病蟲害防治、土壤改
良等。 

 
四、 草皮   

維護管理項目包含：補植、修剪、灌溉、施肥、病蟲害防治、
土壤改良等。 

 
 
 
 
 
 
 
 

 

圖 1.1 植栽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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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維護作業 
維護作業包含修剪作業、灌溉作業、施肥作業、病蟲害防治作業

及土壤改良作業等。 
 

3.2.1 修剪作業 

一、 修剪目的 
(一) 降低視線遮蔽，在遮蔽駕駛視線、標誌牌面、號誌、路燈、

公車站牌等時，予以修剪。 
(二) 維持改善樹型，避免雜亂，可有效改善道路景觀。 
(三) 促進樹勢均衡，促進樹木生長良好。 
(四) 增加通風日照、促進分枝開花及病害之發生，維護樹體健

康。 
(五) 樹木樹冠太密，颱風時受風面較大，適宜修剪可減輕颱風災

害。 
 

二、 修剪原則 
(一) 人行道上之喬木， 枝下高自人行道面起算不得低於 2.5 公

尺。 
(二) 有大型車輛行經路段， 喬木枝下高自車道面起算不得低於

4.6 公尺。 
 
 
 
 
 
 
 
 
 
 

 

 

 

                            圖 2.1 喬木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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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叉路口為保持良好行車視距，分隔帶內之植栽距停止線
25 公尺範圍內（曲線或斜交路口可適度延長），植栽高度自
車道面起算不得超過 0.5 公尺；距停止線 50 公尺內之分隔
帶植栽，若遮擋駕駛人視線之枝葉，應予修剪；其餘分隔帶
內之灌木植株高不低於 1.4 公尺，寬不超過分隔帶之寬度為
原則。 

(四) 交通島上之標誌應於停止線前 50 公尺視距內清楚辨識，此
區間內之植栽若有遮擋標誌之情況，應予修剪或移植。 

(五) 草地為行車安全或配合景觀需要等，應定期辦理修剪。路側
及邊坡自然綠化地區為保留野生植物潛在植被，應避免割
草。 

(六) 生態綠化區域及自然邊坡上之植栽，除妨礙交通安全者以外， 
原則上無需辦理修剪工作。(資料來源:公路養護手冊) 

 

三、 修剪流程 
 
 
 
 
 
 
 
 
 
 

圖2.2 植栽修剪流程 

 

 

 

 

  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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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 植栽修剪作業 

四、 修剪適期 
弱剪作業：於平時皆可進行。 
強剪作業：須擇定適宜該植栽種類的生長旺季或休眠期為其

「修剪作業適期」，較能有利於進行植栽「強剪」作業。 
 

施工後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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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休眠期修剪 
為形塑優良樹型，利用樹木生長速率緩慢時期進行較大幅

度之強剪，惟不宜超過全株枝量之三分之一。 
修剪期：十二月至翌年二月間。 

(二) 生長期修剪 
樹木生長期之修剪，為避免枝條消耗性生長，以保持樹冠

良好之通風與透光性，促使植株生長良好。 
修剪期：進行小幅度之修剪。 
一般於五月至八月間實施。 

(三) 例行性修剪 
為功能性的修剪，人行道枝下高為 2~2.5 公尺以上，車

行道枝下高為 3.5~4﹙4.6﹚公尺以上。 
至於斷枝、下垂枝、徒長枝、枯枝、病蟲害枝等隨時加

以修剪。 
 
 

 
( 
  
(四) 開花植物修剪 

A. 春季開花的植物（六月底以前） 
其花芽大多在前一年就已形成，亦即花芽是著生於

去年的枝條（二年生枝條）上，這類型的花木，在冬季
不宜強剪，應在開花後一至二星期內進行修剪。 
B. 夏季或秋季開花的植物 

其花芽往往是在當年的枝條（一年生枝條）上形成
的，因此須在冬季休眠期或早春新芽尚未萌發之前修剪，
才能多發新芽，增加花芽著生的機會。(資料來源：臺北
市行道樹修剪作業規範) 

 
五、 修剪要領 

依修剪目的並考慮植物種類、年齡、生長勢、頂端優勢與枝條
著生位置等因素，決定適當的修剪方式和時間。 

公路養護手冊 11.5.2 修剪、割草-8.例行性修剪： 
（1）位於人行道上之喬木，枝下高自人行道面起算不得低於
2.5 公尺；有大型車輛行經路段，喬木枝下高自車道面起算
不得低於 4.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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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幹或枝幹之分枝角度不宜太小，以免於加粗生長後相互擠壓
而破裂。 

修剪程序一般是「由基到稍、由內到外」，即先決定樹冠應修
剪成何種形狀，然後由主枝的基部自內逐漸向外修剪，先剪大枝條
再剪小枝條。 

綠籬或人工整型樹例外，是由外部往內部修剪。(資料來源:臺
北市行道樹修剪作業規範) 

 
六、 修剪方式 

(一) 疏剪 
將枝條從基部處完全剪去稱之。 
疏剪不會增加枝條分枝數，使樹冠內空間增大，通氣及透光

性良好，以利植株生長。 

(二) 截剪 
僅剪去枝條之一段，在生理上破壞該枝條之頂端優勢，刺激

側芽形成側枝。 
截剪可使樹型優美，控制樹木生長與樹冠幅度。 

(三) 修剪強度 
適度之修剪能夠調整和均

衡樹勢，使樹木生長健旺。 
一般樹種樹冠厚度與枝下

高的比例應大於一，冠幅約為
樹高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3.2.2 灌溉作業                 

一、 灌溉目的                      圖 2.4 修剪強度 

主要為維持植物生長的基本條件。 
補充由葉蒸散損失的水和土面蒸發所失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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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灌溉原則 
澆水時間以早晨或傍晚為佳，晴日之高溫中午不宜澆水。 
夏季乾旱期間應加次或加量，冬季休眠期可減少澆水。 
第一年內，因根系生長尚未完全，需經常灌水，以補充水分。

第一年後，淺根系之草本植物仍需經常灌水；木本植物除非長期乾
旱，否則不需經常灌水。 

 
三、 灌溉要領 

澆水時噴水宜成散形，澆水距離太遠或太高，強力水柱極易破
壞花及葉面，造成植栽傾倒或折斷，沖刷表面土壤也容易造成路面
汙損。 

澆水量以全部土壤濕透為宜，澆水時宜使植栽周圍土壤積水，
再慢慢滲入土中。 

 
四、 灌溉方式 

灌溉方式包含人工灌水、固定噴頭法、軟管灌水法、畦溝灌水
法及滴灌法等。 

 
 
 
 
 
 
 

圖 2.5 灌溉方式 

(一) 喬灌木灌溉 
木本植物的澆水量須達到滲透進土壤 15~25 公分，也就是

每週約需澆 5 公分的水，在沙質土上可能需要更頻繁地澆水。 
檢測土壤含水量如取 15~20 公分深的土壤，以手擠壓，若

黏著則不需澆水，若土壤粉碎，則需澆水。 

(二) 草本及草坪灌溉 
A. 地被及一、二年生草本需水性強。 
B. 草皮灌溉 

必須經常施以 2 公分深的水，以保持 15 公分深的溼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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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水時期，在高溼地區應避免在晚上，因草皮長時間在
潮濕狀態下，易感染疾病。 

乾燥地區則應在晚上澆水，以避免因強烈的蒸散作用，
而使水分散失。 

 
3.2.3 施肥作業 

一、 施肥目的 

(一) 植物生長 
供給植物生長所需的核酸、胺基酸，促使高效能葉子產生，

並增強植株抵抗力及開花及果實肥大等。 

(二) 土壤改善 
能提升土壤肥沃度，增強土壤中微生物的繁衍，平衡土壤中

的生態和維持土壤的透水及透氣性。  

 
二、 施肥時機 

(一) 喬、灌木 
葉色趨於黃或淡綠色。 
葉形及芽較小而發育不良，葉質薄而疏。 
花芽形成不良。 
枯枝多、側枝短小。 
周圍之土壤結塊。                  

(二) 草地 
生長遲緩、過於稀疏未能完全覆蓋土面。 

三、 施肥方式 

 施肥時應注意不要讓肥料附著在花朵或葉片上，以免高濃度之
肥料傷害花葉。 

(一) 乾施法 

將肥料撒於土壤或掘淺溝放入，然後澆水與土壤混合，慢慢
溶於土中。 

(二) 液施法：將肥料溶於水中稀釋後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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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肥要領 

(一) 喬木施肥 
喬木每次每株約施用 30~50 公克化學肥料，視喬木大小調

整施肥量。 
施肥至少需離主幹 30~50 公分為宜。 
施肥前宜先濕潤土壤、鬆土後再施肥。 
施肥後應澆水，以利根部吸收。 
化學肥料可採用溶於水澆灌根部或噴灑葉面之方法。 

(二) 灌木施肥 
灌木每次每株之追肥量約 5 公克或視灌木植株大小調整施

肥量。 
施肥前宜先濕潤土壤、鬆土後再施肥。 
施肥後應澆水，以利根部吸收。 
化學肥料可採用溶於水澆灌根部或噴灑葉面之方法。 

(三) 草皮施肥 
施肥時應選在修剪後之晴天實施。 
肥料用氮：磷：鉀比例為 20：15：5 或 1：1：1 之無機肥料。 
將肥料溶於水中噴灑，力求全面均勻。 

(四) 鑽孔施肥 
A. 樹冠投影線下及投影半徑 1/2 處，等距挖掘 6~10 個

30~40 公分深之孔穴。 
B. 肥料埋入覆土。 
C. 充分澆水，以利根部吸收。 
 

圖 2.6 鑽孔施肥 



【道路景觀綠化維護管理及經費運用】 

3-10 

3.2.4 病蟲害防治作業 

一、 常見病蟲害 
(一) 褐根病 

A. 徵狀 
受褐根病菌感染之木材組織有黃褐色規則網紋，且質地鬆
軟脆弱。 

B. 防治 
目前無有效防治方
式，只能將罹病植株
移除焚毀，配合人工
撿除較小殘根，並以
邁隆進行土壤薰蒸
消毒（200g/㎡）。         
 
 

(二) 樟白介殼蟲 
A. 徵狀 

樟白介殼蟲群聚於樟樹枝樹幹及葉片而呈白粉狀。 

B. 防治 
防治期為 3~8 月，
噴藥前先將罹病
枯枝剪除燒毀，
再使用大滅松加
展著劑（夏油），
原則上每月噴 1
次，於猖盛期則
每二星期噴 1 次，
噴藥防治工作必
須進行到樟白介
殼蟲降低至生態
容許量為止。            
 
 

圖 2.8 樟白介殼蟲 
(資料來源:臺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圖 2.7 褐根病 
(資料來源:臺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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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芽腐病 
A. 徵狀 

罹病植株葉片黃化下垂，如收攤的雨傘。 

B. 防治 
改善土壤通氣性、排水性，
可減少罹病數，病株應確實
去除銷毀，常伴隨寒害或颱
風驟雨發生，可於晴天使用
嘉賜銅稀釋 1000 倍殺菌，
每月噴藥 1 次，連續 3 次。       圖 2.9 芽腐病  

(資料來源:臺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四) 紅胸葉蟲 
A. 徵狀 

受紅胸葉蟲危害之椰
子類樹木葉片黃化、
破碎。 

B. 防治 
以 50％安丹 1000 倍
稀釋，天氣晴朗時，
每二星期噴藥 1 次，
連續 3 次。    
 

(五) 紅椿象 
A. 徵狀 

紅椿象「蟲滿為患」，造成居
民生活上之困擾。 

B. 防治 
紅椿象與欒樹為共生關係，既
不傷人亦不傷樹體，惟使都會
區居民免於恐慌，可用毒性較
輕之賽文(保加利) 稀釋後
噴灑樹高 2 公尺以下之樹
幹及四周地面，每 2 星期噴灑 1 次，約噴 2~3 次即可。          

圖 2.11 紅椿象 
(資料來源:臺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2.10 紅胸葉蟲 
(資料來源:臺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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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蟲害防治方式 

害蟲包含:食葉性害蟲、刺吸式害蟲、蛀幹(莖)害蟲、食(切)根
害蟲等。 

防治方式包含環境改善、藥技防治、生物防治等。 

(一) 環境改善 
選擇適當的樹種，以增加植物對環境的適應性。 
定期施肥，形成較健壯的植株。 
適當的修枝，以減少老弱的枝條，防止蟲害發生。 
栽植前對植穴加以消毒，或栽植後注意植入土壤之通氣及消
毒以減少蟲害。 

(二) 藥技防治 
藥劑防治包含胃毒劑、燻殺劑、觸殺劑、系統性殺蟲劑
( system insecticides )等。 

(三)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以性費洛蒙及天敵防治等方式。 

              

三、 病害防治方式 

(一) 預防方式 
土壤接種有益之微生物
使之與植物共生，增加其
抗病性。 
改善耕作管理方式。 
                                     圖 2.12 噴藥 

(二) 噴藥防治 
選擇合適之藥品防治，一般病害可使用億力處理。 
噴葯時最好選在日間噴，以早上較適宜，晚上難揮發，

易造成葯害。 
噴灑時，要戴能過濾有機化合物微粒之口罩並戴手套，

噴後馬上洗手、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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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病蟲害防治要領 

(一) 喬灌木 
加強修剪以改善通風、日照不足等問題。 
優先採用有機藥劑或生物防治法，並須先正確判斷病蟲害發

生之原因及種類，以及考量，選擇合適之防治方法，確實執行，
方能奏效，又不破壞生態環境。 

(二) 草皮 
草坪之病害較少，蟲害以土壤中之蚯蚓、金龜子幼蟲、夜盜

蟲幼蟲居多。 
蟲害以 50%之馬拉松乳劑 500~800 倍稀釋液、達馬拉松

乳劑 1000 倍稀釋液或 50%加保利可濕性粉劑 1000 倍稀釋液
噴灑使用。 

 
3.2.5 土壤改良作業     

一、 土壤改良目的 
改良土壤之結構及物理性狀。 
提高土壤之含水量。 
提供植物所需養分、水分及根生長所須的氧氣良好生長條件。 
 

二、 土壤改良方式 

(一) 客土改良方式 
將不良之植穴土壤，以表土等良質土代換。 
以較好的土壤做為母土，加入堆肥等有機質，作為客土施放
用土。 

(二) 特性改良方式 
增加有機質來改善土壤的砂黏土比例。 
改善土壤 pH 值，酸性土可添加適量石灰及有機肥。鹼性
土可添加硫黃、酸性肥料改良。 

(三) 結構改良方式 
易積水之基地，可破壞其不透水層，或設置暗管、明溝改善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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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入水口及通氣管，作為土壤中氣體交換作用及地表水滲
入，並可提供做灌溉及流質肥料之施用。 

圖 2.13 通氣管 

 

通氣管，ϕ 10cm HDPE 排水網管，L=90cm 每處植穴埋設
4 支，管內填充 ϕ 1cm 發泡煉石，全管以黑色不織布包裹，上
下端以尼龍繩緊束，管口與土面平齊並以碎石蓋滿。 

 
 

3.3 管理作業 
管理作業包含植栽移補植作業、挖除作業、修剪作業、灌溉作業、

施肥作業、除草作業、病蟲害防治作業、土壤改良作業、支架檢修作
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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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植栽移補植作業 

一、 管理日期 
(一) 冬季落葉樹種 

落葉後的休眠期間實施栽植最適宜（十一月下旬至翌年三月
新稍發芽前，除一、二月嚴寒外）。 
(二) 常綠樹種 

早春發芽前及秋季，尤其春雨期最佳。 
(三) 針葉樹種 

三月至四月，其次九月下旬至十月下旬。 
(四) 棕櫚科樹種 

夏季。 
 

二、 工作內容 

配合道路工程拓寬、管線施作、道路行車安全、及景觀上需要
等， 且無法以修剪等簡易之養護方式處理者，應予移植。 

原植植栽枯死缺株，無法達到原設計之景觀效果時，應予補
植。 

 
3.3.2 挖除作業 

一、 管理日期       

(一) 配合工程內容予以挖除。 
(二) 避開與其它管理作業時間。 
(三) 一般以夏、冬二季。 

 
二、 工作內容 

無法辦理移植或無移植價值時，得予挖除。 
呈現衰老現象，應更換新樹種，予以挖除。 
灌木生長過密發生徒長現象，予以挖除。 
 

3.3.3 修剪作業 
一、 管理日期       

考量不同植物修剪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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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喬木 
每年修剪 1 次為原則，不定期修剪徒長枝與下垂枝，以春季

為主。 
(二) 灌木 

全年作 3~6 次修剪為原則，以春秋為主。 

(三) 草皮修剪 
原則以四月至十月，每 20~30 天修剪 1 次；十一月至三月，

每 1~2 月修剪 1 次。 
 

二、 工作內容 

(一) 喬木 
剪除遮蔽行車視線，影響行車安全之枝條，並注意架空電線

附近之修剪。 
應剪除徒長枝、雜亂枝、枯枝、病蟲害枝等不良枝，保持樹

型平整美觀。 
生育遲緩老化、枝葉疏落的植物，可採用強剪促使植物恢復

生機。 

(二) 灌木 
應剪除徒長枝、雜亂枝、枯枝、病蟲害枝等不良枝，保持樹

型平整美觀。 
定期以疏枝方式修剪灌木叢內部枝條，避免以平頭方式修

剪。 
修剪後之枝葉，必須當日清理運棄，並拔除灌木叢內之枯株、

雜木及清理垃圾等。 

(三) 草皮 
草長應保持不超過 8 公分，夏季不短於 3 公分，冬季不短

於 5 公分，平坦碧綠為原則，以背負式割草機除草時應採用牛筋
繩割草，不得割傷喬灌木樹頭，喬木樹頭應先作妥善防護工作，
草屑應當日清除乾淨。 

自然綠化地區為保留野生植物潛在植被，應避免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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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灌溉作業 

一、 管理日期 
植栽因乾旱萎凋，予以辦理澆水，以夏天為主。 
苗木栽植後 3~5 年內在夏季之中，降雨量 10 公厘以下之日

數連續 25 天以上，則必須予以澆水。 
原則上成活 5 年以上之苗木，除嚴重天旱外，可免予澆水，任

其自然生長。 
地被、一、二年生草本需每天澆水。 
 

二、 工作內容 

(一) 喬木 
每次澆水量每株 2~6 公升。 

(二) 灌木 
每次澆水量每株約 1~3 公升。 

(三) 地被、草花 

每次澆水量每平方公尺約3公升。 

 

3.3.5 施肥作業 

一、 管理日期 
(一) 喬木 

可於春季施肥1次。 

(二) 灌木 
可於春季施肥1次。 

(三) 地被、草花 
每年春至秋季生長期間施肥1次。 

 

二、 工作內容 

了解該地區之土壤性質、肥沃狀況及植株生長情形；可採取土
樣進行分析，以決定肥料種類、用量及施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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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喬木每次每株約施用 30~50 公克之化學肥料。 

(二) 灌木每次每株之追肥量約 5 公克或視灌木植株大小調整施
肥量。 

 

3.3.6 除草作業 

一、 管理日期 
一般於春、夏兩季配合施肥工作一併辦理。 
配合夏天雜草快速生長期辦理。 
通常每年二~十月。 

二、 工作內容 
喬灌木樹幹周圍之叢生雜草掘除。 
地被、草花為維持整體美觀，將影響景觀之雜草掘除。 
每兩個月除草 1 次。 

 
3.3.7 病蟲害防治作業 

一、 管理日期 
依植栽生長狀況及病蟲害危害情況噴藥防治，每年噴藥 1 次為

原則。 
常以春末做病蟲害防治。 

二、 工作內容 
採用修剪枝葉防止蔓延。 
依病蟲害之種類，選擇適當防治方式。 
以農藥防治，宜連續噴灑 2 次以上以確定完全根治。 

 
3.3.8 土壤改良作業 

一、 管理日期 
土質不佳影響植栽生長。 
道路兩側土壤受到汙染，無法清除或稀釋， 影響植栽生長時， 

應予挖除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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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內容 
選擇適合土壤，以客土方式改良土壤。 
以拌合有機質方式改良土壤。 
設置入水口及通氣管，提高土壤透氣性改良土質。 
 

3.3.9 支架檢修作業 

一、 管理日期 
支架若鬆脫或遭受颱風、豪雨侵襲、車輛撞擊而破損，應辦理

支架檢修或更新。 
一般常以春天做檢修管理或風災後。 

二、 工作內容 
(一) 設施物 

原有破損之支架、繩索、墊物等更換，破損物應撿拾乾淨運
棄。 
(二) 固定方式 

綑綁繩索及柔軟墊物是否腐爛、太緊或鬆動支架必須至少埋
入地下 60cm 以上，並綁緊於喬木上。 

 

3.3.10 管理作業表 
依據植栽的生長週期，一年四季環境的變化，以管理作業項目，

制定管理工作時間表，才能有效達成綠化管理目的，促進道路景觀
綠美化效果。          表 3.1 管理作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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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維護管理經費運用 
植栽維護管理經費會依據維護管理項目制定，不同項目及不同植

栽維護管理也不同，各有不同維護頻率，所需要費用也不同，維護管
理項目包含枯木移除、移植、補植、修剪、灌溉、施肥、除草、病蟲
害防治、土壤改良、保護架檢修等，所需要費用將依實際狀況編列。 

 
3.4.1 枯木移除 

枯木移除主要內容為喬木，費用包含： 

A. 枯木處理費用 
植栽修剪及整枝、開挖、吊運。 

B. 整地 
撿除石粒、雜物，客土施放、整地。 
(不含枯木焚化或掩埋等費用) 

 
表 4.1 枯木移除費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喬木類枯木移除，10 ㎝＜米高直徑≦20cm 株 1600－1750  

喬木類枯木移除，20 ㎝＜米高直徑≦30 ㎝ 株 1850－2100  

喬木類枯木移除，30 ㎝＜米高直徑≦40 ㎝ 株 2500－2750 

喬木類枯木移除，40 ㎝＜米高直徑≦50 ㎝ 株 4000－4400 

喬木類枯木移除，50 ㎝＜米高直徑≦60 ㎝ 株 5000－5500 

喬木類枯木移除，60 ㎝＜米高直徑≦70 ㎝ 株 6600－7300 

喬木類枯木移除，70 ㎝＜米高直徑≦80 ㎝ 株 7800－8600  

喬木類枯木移除，80 ㎝＜米高直徑≦90 ㎝ 株 9400－10300  

棕櫚類枯木移除，200 ㎝＜裸幹高≦300 ㎝ 株 1500－1700 

棕櫚類枯木移除，400 ㎝＜裸幹高≦500 ㎝ 株 3000－3300 

1600~1750 

2500~2750 

4000~4400 

5000~5500 

6600~7300 

1850~2100 

9400~10300 

1500~1700 

3000~3300 

7800~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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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移植 

移植主要內容為喬木，費用包含： 

A. 移植苗木處理費用 
修剪及整枝、斷根處理、挖掘植株、綑綁。 

B. 運搬費用 
運搬、載運。 

C. 種植費用 
樹穴挖掘、種植、填土及澆水、保護處理。 
 

表 4.2 移植費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喬木類移植，米高直徑≦10 ㎝ 株 2000－2200  

喬木類移植，10 ㎝＜米高直徑≦15 ㎝ 株 2700－3000  

喬木類移植，15 ㎝＜米高直徑≦20 ㎝ 株 4600－5000 

喬木類移植，25 ㎝＜米高直徑≦30 ㎝ 株 9000－11000 

喬木類移植，35 ㎝＜米高直徑≦40 ㎝ 株 16000－18000 

喬木類移植，40 ㎝＜米高直徑≦45 ㎝ 株 18000－22000 

喬木類移植，45 ㎝＜米高直徑≦50 ㎝ 株 22000－25000  

喬木類移植，55 ㎝＜米高直徑≦60 ㎝ 株 28000－32000  

棕櫚類移植，裸幹高≦100 ㎝ 株 1400－1600 

棕櫚類移植，100 ㎝＜裸幹高≦200 ㎝ 株 3800－4200 

1400~1600 

3800~4200 

28000~32000 

22000~25000 

18000~22000 

16000~18000 

9000~11000 

4600~5000 

2700~3000 

2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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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修剪 
修剪主要內容為喬木、灌木及草皮，費用包含： 
A. 喬灌修剪費用 

修剪及整枝。 
B. 草皮修剪費用 

草皮修剪 
(不含修剪枝葉焚化或掩埋等費用) 

表 4.3 喬木修剪費 
 
 
 
 
 
 
 
 
 
 
 

   註:樹高 8~10m  
表 4.4 灌木修剪費 

 

 

 

 

表 4.5 草皮修剪費 
 

 

 

3.4.4 灌溉 
原則上成活 5 年以上之苗木，除嚴重天旱外，可免予澆水，任

其自然生長。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喬木類修剪，3m＜樹寬≦5m 株 2800－3100  

喬木類修剪，5m＜樹寬≦7m 株 3500－3900  

喬木類修剪，7m＜樹寬≦9m 株 4200－4600 

喬木類修剪，9m＜樹寬≦12m 株 5600－6200 

喬木類修剪，樹寬＞12m 株 7000－7700 

2800~3100 

3500~3900 

4200~4600 

5600~6200 

7000~7700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草皮類修剪 1000M2 850－900  1000m2 850~900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灌木類修剪 1000M2 5400－6000  5400~6000 1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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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地被、一、二年生草本需每天澆水。 
澆水主要內容為地被、草花，費用包含： 
A. 水費用 
B. 載運費用 
C. 澆灌費用 

表 4.6 草花澆水費 
 
 
 
 

3.4.5 施肥 
以土樣分析結果及植栽生長狀況，以決定肥料種類、用量及施

用時機。 
施肥主要內容為喬灌木、地被草花，費用包含： 
A. 肥料費用 
B. 施肥費用 

表 4.7 植栽施肥費 
 

 

 

 

3.4.6 除草 
為維持整體美觀，掘除喬灌木樹幹周圍、地被及草花栽植區內

之叢生雜草。 
除草一般也配合施肥時機一併進行。 

人工除草主要內容為喬灌木、地被草花周圍之雜草，費用包
含：除草工資 

表 4.8 人工除草費 
 
 
 

4500~5000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植栽施肥 kg 14－15  14~15 

4500~5000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草花類澆水 1000M2 1750－2000  1750~2000 1000m2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人工除草 1000M2 4500－5000  4500~5000 1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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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病蟲害防治 
依植栽生長狀況及病蟲害危害情況噴藥防治，用藥種類及用量

常因病蟲害危害狀況而定，若無危害發生也無須用藥。 
芽腐病防治主要內容為喬木，費用包含： 
A. 藥劑費用 

殺菌劑(嘉賜銅) 
B. 噴藥費用 

吊車、技術工資。 
 

表 4.9  芽腐病防治費 
 
 
 
 

註:不含病枝清運費用 
 

3.4.8 土壤改良 
土壤改良有多種方式，依據情況不同可選擇適合方式，以客土

方式改良土壤、以拌合有機質方式改良土壤、設置入水口及通氣管
等。 

通氣管主要內容為喬木，費用包含： 
A. 通氣管材料費 

HDPE 通氣管、不織布、發泡煉石。 
B. 安裝費用 

安裝工資。 
表 4.10  通氣管費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通氣管 HDPE，L=90CM 支 500－550 500~550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單  價 

芽腐病防治 株 500－550 500~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