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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政 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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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
區位於中國東
南部沿海，地
處珠江口西岸，
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相距約60
公里。面積約
29.3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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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樹木分佈

 山林(4個郊野公園及10條步行徑)

 城中的公園22個

(澳門8個、氹仔6個、路環8個)。

 行道樹(17,066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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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各區行道樹分佈及數量

 2008年行道樹總數量17,066棵，樹種合共 136
種。該年新植行道樹461棵，增加植樹3.6%。

澳門區 數量(棵) 離島 數量(棵)

花地瑪堂區 4053 氹仔 4744

花王堂區 642 路環 2718

望德堂區 339

風順堂區 519

大堂區 4051

總數 9604(56%) 總數 74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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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樹種 學名 2009年5月道路數量

1 細葉榕 Ficus microcarpa 2240

2 大王椰子 Roystonea regia 793

3 洋紫荊 Bauhinia blakeana 623

4 大花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660

5 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 648

6 黃槐 Cassia surattensis 593

7 軟葉刺葵 Phoenix roebelenii 452

8 水黃皮 Pongamia pinnata 476

9 陰香 Cinnamomum burmannii 478

10 鳯凰木 Delonix regia 483

11 假菩提榕 Ficus rumphii 424

12 假檳榔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 416

13 垂葉榕 Ficus benjamina 347

14 台灣欒樹 Koelreuteria elegans subsp. Formosana 312

15 鷄蛋花 Plumeria rubra var. acutifalia 254

16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276

17 蒲葵 Livistona chinensis 267

18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256

19 大葉合歡 Albizia lebbeck 251

20 斑葉垂榕 Ficus benjamina Variegata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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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葉榕 Ficus microca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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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葉榕：最多的行道樹品種，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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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葉榕(假菩提) Ficus rump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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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葉榕(假菩提)：最多古樹的品種，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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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管理維護系統

 把澳門的樹木資料電子化，並透過內聯
網，使相關部門分享資料。

 把樹木資料顯示在電子手帳地理訊息管
理系統(PDA)內， 以輔助外勤工作。

 方便統計分析現時樹木資料，可更有效
做好樹種規劃，增強綠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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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年土地的發展

18

新填海吹沙土地
表面泥土不
足20公分

以下全
部為海

沙

新填海地為土質
差的鹽土，由於
土壤中可溶性鹽
類的濃度過高，
造成土壤中的水
分，不但不能溶
進植物根內，甚
至把根部的原有
水分析出。所以
新填海地選種受
限制，一般選榕
樹、黃槿、水黃
皮及台灣欒樹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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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樹木的困境

道路狹小，樹木生長空
間不足，常與建築物比
鄰，引發市民與樹木的
衝突。

20

城市發展舖設管道時破壞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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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設電網後半年已經有多棵大樹枯死

22

改良舊區樹木立地環境

將獨立的樹池改為帶狀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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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用鐵蓋改用透氣磚改善樹池環境

24

設支撐架撐扶傾斜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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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修 補 傷 口 技 術 及 物 料

多年前樹木被工程車撞傷後用瀝青及白石灰封
塗，檢查後在傷口處發現多隻天牛幼蟲。

26

試用環氧樹脂取代舊物料，修補3年後情況。

第
3
年

第
2
年



14

27

與廣州市園林科學研究所合作封塗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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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樹木風險評估

 中央空心樹幹的安全系數

 開口式空心樹幹的安全系數

 真菌引起樹木潰瘍的安全系數

 樹木傾斜的安全系數

 資料來源：TREE BIOMECHANICS SERIES

(by Dr. Kim D.Code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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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心樹幹安全系數(封閉式)

評估標準：剩餘的樹幹厚度最小的比例
(S:D≧ 1:6)，即強度約剩餘76%。

中空直徑
與實木比較
餘下強度

50% 94

60% 87

70% 76

80% 5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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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樹幹安全系數
(開口式)

評估標準：當開口
小於30%圓周的樹
幹最小的樹幹厚度
(S:D≧ 1:3)

開口佔圓周
的比率

中空直徑

30% 40% 50%

20% 79 78 75 

30% 69 68 66 

40% 60 59 5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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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引起的樹木潰瘍，最後形成心材腐爛，
當受感染範圍超過40%時有拆斷危險

34

樹木被腐木菌入侵後期，心材變成軟腐與
堅硬的邊材形成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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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因傾斜令樹木受
重力倒塌的潛在危險
 理論上當Z >X時，就會 有

樹木倒塌的危險。

 實際上還要考慮其他因數，
例如立地環境的風力、樹
冠重量、根系有 否受損
等。

 評估標準

10-15度需要注意。

15-20度計劃處理。

20-25度優先處理。
>25度有倒塌危險。

縱垂線

X
Z

根盤

根盤邊距
(高度X0.09)

樹木重心

(樹高X0.3)

樹木重心水平距

傾斜角度

36

綜合評估處理危樹

樹木將來倒塌
位置向行車路

樹幹出現開口式大形蛀洞

傾斜角度超過25
度，被台灣乳白
蟻嚴重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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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場環境不容許設立支撐架，樹木的傾
斜及中空的情況已經超過安全標準，加上台灣乳
白蟻嚴重蛀食心材並直通到樹基，綜合各項危險
因 素 後 ， 為 保 障 市 民 安 全 ， 最 後 決 定 切 除 。

38

城 市 危 險 樹 木 的 去 留

經評估後，部份樹
木雖然有缺陷，若
對公眾影響較小的
情況下，仍然會盡
量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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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城中危樹的流程

 檢查樹木結構；

 評估檢查數據及現場環境；

 決定切除前先與該區市民團體解釋樹木
的潛在危險性；

 最後在各報章上刊登新聞稿通知切除日
期，解釋樹木將會對市民造成的危險，
需要切除的原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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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聯絡該區街坊總會
並分析樹木的潛在危
險，讓市民了解切除
大樹的原因，並在各
報章上刊登新聞稿。

42

溝 通
由 於 斜 坡 發
生 大 石 滑 落
行 車 道 ， 所
以 負 責 危 險
斜 坡 的 部 門
清 除 大 石 及
造 加 固 工 程 ，
但 連 樹 木 的
基 部 一 起 封
埋 。



22

43

改 善

與該部門解釋
樹木的生理需
要及封埋樹基
將來引發樹木
枯死及倒塌的
潛在危險後，
立即為樹木重
開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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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研單位合作防治病蟲害

 現時為害澳門最嚴重的病蟲害：褐根病及白蟻

 褐根病：2009~2010年與廣州市園林科學研究所

〝澳門樹木褐根病病因及診斷技術研究〞

 白 蟻：2008年~2010年與廣東昆蟲研究所

〝澳門行道樹及公園樹木之白蟻調查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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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樹木褐根病病因及診斷技術研究

 澳門樹木褐根病的主要寄主調查；

 樹木褐根病診斷技術研究；

 在澳門病原的生活史及發生影響因數
研究；

 初步對褐根病主要防治方法的有效性
進行評價。

46

野 外 調 查 及 採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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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行道樹及公園樹木之白蟻調查及防治

 進行白蟻危害及防治知識技術指導和技術培
訓，培訓內容包括：白蟻監測與誘殺系統的
安裝、監測、檢查和加藥處理 ；

 鑑定白蟻品種 ；

 建立白蟻防治的調查及評估成效的系統。

48

 調查及施放誘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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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行道樹樹木之白蟻調查及初步防治
澳門區行道樹檢查數438棵、氹仔區行道樹檢查數100棵

路環區行道樹檢查數142棵、總調查行道樹總數680棵

行道樹主要為害樹種：假菩提及細葉榕

澳門檢查無白蟻樹數

63%
澳門有乳白蟻樹數

2%

氹仔有乳白蟻樹數

1%

氹仔檢查無白蟻樹數

13%

路環檢查無白蟻樹數

18%
路環有乳白蟻樹數

3%

澳門檢查無白蟻樹數

澳門有乳白蟻樹數

氹仔檢查無白蟻樹數

氹仔有乳白蟻樹數

路環檢查無白蟻樹數

路環有乳白蟻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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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公園樹木之白蟻調查及初步防治

澳門區公園檢查數3488棵

氹仔區公園檢查數49棵

路環區公園檢查數580棵

總調查公園數4117棵

氹仔公園檢查無白蟻樹數

1%

澳門公園有土白蟻樹數

3%
澳門公園有乳白蟻樹數

1%

澳門公園檢查無白蟻樹數

氹仔公園有乳白蟻樹數

0%

路環公園檢查無白蟻樹數

13%

氹仔公園有土白蟻樹數

0%

路環公園有土白蟻樹數

0%

路環公園有乳白蟻樹數

1%

澳門公園檢查無白蟻樹數

澳門公園有乳白蟻樹數

澳門公園有土白蟻樹數

氹仔公園檢查無白蟻樹數

氹仔公園有乳白蟻樹數

氹仔公園有土白蟻樹數

路環公園檢查無白蟻樹數

路環公園有乳白蟻樹數

路環公園有土白蟻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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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展 望

 促進有關樹木保護的法例。

 增強公民敎育，提高市民對樹木保育
的意識。

 加強與工程部門的溝通。

 透過與科研單位合作，培訓員工的專
業技術。

 隨科技的日新月異，持續更新檢查樹
木的方法及器材。

52

護樹工作需要前線人員的默默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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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