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含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 

黃基森、李明儒 

一、 前言 

植物與人類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全國各地公園綠地、球場與校園之調查

紀錄，常見的雜草種類超過 100種，包

括有莧科、石竹科、菊科、旋花科、莎

草科、大戟科、禾本科、豆科、酢醬草

科、車前科、茜草科、玄參科、繖形科

等植物分類上的科別[1] [2]。 

草坪本草與雜草的生長速度不同，

在自然情況下，很多雜草往往要比草坪

草更為強勢，同時存在時，因色澤與草

種形態不同，使草坪呈現區塊狀之外觀，

影響整體景觀的一致性，且若放任不管，

雜草可完全取代草坪上原本種植的本

草[2]。此外，草坪的管理不善，也會造

成病蟲害的入侵危害[3][4]，甚而成為小

黑蚊的孳生環境[5]。 

景觀、裝飾用草坪，重視美觀一

致性，而娛樂、運動的草坪，則較注重

草種的選擇。校園中常見問題也包括種

植不適當的草皮種類或土壤質地不良

等因素，而無法良好生長(圖 1)，校園

內實際執行雜草防治方法仍需視草坪

類別不同需求決定，而非能一言以蔽之，

應透過整合性資源管理，保護生態環境

的多樣性，達成永續性草坪營造[1] [6]。 

二、 綠地管理的重要性 

(一) 校園草皮的價值或種植目的 

校園是綠覆蓋率較高的環境類型

之一，其中草坪的存在更是難以忽視，

草坪在於環境綠化、美化上日趨重要且

備受重視，尤其校園草坪的用途極廣，

種類也十分多樣化，依用途主要可分為

下列數種，包括休憩草坪(圖 2)、觀賞

草坪(圖 3)、運動場草坪(圖 4)、保土護

坡草坪、及其他特殊功能如防範小黑蚊

孳生等[7] 。 

 
圖 1、草坪斑駁枯黃 

 

圖 2、休憩草坪 

 

圖 3、觀賞草坪 

 

圖 4、運動場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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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校園草皮管理實務面來說，因

應近年來小黑蚊全國危害面積漸增，嚴

重影響學生受教權利，若考量不使用化

學藥劑的情況下，學校除了裝設紗門、

紗窗阻絕小黑蚊成蟲侵入教室內的方

法之外，在校內半日照的環境處所密植

蔓花生(圖 5)等，以涵蓋面積較大之植

株覆蓋地表，避免土壤裸露，亦可以從

源頭直接阻斷小黑蚊孳生；另有部分學

校因校地較為開闊，也會藉小區塊草坪

作為分隔雙向車道的功能來利用[7]。 

 

圖 5、密植蔓花生可防止小黑蚊孳生 

因此草坪的維護也顯得重要，和

農作物一樣，若管理得當，將雜草減少

到一定程度以下，草坪所呈現的景觀可

令人心曠神怡。因此如何達到及維持草

坪的一致性，需要認識雜草並瞭解管理

方法且靈活運用[2]。 

 

(二) 草皮雜草移除之目的與重要性 

雜草因生長在不該生長的地方而

不討喜，且常造成農作物的減產，美麗

的花圃與草坪也因為它的存在而被破

壞，因此人們常欲除之而後快，草坪中

雜草相對覆蓋率在 6~60％之間，尤其

禾本科雜草相對覆蓋率高達 44％，其

次依序為莎草科、菊科等雜草，除了雜

草本身的干擾與競爭陽光、養分、水分、

空間等危害之外，亦有可能帶來其他土

壤病害、害蟲、線蟲與真菌媒介宿主造

成危害，有些雜草或外來強勢物種如豬

草、象草、銀膠菊等，因莖葉或種子具

含有過敏刺激成份，易引起皮膚或呼吸

的不愉快，一部分雜草由於向上生長的

速度較草坪本草為快，更是增加了剪草

作業的必要次數[1] [2] [8] [9] [10]。 

雜草的防治管理是一門專業技術，

尤其多年生禾本科雜草頑強的地下根

莖，很難徹底拔除，是管理上較為困擾

的部分，目前比較有效率的管理方式仍

以化學除草劑為主，然而與農作物田間

管理有所不同的是，草坪管理以不能造

成草坪主草的傷害為主，且校園中的草

皮又各有多種用途，但是雜草又和草坪

主草交錯生長在一起，所以在事倍功半

的情況下，除了除草劑的選用與施用必

須精準且適時適量外，尚須尋求其他的

防治法配合。就雜草防治的觀點而言，

首先必須防止雜草侵入，對於危害嚴重

的雜草即早徹底清除，雜草才能有效被

抑制[1]。 

 

三、 校園草坪管理策略 

(一) 草皮種類選擇及影響因素 

選擇適當的草坪草種，是草坪建

植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而草坪草種對

環境的適應性及建植的效率是重要的

因素。草坪草種的選擇，應依草坪的用

途、草坪所在地的條件及草坪種植後所

投入的管理時間等因素決定之。 

1. 依用途與功能 

校園裡依據不同功能與用途，如

綠美化、運動場、綠地、邊坡水土保持

等，可能設置有複數草坪存在，也可能

同一塊草坪須兼具多種功能。如操場的

草坪兼具休憩與行走及運動功能，應選

擇耐碾壓踐踏的草種，常見有百慕達草

(圖 6)、臺北草(圖 7)、地毯草(圖 8)、假

儉草(圖 9)等；若是頂樓或露臺草坪，

則更注重景觀功能，可選擇馬蹄金屬

(圖 10)、韓國草(圖 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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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草坪基地條件 

如土壤特性、遮蔭程度、降雨量…

等種植環境條件更是決定種下的草坪

本草是否能確實生根茁壯，包括環境溫

度、日照強度、降雨量、土壤特性等。

臺灣地處北回歸線通過的熱帶與副熱

帶交界處，並具有海陸鋒面交匯的季風

帶，各種氣候模式交錯影響，使各地區

的溫度與降雨系統皆有所不同。 

(1) 地理環境與氣候溫度 

植物有適合其生長溫度條件，如

冷季(溫帶)型草種生長適溫在 15~25℃

間，因此在臺灣本島低海拔地區，在夏

季常有草坪無法適應高溫而死亡，如：

粗莖早熟禾、匍匐性紫羊茅、多年生黑

麥草、高狐草及小糠草等。 

另暖季(熱帶)型草種生長適溫約

為 20~30℃，能夠適應臺灣本島的熱帶

氣，在夏季時生長良好，惟冬季時會呈

現生長遲緩或葉片枯黃，並在溫度達

10℃以下休眠，翌年春天即恢復生長，

如：竹節草(圖 12)、假儉草、百喜草、

百慕達草、聖奧古斯丁草(圖 13)、類地

毯草(圖 14)、闊葉韓國草及結縷草等；

由於臺灣冬季低溫的時間並不長，種植

暖季型草種在低海拔平地通常可保持

終年常綠，其中假儉草比百喜草、闊葉、

韓國草發芽快且整齊，而百慕達草、聖

奧古斯丁草、類地毯草則是走莖生長速

度較快[11]。 

(2) 降雨及澆灌 

理想的草坪土壤質地，擁有深度

30 公分以上的沙壤土，肥沃疏鬆、酸

鹼適中、通氣性良好。土壤質地不佳時，

可以客土或混合泥炭土、稻殼、椰纖土、

有機質等，改良壤土性質、透氣性、保

濕與排水能力。 

土壤溼度與含水量會影響對草坪

草的生長，種子需要充足水分進行生理

生化反應，水份不足則種子將不發芽或

草坪幼苗枯萎。初期表土約 3公分須保

持濕潤，視氣候情況，每日澆水 1~2

次；隨幼苗成長，灌溉次數應逐漸減少，

但水量要增加。不同草種有不同的耐旱

性適應範圍，例如在水土保持應用草類

中，一般認為小葉百喜草、竹節草、兩

耳草、奧古斯丁草、五節芒、天竺草的

耐旱性較高，大葉百喜草、類地毯草、

假儉草、百慕達草次之，地毯草、雙穗

雀稗(圖 15)耐旱性最低[12]。 

當降雨不規則或降雨量不及蒸發

量與排水量時，就需要利用澆灌來補充

水分，但許多證據都顯示頻繁的灌溉亦

會造成草皮容易染病，對水的耐性降低、

活力降低及較易受傷等問題。當降雨強

度大且土壤排水不佳易造成積水時，選

擇耐積水性的百喜草或百慕達草會優

於假儉草；另一方面，降雨量的多寡造

成淋洗作用程度不同，影響土壤酸鹼性

亦牽動草坪草種的選擇。 

(3) 土壤酸鹼性 

土壤酸鹼性受崩解母岩性質與降

雨量影響，大部分土壤酸鹼值落在 4~9

之間，且絕大多數草坪草都能在酸鹼值

5.5~7.5 範圍內的中性至微酸性土壤良

好生長，如百喜草、假儉草，少部分草

種如地毯草適應於酸鹼值 4.5~5.5的酸

性土壤中生長最佳；而如百慕達草、聖

奧古斯丁草的適應範圍較廣，最佳的酸

鹼值為 6.0~8.5之間，因此在微鹼性土

壤亦能生長。 

假若土壤酸鹼值超出草種生長的

適宜範圍，就需要進行土壤改良。改良

酸性土壤通常是施用農用石灰(不能用

工業用石灰)或酸性泥炭土，鹼性土壤

與鹽土則施用石膏、硫磺來調節 [13] 

[14]。 

3. 必要的管理時間。 

種植草坪是需要花時間管理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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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百慕達草 

 

圖 7、結縷草(臺北草) 

 

圖 8、地毯草 

 

圖 9、假儉草 

 

圖 10、馬蹄金(旋花科) 

 

圖 11、結縷草(韓國草) 

 

圖 12、竹節草 

 

圖 13、聖奥古斯丁草 

 

圖 14、類地毯草 

 

圖 15、雙穗雀稗(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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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其在種植初期，因此選用適當的

草種可以有效規劃草坪維護所需時間。

當然，需投入的時間成本與管理面積及

種植草種生長速度成正相關，也與草坪

功能的要求層次有關，例如水土保持草

坪以維持綠地為目的可採粗放管理，並

不強求景觀一致性與雜草防治[1]。 

實際上，雜草的生長通常都比草

坪本草來得強勢，若是疏於管理或一段

時間沒有照顧，容易發生雜草侵佔了草

坪，賓主易位的情形[2]。 

例如種植之本草種類為假儉草、

聖奧古斯丁草、闊葉韓國草等，由於莖

節緊密、生長勢強，可對土表進行全面

的覆蓋，不易發生雜草，只消依生長情

形定期修剪草坪高度即可，所需維護管

理時間較少；反之，稀疏或生長勢弱之

本草種類如改良種百慕達草，在雜草管

理則須投入較多人力及時間才能有效

維護草坪[11]。 

 

(二) 草坪常見問題  

1. 病蟲害 

理論上，任何時間都可以為草皮

進行澆灌。但是依各草皮種植場域條件

的不同，各有其較適合澆水的時段。舉

例來說，夜晚的風速和氣溫較低同時濕

度較高，使得水份蒸發散較少，因此有

水份分佈更均勻的優點，但相對地，夜

晚澆水的壞處是病蟲害在草皮上的活

動會增加。因為真菌孢子在草皮葉面上

萌芽且菌絲穿透到植物組織內的過程，

需要維持數小時潮濕的環境[15]，而較高

的溼度也會延長線蟲的活動時間，能藉

植物根葉表面的水膜移動，除了本身寄

生草坪植株，也可能作為媒介攜帶其他

病毒隨之感染，所以蒸發速度降低後會

造成草皮更容易發生病害。 

廣義上的蟲害發生，一般包含昆

蟲、蟎蜱、蝸牛、蛞蝓、秋行軍蟲等，

大部分明顯可見的蟲害以咀嚼、刺吸、

寄生的方式危害植株地上部葉片，少部

分如鞘翅目之幼蟲(蠐螬)、螻蛄等危害

草坪地下部，啃食根部營養器官，嚴重

時造成草坪空禿，有些害蟲甚至可同時

媒介植物毒素病傳播。此外，須定期修

剪草坪，並配合清理環境中鳥類糞便、

蟲卵或蟲屍，減少螞蟻交配繁殖環境[16]。

因動物的遷移性高，短時間即能對草坪

造成嚴重傷害，故蟲害防治以預防為主

要方式，培育健壯、生長旺盛的草坪較

能夠抵抗蟲害的侵擾，當被少量取食仍

可保持良好之生長勢態。 

除此之外，一部分螞蟻、蟬或泥

蜂等穴居昆蟲種類雖不危害植株而無

防治之必要，但由於會在草坪下掘土，

並將掘洞之土堆在巢外，影響草坪平整

度，仍需做好草坪維護管理[7]；一但病

蟲害在草坪中普遍發生，將影響草坪的

生長活力，使雜草容易趁虛而入[1]。 

 

2. 不當的人為管理 

理想的人為草皮管理，包括種植

前選擇適合的品種及確實進行病蟲害

檢疫，並定期維護草坪，能使校園內草

坪保持優良、完整的生態環境，則害蟲

之天敵如草蛉、瓢蟲與鳥類等可捕食害

蟲降低危害之密度，在維持動態的生物

平衡下甚至不需要進行額外的化學防

治措施。 

但有些時候，過多或不及的草坪

管理反而容易造成危害，例如：操場或

中庭的草皮因故發生缺塊造成土表裸

露，在未能及時發現並補種植栽的情況

保濕效果極佳的草坪遇上完善的澆灌

系統，裸露土表就容易促成藍綠菌(舊

稱藍綠藻)與青苔的生長，進而形成小

黑蚊孳生的溫床，若仍不積極清除藍綠

菌與青苔，小黑蚊將嚴重影響學童在校

園內的上課品質；反之，當入侵紅火蟻

因新進植栽土方、婚飛或自然遷徙落到

校園草坪上時，澆灌系統為初期勢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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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紅火蟻於新植草皮構築隆起蟻丘 

 

蟻巢提供了穩定的水源，加上過度頻繁

的草坪修整或過多不必要的人為擾動，

造就紅火蟻四處分巢擴散，等到蟻巢成

熟的時候，草坪上遍佈諸多大小不一的

隆起土堆(圖 16)，因此紅火蟻的肆虐與

難以防治實因不當人為管理推波助瀾

所致。 

 

3. 不適用的栽培管理 

利用施肥、澆水、割草高度、割

草頻率及減少病蟲害等管理方法，加強

草坪的生長勢、覆蓋的緊密度，可增加

草坪對雜草的競爭力。 

草坪草所需的養分與一般作物的

差異在所需氮肥及鉀肥之數量極多，但

所需磷肥之數量較少，氮素的管理為草

坪施肥上之重點，施用過多氮肥會使草

坪生長速度過快、莖葉較為柔弱，造成

管理工作的困難。 

某些雜草，例如牛筋草、早熟禾、

升馬唐、野茼蒿等，在光線充足的環境

下，有較佳的發芽率，在管理上保持良

好的草坪覆蓋率，減少裸露地表，使得

直接照射到土表的光線減少，就可降低

雜草的發芽率[1] [11]。避免草坪生長勢變

弱與土表裸露，栽培管理尚需考慮澆灌

是否均勻，不應有太乾或太濕的區域發

生，多水潮濕的地方(表 1)，因土壤的

通氣性不佳，容易發生根部病害，另施

肥的過多或不足，也會使得草坪生長勢

滑落[1]。 

四、 環境友善的草皮管理方法 

雜草防治方法有預防性的管理、

人工除草、機械剪草、化學藥劑防治及

栽培性管理，而實際執行需視草坪類別

而決定。景觀、裝飾用草坪，講求美觀

整齊且少踐踏，管理頗為嚴謹，所以雜

草發生的頻率不高，一旦雜草覆蓋率高

於草坪時，則採用全面更新草坪的方法；

娛樂、運動的草坪，較注重草種的選擇，

利用多種方法防治雜草，但要求的水準

比景觀、裝飾用草坪為低，雜草總是零

星發生；一般綠地、水土保持用草坪，

對於雜草則採粗放管理，多用機械剪草

的方法，少用化學藥劑防治，雜草的多

寡與機械剪草的次數及其他栽培管理

的方法有關，因以維持綠地為目的[1]。 

(一) 草坪草的蓬勃生長 

要維持草坪草的佔地比率與優勢，

及營造健康草坪的秘訣，建議可參考 4

大方針施行：(1)除草，定期修剪適當 

 

表 1、浸潤 15~20公分(6 ~ 8英吋)厚度土壤所需的水份及土壤吸收所需的時間[15] 

壤土性質 所需水份 吸收時間 

砂質壤士(Sandy loam) 約 1.2.公分 (0.5英吋) 30 分鐘 

壤土(Loam soil) 約 2.5公分 (1.0英吋) 2 小時 

緊實黏土(Compacted clay soil) 約 2.5~3.3公分(1~1.3英吋)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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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有利於草坪草的生長，並防

止雜草種子飛散；(2)澆灌，執行

適當的澆灌策略可促進根系生長，

並避免根部疾病的發生；(3)通(充)

氣與施肥，定期施作可協助強化

草坪的根部健康；(4)去除枯(茸) 

草層，除了使草坪顯得翠綠鮮明，

亦增加水分、空氣與養分的流動

性，提升施肥後養分的含量與利

用校預。詳細作法如圖 17說明。 

 

1. 除草 

(1) 經常修剪雜草草坪，以防止種子擴散 

(2) 移除長度不超過 3分之 1草皮高度 

(3) 保持刀片鋒利並於草皮乾燥時修剪 
 

2. 澆灌 

(1) 灌溉時間長度足以讓水滲入地表下 15公分深 

(2) 不定期的深層灌溉來促進根系生長強壯 

(3) 在地表 3~7公分土壤呈乾燥後，再次澆水即可 
 

3. 通氣與施肥 

(1) 每年至少為草皮通氣一次 

(2) 人流活動量大的草坪應定期地重複通氣 

(3) 施肥前進行土壤測試以評估營養含量多寡 
 

4. 去除枯草層 

(1) 當地面枯草層厚度堆疊超過 1.3公分時即移除 

(2) 經由去除枯草層增加氧氣，水和養分的流動 

(3) 去除枯草層後應配合適當施肥以恢復養分含量 
 

(資料與圖片來源：加州農藥法規部，2019)[17] 

圖 17、營造健康草坪的秘訣 

(二) 減緩雜草的擴張 

另一方面，顯著減少雜草佔

比也是確保草坪草整齊與健康的

要點，考量友善校園環境的需求，

靈巧的雜草管理策略應視為選擇

不使用除草劑時的替代方案，可

朝(1)壤土養護、(2)雜草修剪、(3)

雜草修剪及(4)植被改造等方向規

畫，提供部分項目如下頁圖 18可

參考應用。 

(三) 預防外來種雜草定植 

外來種可能因為人為蓄意或

非蓄意引進，由於生長速度快、

擴張能力強，並進一步演變成略

具侵略性的歸化種，甚至成為高

度威脅原生物種存在的入侵物種，

前者如象草(圖 19)、香澤蘭(圖 20)，

因高經濟價值或特殊用途被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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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圖片來源：加州農藥法規部，2018)[18] 

圖 18、以雜草管理作為除草劑使用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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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內，現廣布全島 1,500公尺以

下河床與山區道路旁荒廢地[9]；後

者如豬草(圖 21)等，屬於先驅植物，

因適應性極強，能在較嚴峻土壤

環境生長，或如銀膠菊(圖 22)，除

生長快速，且會分泌有毒性之化

合物，具有排他性[10]，其他物種

難與之競爭[8]；故秉持預防勝於治

療的原則，當發現有小群外來種

草種萌發時，應趁其尚未形成族

群前斬草除根。 

 

五、 結論 

對雜草的管理需要多用心，

在農藥農用的原則下，減少施用

除草劑有助營造校園生物多樣性，

並在兼顧整個大自然生態的同時，

以綜合管理的觀念，包含人工拔

草的保護自然生態、機械割草的

整齊管理與化學除草劑的適時適

當施用，都是為了有效率的達到

校園自然與管理的生態平衡。 

因此，若對雜草多一份瞭解，

對草坪多一點關心，草坪也可以

很高雅的展現出最優美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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