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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鳳凰木特性及其對民眾造成之困擾 
章錦瑜 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azards to the Residents of 
Delonix regia 

Chi-Yu Chang 

一、前言 
鳳凰木在臺灣中南部普遍種植，極開展之

大傘形樹冠，是非常好的遮陰大樹，夏天紅花

滿樹綻放時，確是驚豔一季 (圖 1)。做為都市

行道樹卻衍生許多問題，因為都市中的人行道

多窄小，樹穴常僅 1 m 寬，而鳳凰木根系淺且

分佈廣泛，再加上地面浮突的根系以及壯觀的

板根，常毀損鄰近之硬體，造成人行道鋪面破

裂、翹起。且因樹冠碩大，於窄小的都市綠化

空間，除枝葉無法充分伸展外，其茂密枝葉還

可能遮擋商店招牌，而屢遭店家破壞，或造成

妨礙行車安全等問題。不耐風、易折枝的特

性，強風後常見滿地的果莢、斷枝或倒伏，善

後工作繁重。再加上病虫害問題，老樹根腐潛

藏倒塌的威脅，選擇鳳凰木綠美化之餘，也衍

生許多問題。 

 
二、特性 

鳳凰木原產於馬達加斯加，現於熱帶地區

廣泛栽培，香港栽植不少，新加坡選做主要行

道樹之一。枝條常橫向伸展如鳳凰展翅般，故

名鳳凰木。夏天，盛花時會燒紅半邊天。臺南

古稱鳳凰城，以鳳凰木為市花，種植頗多，

2006 年氣溫居高不下，10、11 月鮮紅的花朵還

出現枝頭。北部亦有栽培，只是開花沒有南部

那麼燦爛、花期也較短暫。台灣民眾少有對它

感到陌生者，因為開花時實在太引人注目了。

一般人印象中，提起鳳凰木， 容易聯想到的

就是畢業，「鳳凰花開，驪歌初唱」，每年鳳

凰花開，也是校園驪歌響起時分，滿樹火紅花

朵之奪目神態，仿佛慶祝學子們己經完成了一

個階段的學習，並勉勵他們步出校門後，以

大的熱情來擁抱未來挑戰。6 月夏日裡盛花的

鳳凰木，大傘般的樹冠添加鮮艷奪目的紅花，

頓時成了火樹般，像燃燒中的火焰。相傳從前

有一位航海家，到達馬達加斯加時，見到森林

中的鳳凰木開花盛景，竟驚呼森林大火，故鳳

凰木英名為 Flame of the forest。新加坡稱之為

「森之炎」。加勒比島上的土著稱其莢果為女

人舌頭，其莢果已乾燥卻未開裂前，搖晃之，

種子在其中晃動會發出撞擊聲音，如女人的聒

噪聲，因此也可做孩童的自製樂器。彎刀般的

成熟果莢，亦常成為孩子們手中大戰三百回合

的刀劍。 
鳳凰木生性強健，抗旱，耐熱，且抗污

染。生長快速，一年生苗可高達 1 m，每年平

均可生長 12 cm。以濕潤、排水良好之肥沃的

砂質壤土或壤土栽培為佳，酸鹼不拘。可生長

於海拔 800 m 以下地區，性喜高溫，生育適溫

約 23-30℃，耐寒性差，7℃ 以下會造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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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喜向陽、日照強之溫暖處，所以在氣溫愈

高、光線愈強之處，開花愈漂亮，本省中、南

部開花較理想。成株後不需特別加以管理，是

極易栽培之樹種。小苗移植成活容易，但株高

1 m 以上的苗木則需帶土，落葉之冬季為移植

適期。耐強剪，可截幹。多以播種法繁殖，種

子採後可儲藏 1 年， 好採集新鮮種子，發芽

力高，春至夏季為播種適期，因種皮堅硬，播

種前先浸泡溫水 6-12 小時使其充分吸取水分，

可提高發芽率。幼苗至開花約需 5-8 年。樹冠

寬闊，花色艷麗，為優良之遮蔭樹、行道樹與

園景樹，不宜盆栽。木材白色至淡黃色，質較

輕軟，易受白蟻之害，主供薪炭用。樹皮入

藥，為解熱劑，可降血壓，治頭暈。花可提取

抗生素，並有驅蟲效果。根治風濕病。莖皮淬

取物對家畜有催吐和抑制中樞神經作用。花與

莢果內的種子有毒，小孩誤食種子中毒後，有

頭暈、流口水、腹脹、腹痛與下痢等症狀 (章
錦瑜，2004)。 

 

三、對民眾造成之困擾 
(一) 病蟲害 

台灣地區的鳳凰木，近幾年來因感染

Phellinus noxius，而罹患褐根病  (brown root 
rot)，造成各地鳳凰木相繼死亡。褐根病之病原

菌直接危害樹皮之輸導組織，導致植物因水份

及養份輸送受阻而死，潛藏在枯樹根部可長達

10-20 年以上，並隨著根系作幅射狀散布，造

成鄰近鳳凰木相繼枯死；有樹癌之稱的褐根

病，目前尚無有效藥劑，只能挖除病株燒毀

之，多年後才能補植，否則可能再度復發 (張
東柱，1995)。全台各地都傳出疫情，自北至南

無一倖免，許多鳳凰木已因褐根病而枯死。鳳

凰木於各地已傳出疫情之地點如台北市農試所 
(阮慕驊，2001)，彰化市八卦山和彰化縣十多

所中小學校園 (何榮 1、何榮 2，2002；吳昆

宗，2002；陳建霖，2002；鄧惠珍，2002)，花

蓮縣新城鄉蘇花公路通往太魯閣口路段兩旁的

亞泥鳳凰木林(李光濱 1、李光濱 2，2003；熱

線與信箱 3，2003；范振和，2004；田俊雄，

2004)，嘉義林區管理處的森林鐵路嘉義車庫園

區 (熱線信箱，2006)，台北市的台北賓館、重

慶南路總統官邸內的鳳凰木也都罹病。褐根病

會引起根部腐敗，導致全株凋萎死亡， 受威

脅的是病株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在台北、新

竹、彰化與台南等地，都曾出現老鳳凰木因褐

根病而傾倒，並造成人員受傷、壓損車輛的案

例 (李光儀，2006)。 
除褐根病嚴重侵害鳳凰木，另一熱帶靈芝

根基腐病亦在全台各地造成鳳凰木枯死現象 
(圖 2)，因目前仍未找到非常有效防治方法，只

有砍除一途，沒枯死的也必須全株挖除，否則

病菌透過土壤傳染其他樹木，影響範圍將更

大。已傳出疫情的地區包括嘉義市的二二八紀

念公園、光華營區、華南商職、嘉義高工、嘉

義高中校園及仁義潭環湖道路等 (葉長庚 1、葉

長庚 2， 2000；陳建任， 2001；郭勝恩，

2000、2001；謝恩得，2006)。彰化縣二林喜樂

保育院總院、台南走馬瀨農場  (林宜慈，

2000)，台南市小東路、市立文化中心對面巴克

禮紀念公園 (李鋅銅 1，2000、2001；凌珮君，

2003；林建農，2004；吳明良，2005)，台中市

東海大學校園 (陳威廷，2004)，以及高雄縣橋

頭鄉南滾水農場 (王昭月，2006)。熱帶靈芝根

基腐病感染後會造成鳳凰木根部腐爛，常在不

預警狀況下傾倒，造成人車傷亡，危機四伏，

如台南市體育公園內一棵鳳凰木 2000 年 7 月

清晨突然傾倒 (李鋅銅 2，2000)，2001 年已故

抗日名將薛岳位於嘉義縣竹崎鄉文化路旁住宅

內之高齡鳳凰木，2001 年 5 月凌晨突然倒伏 
(朱惠如，2001)，台南縣玉井鄉青果市場後方

一棵相當高大的鳳凰木，2003 年 5 月上午突然

連根拔起 (謝恩得，2003)，2003 年 9 月台中市

存中街鳳凰木砸壞停在樹下的汽車 (楊冬青，

2003)，新竹縣芎林鄉芎林國小校園內鳳凰木，

2003 年 10 月因根腐被風一吹就連根拔起 (張
柏東，2003)。2004 年 4 月南投中興新村兒童

樂園與省府員工消費合作社間路旁的鳳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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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風無雨之際，突然連根拔起倒伏，壓毀 3 輛

停靠路邊的轎車，幸無傷亡 (紀文禮，2004)。
嘉義市仁義潭大壩下方的環湖道路，2 棵嚴重

遭靈芝菌侵害的鳳凰木，2004 年風一吹就倒了 
(熱線信箱 2，2004)。水里車站一株 60 年樹齡

的鳳凰木，樹根腐朽情形嚴重，2006 年 4 月突

然傾倒(廖肇祥，2006)。 
(二) 枝葉茂盛 

鳳凰木生長快速、樹冠龐大，中山高速公

路於路肩外栽植的鳳凰木，因枝條伸入車道，

為不影響行車，必須不厭其煩地修除長枝，工

作量相當繁重；再加上生長得高大茂盛，嘉義

段北上邊坡栽植的鳳凰木，曾被颱風吹倒於外

車道上而釀成車禍，因此必須修剪免發生危

險；卻因枝椏砍得淨光，又遭民眾非議 (洪肇

君，2000)。而都市中人行道多僅 1.5-3m 寬，

無法讓其枝葉充分伸展，甚至因枝葉過於茂盛

遮擋招牌，而屢遭店家破壞；或遮住號誌燈，

影響交通安全和車流量順暢，頻遭民眾申訴，

如台南市市立藝術中心與文化派出所間的崇明

路巷子口、花蓮市尚志路與農兵橋路口、台九

丙線舊花東公路干城至初英路段等 (熱線與信

箱 1，2003；熱線信箱 3、熱線信箱 4，2004)。
新竹市牛埔東路與牛埔路三叉路口，有一棵鳳

凰木，位處道路轉彎處，枝葉造成視線不良，

影響駕駛人夜間行車 (熱線與信箱 4，2003)。
2003 年有不少遊覽車或旅遊公司向花蓮工務段

反映亞泥鳳凰林枝葉過低，會碰到雙層巴士的

車頂，應適度修剪 (熱線與信箱 1，2003)。 
(三) 毛蟲為害 

鳳凰木的花為銀紋淡黃蝶之蜜源植物，葉

為黃蝶屬蝴蝶之食草。除了蝴蝶幼蟲會吃它

外，病蟲害不多，但在鳳凰木樹下須慎防臺灣

黃毒蛾幼蟲掉落身上，因其刺毛含有毒物質，

觸及皮膚會造成紅腫、刺癢與疼痛現象。2002
年 11 月曾文水庫行政區四週栽種的三、四十

棵、樹齡約 30 年的鳳凰木，遭數以萬計的毛

毛蟲啃光葉片，後來也吸引大量鳥兒吃毛毛

蟲，在園區上演一齣自然界的生物鏈 (謝恩

得，2002)。 
(四) 風害 

鳳凰木不耐風、易折枝，強風後常見滿地

的果莢與斷枝 (圖 3)。1998 年 10 瑞伯颱風侵

襲台中市，章錦瑜 (2000) 調查台中市街道之

行道樹，颱風後之受害狀況，斷枝率以鳳凰木

之 100% 高，倒伏率 高的也是鳳凰木 
(15.65%)，至於傾斜率亦高於 10%。1998 年的

妮蔻兒颱風，高雄市路樹倒了 5 萬株，其中以

鳳凰木等淺根性植物受創 嚴重 (邱順斌等，

1998)。2000 年秋颱象神威力不小，高雄市美

術館後方草坪上的鳳凰木，被強風吹倒 (李友

煌，2000)。2001 年奇比颱風掠境，台南縣將

軍鄉、將軍到廣山段的鳳凰木倒伏 (謝玲玉，

2001)。2003 年 9 月杜鵑颱風來襲，花東公路

富里段的鳳凰木倒了不少 (熱線與信箱 7，

2003)；台北市吉林國小旁，一株鳳凰木突然倒

塌，擊中車子、受損嚴重 (蘇位榮，2005)。
2005 年夏季，海棠颱風過境，台南市與高雄市

不少鳳凰木吹倒 (台南市記者，2005；張信宏

等，2005)。 
(五) 根害 

鳳凰木樹幹基部演化出板根的構造，乃為

適應熱帶地區的多雨、驟雨而導致土壤鬆軟，

根系不易穩固立地的狀況，板根是熱帶雨林植

物的外觀特徵之一，可讓高大喬木屹立不搖，

板根之特殊造型及其壯觀特色，亦常成為戶外

空間之景觀焦點  (圖 4)。章錦瑜與彭映潔 
(2005)調查鳳凰木的板根，胸徑範圍為 8-87 
cm，發現板根高度 高可達 113 cm， 長達

324 cm，厚度平均值 4.45 cm，板根數 多為

6；會產生分支，數量 多為 12。胸徑 8 cm 時

就可能出現板根，胸徑越大，各株所產生之板

根高度、長度以及主、分支數量均隨之遞增。

鳳凰木之板根既高且長，厚度卻較薄，板根直

立性強；分支常於主支長度一半處出現，且分

支多較主支略小。成株鳳凰木會形成壯觀的板

根外，其根系淺，分佈廣，常見地面浮突的根

系，會傷害鄰近建築物與硬體，造成鋪面、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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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建物等之破裂或翹起。Francis 等 (1996) 
調查熱帶之波多黎哥與墨西哥種植 多的 12
種樹木，對人行道鋪面與路緣石之破壞狀況，

發現鳳凰木這類會形成板根之喬木，具嚴重之

破壞性，且當胸徑加大，破壞率也隨之遞增。

台中市的 35 種行道樹中，市府建設局發現鳳

凰木常破壞人行道水泥舖面，而定位為人行道

的殺手，打算日後不再植栽這類樹種作為行道

樹 (地方公論，2001)。鳳凰木已被台中市里長

點名為應移植或修剪的樹種 (鄭文正，2004)。
章錦瑜 (1999) 調查台中市之鳳凰木，根害造

成硬體的破壞率平均為 84.34%，民權路與中華

路之破壞率更高達 100.00%，民權路之鳳凰木

種在植栽槽內，所形成之粗大板根甚至將大型

植栽槽崩裂 (圖 5)；而中華路之柏油路面將整

個樹幹基部包住，並未留植穴，老齡鳳凰木所

形成擴張性強之板根造成完全之破壞。 

 
四、結論 

鳳凰木引進台灣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遍

植台灣各地，開花時的絢麗確是美麗無比，又

是畢業時節的代表性植物，備受民眾的喜愛，

臺南古稱鳳凰城，以鳳凰木為市花，連成功大

學的校徽都是鳳凰花，此外還有鳳凰樹劇場、

鳳凰樹文學獎等，鳳凰木與臺南結緣頗深。但

近年來老鳳凰木陸續感染致命的褐根病與熱帶

靈芝根基腐病，目前仍未找到非常有效的防治

方法，染病後根部腐敗並導致全株凋萎死亡，

受威脅的是老病株隨時有倒塌的危險，老樹

不預警的傾倒會傷及無辜，頗令人憂心。其傘

型大樹冠雖是極佳的遮蔭大樹，但枝茂葉密也

引起不少問題，如遮擋招牌與號誌燈，造成視

線不良，影響駕車安全等，現有鳳凰木已造成

問題者，必須勤於修剪，以降低民怨，未來新

植鳳凰木時，必須遠避此類地點， 好選擇寬

敞的公園栽植，可減緩此類問題。鳳凰木不耐

風，強風後易斷枝與倒伏， 好種植於庇風處

或群植之，較可降低災情以及減輕善後工作。

鳳凰木樹幹基部具板根構造，原是 美麗的自

然型態，值得民眾觀賞，卻因栽植於都市人行

道窄小植穴，植穴多 1m2，造成鋪面嚴重毀

損，日後需給予較大的植穴，至少 2m2，栽植

地點亦須選擇遠離硬體， 好離主幹 5m 以上

較可減緩根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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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盛花時的鳳凰木確是令人驚豔 
Fig. 1. Grand flowers of Delonix regia are always so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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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鳳凰木感染南方靈芝根基腐病，幹基發生蕈菇 
Fig. 2. Delonix regia isinfected with Ganoderma tropicum, there are fungus on the base of trunk. 
 
 
 
 
 
 
 
 
 
 
 
 
 
 
 
 
 
 
 
 

圖 3. 鳳凰木於強風後常見滿地的果莢與斷枝 
Fig. 3. There are many fruits and twigs on the ground after stro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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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壯觀的板根常成為戶外空間之景觀焦點 
Fig. 4. The great buttressed root always become the landscape focus of open space. 
 
 
 
 
 
 
 
 
 
 
 
 
 
 
 
 
 
 

圖 5. 鳳凰木形成之粗大板根將大型植栽槽崩裂 
Fig. 5. The grand buttressed roots crack up the large planting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