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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樹在我嘉-嘉義市前五大公園碳儲存與空氣品質改善效益 

一、摘要 

本研究運用 i-Tree Canopy 工具，分析嘉義市五座主要都市公園（北香湖公園、嘉義公園、

228 紀念公園、嘉義都會森林公園與文化公園）在碳儲存與空氣品質改善方面的生態效益。

結果顯示，北香湖公園擁有最高碳儲存量與空氣淨化經濟效益，主要因其面積廣大與樹木數

量眾多。研究也指出，市中心公園因面積與綠地較少，整體生態功能不如郊區公園顯著。綜

合分析後建議，應優先保護既有大樹、種植高效原生樹種，並加強市中心綠化設施，提升城

市永續與居民福祉。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隨著全球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環境面臨諸多挑戰，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生物多樣性喪失、

空氣污染、氣候變遷及水資源管理等問題。為了應對這些問題，都市公園作為城市綠地的重

要組成部分，逐漸被認識為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品質的重要工具。都市公園不僅提供了居民休

閒和娛樂的空間，還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改善空氣質量、管理雨水以及調節氣候等方面發揮

了關鍵作用。世界各地的都市公園，通過其多功能的綠化設施，為城市提供了寶貴的生態服

務，有效地緩解了由於城市化所帶來的各種環境問題。 

在全球範圍內，都市公園的生態價值逐漸受到關注。許多研究顯示，都市公園通過提供多樣

的植被、濕地和水域等生態環境，成為了許多物種的棲息地，對維護生物多樣性具有至關重

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都市公園中的樹木和植物能夠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和有害物質，改

善空氣質量，減少都市熱島效應，並有效地管理降水，降低水災風險。這些生態功能讓都市

公園成為現代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隨著都市公園的生態價值日益受到關注，許多城市開始採用先進的技術工具來量化和分析綠

化對城市環境的影響。在這些工具中，i-Tree Canopy 是一個廣泛應用的工具，專門用於估算

城市樹木和植被覆蓋的範圍，並計算其對空氣質量、碳儲存、水分滯留等生態服務的貢獻。

i-Tree Canopy 利用衛星影像和樣本分析，幫助城市規劃者和環境科學家準確評估城市綠化對

環境的實際影響。這一工具使得城市管理者能夠清楚地了解城市中的樹木和綠地在改善空氣

質量、減少熱島效應、提升水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具體貢獻，從而更好地進行規劃與政策制定。 

台灣的嘉義市，作為中南部的重要城市，同樣面臨著城市化所帶來的環境挑戰。在這樣的背

景下，嘉義市的都市公園在提升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嘉義市的公園，如

文化公園、北香湖公園等，通過其多樣的綠化設施，不僅改善了當地的空氣質量，還在生物

多樣性保護、雨水管理及氣候調節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本文將以嘉義市為例，探討都市

公園在當地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中的具體貢獻，並介紹如何運用 i-Tree Canopy 這一工具

來量化嘉義市都市公園在生態服務中的作用。從全球的角度理解其重要性，分析未來嘉義市

如何進一步利用都市公園提升生態服務功能，推動城市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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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量化嘉義市公園的生態服務價值。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利用 i-Tree Canopy 工具來分析嘉

義市幾個主要都市公園（如文化公園、228 紀念公園等）的綠地覆蓋範圍，並評估這些

公園在改善空氣質量、碳吸收等方面的具體貢獻。 

(二) 分析公園對嘉義市環境改善的具體影響。我們將對不同公園的綠化覆蓋率、物種多樣性

和氣候調節功能進行比較，進一步分析這些公園如何在改善嘉義市的空氣質量、減少熱

島效應和優化水資源管理等方面發揮作用。 

(三) 提出嘉義市公園綠化規劃與永續發展建議。基於 i-Tree Canopy 工具分析結果，本研究

將針對嘉義市未來的都市公園規劃提出具體建議，旨在增強公園的生態功能，提升城市

綠色基礎設施的可持續性，並促進環境與居民福祉的長期發展。 

(四) 比較市中心公園與郊區公園在碳儲存及空氣淨化能力上的差異及原因 。由 Google 地圖

分析公園坐落的位置是否接近市中心及周邊建築物數量的多寡，把公園分類為市中心公

園和郊區公園，進一步探討兩者對於環境影響的不同以及分析這些差異的原因。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本研究選定嘉義市面積最大的五座都市公園（表 1）作為碳排放研究的主要區域。在確定研

究範圍後，首先利用 Google 地圖界定各公園的邊界，建立專案區域範圍。接著，使用 i-

Tree 官方網站提供的樹冠評估工具:i-Tree Canopy（圖 1），在定義的專案區域內進行隨機

取樣，判讀並評估地表覆蓋類型。透過電腦計算與資料彙整，獲得公園內樹木及其他綠色植

被的覆蓋率，進一步推算其生態效益，包括 碳儲存量、每年碳吸存能力、空氣淨化效益，

以及都市公園在生態環境中的整體價值。 

(一) 研究地點 

我們利用嘉義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的資料，選定嘉義市面積前五大的公園 (表 1)，作為本

次調察之主要公園，面積由大到小排列如下: 北湘湖公園、嘉義公園、228 國家紀念公園、

嘉義都會森林公園、文化公園。 

表 1: 嘉義市前五大都市公園基本資訊 

名稱 
面積 

(ha) 
利用型態 所在里別 座標 (X, Y) 

北香湖公園 25.26 市鎮公園 香湖里 
(193355.03, 
2598922.24) 

嘉義公園 23.21 觀光休憩運動公園 王田里 
(195218.03, 
2597895.21) 

228 國家紀念公園 6.1 紀念公園 劉厝里 
(195060.89, 
2597149.38) 

嘉義都會森林公園 5.5 保護區 東川里 
(195990.42, 
2597992.46) 

文化公園 3.08 社區公園 過溝里 
(193916.99, 

25969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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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園覆蓋類型之調查 

本調查所使用的軟體為 i-Tree 的附屬程式: i-Tree Canopy (圖一)，可記錄地區上的覆蓋類

型，包括樹木、草本植物以及土壤等。 

i-Tree Canopy 的實際操作流程與方法: 1.進入 i-Tree Canopy 網站的首頁後，點擊 Get 

Started 進行新專案的製作。2.點選 Draw Boundary，從 Google 地圖上繪製專案區域邊

界，接著點擊 Next 。3. 選擇所要調查的覆蓋類別，接著按下 Next。本次調查使用的覆蓋

類型共有八種 (即為系統預設值)，如樹/灌木、草地、泥土以及道路等 (詳見圖二) 。4. 選擇

貨幣類型 (新台幣 TWD)、計量單位 (公制 Metric) 等基本前置資料，在按下 Next 。5. 按

下 (+)，平台將在 Google 地圖的空拍照片上，隨機給定「一個點」，接著對該點的覆蓋類

型之進行判讀，並選擇正確的覆蓋種類 (此過程需反覆操作) 。6. 最後在點擊 Report，即可

得到覆蓋估計的相關數據。 

步驟五需反覆做 500-1000 次左右 (此數值為平台建議調查點數，實際上可依公園面積的大

小而定，如面積最大的北湘湖公園，我們樣本數就做了 1000 個)，樣本數量做得越多，系統

計算出的覆蓋估計值也就越精確。 

 

圖 1: i-Tree Canopy 官方網頁入口              圖 2: 土地利用與覆蓋之分類 

資料來源：https://canopy.itreetools.org/ 

 

本調查使用 i-Tree Canopy 平台估算五個公園三種方面的能力，分別為碳儲存總量及效益、

碳每年吸收的總量及效益和空氣淨化的總量及效益。並將分析結果做成表格 (表二)，以利分

析比較用 (此指的效益即為把總量換算成金錢（單位：新台幣）。 

表 2: 嘉義市前五大都市公園之碳儲存、碳吸收及空氣淨化效益 

公園名稱 碳儲存總量 

(公噸) 

碳儲存效益 

(元) 

年碳吸收總

量 (公噸) 

年碳吸收效

益 (元) 

空氣淨化總

量 (公斤) 

空氣淨化效

益 (元) 

北香湖公

園 

992.82 15,526,217 39.53 618,236 1,142.67 108,621 

嘉義公園 797.68 12,475,555 31.76 496,762 897.82 10,796 

228 國家

紀念公園 

186.62 2,918,369 7.43 116,206 214.78 20,417 

嘉義都會

森林公園 

282.69 4,417,968 11.26 175,918 325.36 30,908 

https://canopy.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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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園 104.8 1,639,218 4.17 65,272 120.62 11,468 

一、五個公園碳儲存及吸收的能力 

從圖 3 中可以看到，「樹木儲存的碳量」遠高於「每年吸收的碳量」，這代表碳主要是長期

累積在樹木裡，而不是每年吸收的量就能有很大影響。其中，北香湖公園的碳儲存量最高，

992.82 噸，嘉義公園則排在第二，大約有 800 噸左右。相比之下，二二八紀念公園文化公

園的碳儲存量最少 (表 2)。 

「每年吸收的碳量」在所有公園中都相對較低，我們發現，單靠一年內樹木吸收的碳，其實

很難大幅提升總碳儲存量。公園的碳儲存能力主要來自於已經長大的樹，而不是新種的樹短

時間內就能有很大貢獻。這讓我覺得，保護現有的大樹比單純種新樹更重要，因為成熟的樹

已經累積了大量碳儲存，能更有效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這張圖也讓我們明白，城市裡的公園不只是休閒場所，更是重要的碳儲存區。如果我們能多

種樹、保護老樹，應該能讓公園的碳儲存能力更好，對環境也更有幫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 嘉義市前五大公園之碳儲存比較 

 

二、空氣淨化的能力 

從圖四中可看出嘉義公園空氣淨化的量最高，其次為北香湖、都會森林公園、二二八紀念公

園、文化公園。這張圖表顯示了不同公園對空氣污染物去除所產生的經濟價值（以新台幣 

TWD 計算）。從圖中可以看到，北香湖公園的經濟價值最高，超過 90,000 TWD，顯示該

公園在淨化空氣方面的貢獻最大。接下來是都會森林公園，其經濟價值約為 60,000 TWD， 

二二八紀念公園則排名第三，價值大約 40,000 TWD。嘉義公園的經濟價值雖然較低，約為 

25,000 TWD，但仍高於文化公園，後者的貢獻最少，低於 20,000 TWD。 

我們發現，公園的空氣污染去除量與經濟價值之間並不完全對應。例如，在圖四中，嘉義公

園是空氣污染去除量最多的公園，但在圖五中，北香湖公園的經濟價值反而最高，顯示影響

經濟價值的不僅僅是去除的污染量，可能還與當地空氣污染的類型或環境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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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這些數據顯示城市公園不只是提供綠地，還能幫助減少空氣污染，甚至帶來經濟

效益。如果城市能夠增加高效能的綠地，或強化現有公園的植被，應該能進一步提升空氣品

質，同時帶來更大的經濟價值。這讓我們覺得，未來城市發展不應該只考慮建設，還要兼顧

環境的長期效益。 

圖 4: 空氣淨化的能力                          圖 5: 空氣淨化之經濟價值 (新台幣)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 都市公園碳儲存與空氣淨化效益分析 

根據本研究結果(圖 6)，嘉義市五座都市公園的面積大小與樹木數量由多至少依序為： 

1. 北香湖公園 

2. 嘉義公園 

3. 228 國家紀念公園 

4. 嘉義都會森林公園 

5. 文化公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 綠樹與草地的覆蓋面積之統計 

研究發現，北香湖公園的碳儲存量與每年碳吸收量皆為最高，推測其原因在於其擁有最大的

面積，使公園內的樹木及綠色植被總量最多。而嘉義公園在整體碳儲存與每年碳吸收方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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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二，但在空氣淨化總量上表現最佳。然而，儘管嘉義公園的空氣淨化總量領先，但其空

氣淨化效益（新台幣計算）卻為倒數第二。此現象可能與該公園淨化的空氣污染物種類有關，

污染物的市場價值較低，導致整體空氣淨化的經濟效益受限。 

另一方面，文化公園在碳儲存與空氣淨化的表現均相對較低，我們推測其主因在於其面積最

小，導致綠地範圍有限，碳儲存與空氣淨化能力受限。因此，未來在進行相關研究時，除了

關注空氣淨化總量外，亦應考量不同污染物的市場價值及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我們建議，

在公園綠地規劃中，可優先選擇能有效吸附高價值污染物的植物，並以台灣原生樹種（如台

灣杉、樟樹、桂花樹、榕樹）為主，避免破壞當地生態系統，同時提升空氣淨化的經濟效益

與社會價值。 

(二) 都市公園對水資源管理與熱島效應的影響 

都市公園在水資源管理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城市地表多被不透水材料（如柏油、水泥等）

覆蓋，導致雨水無法滲透至土壤，增加雨水徑流並加重城市排水系統的負擔。都市公園可提

供滯留與吸收雨水的功能，有效降低洪水風險並補充地下水。在嘉義市，部分新建都市公園

已被設計為雨水滯留區，這類設計不僅能有效調節洪水風險，還能透過草地與植被過濾雨水

中的污染物，改善水質。 

此外，都市公園對減緩熱島效應亦有顯著貢獻。城市中心氣溫通常比周圍郊區高出數度，主

要原因在於人工建築與地表材料吸熱能力較強。都市公園作為綠色空間，透過降低地表溫度

與提供遮蔽，可有效減緩此現象。公園內的樹木與植被透過蒸發與蒸騰作用降低周圍空氣溫

度，並改善建築物周圍的熱環境。根據台灣的研究，增加都市綠地可使周圍氣溫降低 1-3°C，

這不僅能減少冷氣使用所帶來的能源消耗，亦能提升居民的舒適度，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季。 

(三) 市中心與郊區公園的效益比較 

根據 Google 地圖比較，文化公園與 228 國家紀念公園位於嘉義市中心，而北香湖公園、嘉

義公園及嘉義都會森林公園則位於郊區。研究結果顯示，市中心公園的碳儲存與空氣淨化能

力均低於郊區公園。從圖八及表一可知，市中心公園的面積較小，綠地與植被數量亦相對較

少，因此影響了碳吸收與空氣淨化的總體效益。 

儘管如此，市中心公園仍然發揮重要的環境功能，特別是在空氣污染較嚴重的區域，能夠有

效吸收來自交通與工業排放的污染物，提升都市空氣品質。相較之下，郊區公園的生態系統

較為自然，擁有較大的綠地面積與物種多樣性，因此在碳儲存與空氣淨化方面的效益更顯著。 

(四) 公園綜合評估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綜合考量 ** 碳儲存能力、空氣淨化效益及整體生態價值 **，嘉義市五座

都市公園的排名依序如下：第一名為北香湖公園，該公園在碳儲存總量、每年碳吸收量及生

態效益方面均表現最佳。第二名為嘉義公園，其在碳儲存方面排名第二，且在空氣淨化總量

上表現突出。第三名為嘉義都會森林公園，雖然其碳儲存總量與空氣淨化總量不及前兩座公

園，但仍具備良好的生態功能與環境效益。第四名為 228 國家紀念公園，該公園雖然面積較

小，但仍對碳吸收與空氣淨化貢獻一定的環境價值。第五名為文化公園，由於其面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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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碳儲存及空氣淨化方面的總體效益相對較低。這項排名顯示，公園的面積大小、植被

覆蓋率及所選樹種，皆是影響碳儲存與空氣淨化效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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