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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氣候 

實地考察手冊 

考察地點：大帽山郊野公園 

時間長度：95 分鐘  

相關課程：中一至中三科學科——能源和變化    

- 單元五：能量 

- 單元七：生物與空氣 

 

 

 

 

 

 

 

 

 

 

 

 

 

 

 

 

 

 

 

 

 

 

 

 

 

 

 

 

 

 

安全及行為規範 

 

A. 帶上充足的飲用水和外出用品，包括有機驅蚊劑和雨具。 

B. 未經教師／導師允許不得擅自離開小組。  

C. 當進行樹木調查時，應該注意居住在樹枝和樹幹上的昆蟲和動物。避免觸摸、干擾或傷害牠們。 

D. 不可從大自然帶走任何東西。只可拾起植物掉落部分來觀察，然後放回原來的位置。 

E. 不可食用或採摘任何樹枝、樹葉、花朵或植物的果實。 

F. 不可亂拋垃圾及污染自然環境。 

G. 愛護環境，將你的垃圾帶回家。 

H. 如有需要可尋求教師/／導師幫助。   

 

學習目標：  

知識： 

1. 調查樹木碳儲存 

2. 解釋碳匯和氣候變化的關係 

3. 觀察氣候和年樹木生長模式的直接相關性 

4. 檢查氣候對樹木生長模式的直接影響  

5. 解釋過去的氣候模式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現今的氣候變化問題 

技能：  

1. 尋找和比較不同類型的數據  

2. 應用實地考察技術來測量樹木  

3. 應用科學探究於實地考察  

態度： 

1. 欣賞郊野公園的自然美景   

2. 培養保護資源的意識  

3. 認識到在日常生活負責任的需要 

 

 

漁農自然護理署 

郊野公園的課程本位户外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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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活動概覽  

 

 

 
 

 

  

  

熱身活動：參觀氣候展覽廊（20分鐘）

•活動地點一

活動一：觀察樹木年輪（30分鐘）

•活動地點一

*在前往活動地點二前，會花10分鐘在遊客中心講解活動二的內容。

活動二：測量樹木碳儲存（45分鐘）

•活動地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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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清單  

 

物品 數量（每組） 
✓ 

考察手册 1-2  

原子筆／鉛筆 2-3  

單板夾 1-2  

捲尺（2 米） 1  

拉尺（30 米） 1  

卡尺 1  

測角儀 1  

放大鏡（觀察年輪用） 1  

手套（如果需要） 1   

 

設備的相片 

捲尺（2 米） 卡尺 

 

測角儀 

 

拉尺（30 米）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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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地圖  

 

 

活動地點一 

活動地點二 

下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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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身活動                                                         香港的氣候工作紙 

參觀氣候變化展覽廊 

設備清單 

物品 數量（每組） 

原子筆／鉛筆 2-3 

單板夾 2 

 

時間： 20 分鐘 

地點：  大帽山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小組活動：  將學生分成 4/5 人一組，完成以下任務 

任務一：氣候變化是甚麼？（15 分鐘） 

為了在實地考察前對氣候變化有基本的了解，請參觀位於大帽山郊野公園遊客中心的氣候變化展覽廊，並參

照展覽廊內的資料回答下列問題。請在選擇題中圈出一個正確答案。  

 

1.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哪一項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  

A. 自然氣候變異 

B. 砍伐森林 

C. 病毒傳播 

D. 人類活動  

 

2. 以下哪種氣體不是溫室氣體？ 

A. 臭氧 

B. 氧氣 

C. 水蒸氣 

D. 甲烷  

 

3. 以下哪一項活動不會造成溫室效應？ 

A. 砍伐森林 

B. 運輸 

C. 能源供應  

D. 溝通 

 

4. 列出氣候變化對全球環境造成的兩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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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個主要負責推動不同國家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組織是甚麼？   

1.  

2.  

 

6. 列出四個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  

1.  

2.  

3.  

4.  

 

7. 為甚麼香港市區的雨量上升速度較其他地區高？試解釋你的答案。 

 

 

8. 香港曾經有哪些極端天氣事件？極端天氣事件如何影響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9.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如何重建大帽山郊野公園受損的森林？為提升郊野公園的生物多樣性做了

哪些工作？  

 

 

10. 列出可以在大帽山郊野公園找到的植物群落類型。 

 

 

11. 為甚麼大帽山郊野公園山頂只有耐寒植物？ 

 

 

12. 以下哪些活動無助於減少氣候變化的影響？ 

A. 回收紙張 

B. 不看電視時關掉電視 

C. 飲用塑料瓶飲品 

D.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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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小組討論（5 分鐘） 

根據你的理解和知識，與你的組員討論以下問題：   

1. 如果漁護署不重建受損森林，會對環境造成甚麼負面影響？ 

2. 樹木／植被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是甚麼？ 

3. 為甚麼生物多樣性對郊野公園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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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筆記：樹木年輪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樹木年輪分析是指樹木年代學，透過研究樹木年輪及進行科學分析而測定年代。  

 

進行樹木年輪分析的好處：  

1. 更好地了解目前的氣候變化的狀況 

2. 更有效理解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 

 

 A. 樹木年輪的結構  

 

圖 1. 樹樁的橫切面 

 

 B. 進行年輪分析的方法 

 通過計算從中心到外部的年輪數量來確定樹的年齡。不應計算樹心和樹皮。如果知道樹木被切割或出

生年份會更好。 

 觀察樹木年輪的模式。 

 從樹心出發選出的三個面（如右圖所示）: 

- 用尺子分別測量三個面並記錄每個年輪

早材和晚材的寬度，然後取平均值。  

- 計算窄年輪（乾旱年份）的總數，並將其

與闊年輪（多雨年份）進行比較。  

- 找出最闊和最窄的年輪。  

A：最闊的一面 

B：最窄的一面  

C：分佈均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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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活動一                                                       香港的氣候工作紙 

觀察樹木年輪 

設備清單 

物品  數量（每組）  

原子筆／鉛筆 2-3 

單板夾 2 

放大鏡 2 

樹輪橫切面（將會在活動地點一提供） 1 

 

時間 30 分鐘 

地點：  大帽山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小組活動：  4/5 人一組，完成以下任務  

 

任務一. 觀察樹木年輪（20 分鐘）  

觀察活動地點一展示的樹樁。你能分辨圖２中的樹木年輪的結構嗎？ 

 

活動地點一樹樁的背景資料  

 樹木生長地點：香港 

 樹木物種：非洲桃花心木 

 

 

 

 

 

 

 

 

 

圖 2. 樹木年輪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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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選出你能在樹樁上觀察到的年輪結構，並加上✔。 

 邊材  樹心 

 心材  年輪 

 形成層  晚材／秋材 

 外樹皮  早材／春材 

 內樹皮（韌皮部）   

1b. 概括地畫出樹木年輪（加上註釋）。  

 

 

 

 

 

 

 

 

 

 

 

  

 

 

2. 為甚麼樹木年輪的寬度和顏色會有差異？這些差異有甚麼意味？  

 

 

 

 

 

3. 最外層年輪的寬度和靠近樹心的年輪的寬度有顯著差異嗎？如果有，試解釋差異的原因。 

 

 

 

 

 

任務二. 小組討論（10 分鐘） 

1. 有哪些影響樹木生長的因素？  

2. 為甚麼要收集過去氣候數據？  

3. 如果氣溫持續上升和全球暖化持續，而遊客中心展示的樹樁仍活著並繼續在原地生長，你預計該樹新形

成的年輪會是怎樣的？  

 

（你可以參考補充筆記 P.26-27 有關更多關於樹木年輪結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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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筆記：氣候變化和碳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森林碳循環 

 這是組成全球碳循環重要的部分。 

 碳固存：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碳並將其轉化成生物質的過程。這能保養植物與樹木及其生

長。 

 碳匯：森林從大氣中吸收的碳比它們釋放的多。固存的碳隨後積聚在森林生物量（即樹幹、樹

枝、根和葉）、死亡的有機物質（即枯枝落葉和死木）和土壤。 

 排碳來源：森林釋放的碳比吸收的多。當樹木在死亡後燃燒或腐爛（由於森林火災、昆蟲襲擊或

其他干擾），森林會釋放更多的碳。  

 動態碳匯：森林碳匯是動態的，碳存量可以增加或減少。通過量度森林活生物量、土壤和枯枝落

葉的（碳固存）可以量化森林碳匯。 

 

 
圖 3. 森林碳循環 

 

想一想：  

1. 森林、樹木和氣候之間有甚麼關係？ 

2. 除了森林外，還有哪些地方是重要的天然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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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測量樹木碳儲存 

本活動旨在了解森林在緩和氣候變化中的作用，並探索森林、二氧化碳和氣候變化之間的關係。請和小組組

員應用考察技術測量樹木。考察結束後，你將會明白森林如何舒緩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步驟一. 測量樹幹圓周 

 樹木胸徑（DBH）是指在胸部高度位置測量的樹幹直徑（約 1.3 米）。除了測量樹高外，測量樹木尺寸

最常用的標準方法是量度胸徑。  

 在距離地面 1.3 米高的胸部高度，用捲尺環繞樹並測量其圓周（圖 4）。在表格 A 中記錄所得的數據。   

 下面是計算樹的胸徑（DBH）公式。  

- 胸徑＝圓周/π  

 用卡尺直接幼樹或樹苗測量胸徑（圖 5）。 

 

   

圖 4. 利用捲尺測量胸徑 

 圖 5. 利用卡尺測量樹幹圓周  

步驟 

測量五棵樹並利用以下步驟計算每棵樹儲存的碳量：  

步驟一. 測量樹幹圓周 

步驟二. 測量樹木高度 

步驟三. 計算樹木的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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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測量樹木高度 

 選擇一個可以看到樹冠的位置。測量者與樹之間的距離為至少或大約樹的高度。 

 利用拉尺測量從測量者位置與樹木之間的距離（D）。  

 利用測角儀望向樹冠測量角度。 

- 用一隻眼睛看測角儀，用另一隻眼睛看樹頂。將測角儀的十字準線與樹冠對齊。 

 閱讀測角儀上的度數刻度(A)。 

 使用以下公式計算樹木的高度：  

樹木高度（h）= tan A × 與樹的距離（D）+ 離地高度（地面至眼睛） 

 

 
 

圖 6. 利用測角儀測量樹木高度  

 

 

 

  
每棵樹木測量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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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計算樹木的生物量 

1. 測量樹木的總生長重量（green weight） 

生長重量是指一棵活樹的預測重量，包括樹木中的木材含量和水分。  

 

計算生長重量的公式：  

樹木直徑＜28 厘米：GW = 0.577 × (DBH)2 × 樹高 

樹木直徑＞28 厘米：GW = 0.0346 × (DBH)2 × 樹高 

 

2. 測量樹木的絕乾重量（dry weight） 

絕乾重量是指木材除去水分後的重量。平均而言，絕乾重量約為生長重量的五成。  

 

計算絕乾重量的公式：  

GW × 0.5 = DW 

 

3. 測量樹木碳儲存量（carbon storage） 

碳儲存量是指通過光合作用儲存在樹木木材中的碳量。平均而言，大約五成的絕乾重量是碳。 

 

計算樹木碳儲存量的公式：  

DW × 0.5 =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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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活動二                                                     香港的氣候工作紙  

測量樹木碳儲存 

設備清單 

物品 數量（每組） 

原子筆／鉛筆 2-3 

單板夾 2 

捲尺（2 米）  1 

拉尺（30 米） 1 

測角儀 1 

卡尺 1 

計算機 1 

時間：  10 分鐘（室內介紹）；35 分鐘（戶外收集數據） 

地點：  活動地點二 

小組活動：  4/5 人一組，完成以下任務 

任務一. 測量儲存在樹木的碳 

請跟從科學探究流程進行樹木碳儲存分析 

1. 辨認問題 

與你的組員討論以下問題 

 試說出植物如何製造食物？這個過程需要哪些元素？ 

 

 

 

 為甚麼這個過程對其他生物枏當重要？  

 

 

 樹木中的碳儲存在哪裏？ 

 

 

 你認為一棵樹可以儲存多少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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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探究問題 

 根據考察活動，提出一個探究問題  

 用六何法（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何、及如何）設定問題 

必答題：一棵樹能儲存多少碳？ 

自選題：設定你的探究問題：  

 

3. 數據收集 

 記錄你的數據到表格 A-C (P.18-21) 

 以適當的格式展示你的數據 

資料收集 

1 每組按照 P.14-16 中列出的步驟測量樹木的碳儲存量 

2 在現場尋找五棵可量度的樹木 

3 樹木圓周測量—表格 A  

4 樹木高度測量—表格 B 

5 樹木生物量和碳儲存量計算—表格 C 

資料收集 

在以下的表格中記錄你所收集的數據： 

表格 A. 樹木圓周 

樹木圓周 

樹木 圓周（厘米） 胸徑（厘米） 

1   

2   

3   

4   

5   

 

計算樹木胸徑的公式：  

胸徑= 圓周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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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 樹木高度 

樹木高度 

樹木 

D 

與樹木的距離

（米） 

測角儀讀數 (o) 
tanθ 

tan [測角儀讀數 (o)] 

h 

離地高度 

（米） 

 

樹木高度 

（米） 

 

樹木平均高度 

 （米） 

1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2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4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5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樹木高度＝tan [測角儀讀數 (o)] × 與樹木距離＋離地高度 

樹木高度＝tanθ× D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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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 樹木碳儲存量計算 

樹木碳儲存 

樹木 生長重量（公斤） 絕乾重量（公斤） 碳儲存量（公斤） 

1    

2    

3    

4    

5    

4. 數據分析 

1. 根據表格 A 和 C 中記錄的數據，你有甚麼發現？  

 

 

2. 討論：  

根據收集的數據和已有知識，回答以下問題： 

a. 二氧化碳與氣候變化有甚麼關係？ 

 

 

 

b. 在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中，樹木碳儲存有甚麼作用？ 

 

 

 

5. 得出結論  

必答題：  

一棵樹能儲存多少碳？ 

 

 

自選題：回答你的探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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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題 

植物辨認：你能在考察地點找到這棵低地植物嗎？留意植物辨認卡，思考氣候變化將如何

影響這棵植物。 

 

提示： 

它的掌狀複葉形狀像鴨掌或鵝掌，其名稱也展示了這個特徵。   

名稱：  

鵝掌柴／鴨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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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你在考察中收集的數據和已有知識，與你的組員討論以下問題。  

 

1. 為甚麼樹木/植物對維持大氣中的氧氣和二氧化碳平衡這麼重要？那個維持大氣平衡的過程是甚麼？ 

 

2. 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人類活動一直打亂大氣中氧氣和二氧化碳的自然平衡，導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量增

加。圖 1 和圖 2 顯示了 1990 年至 2020 年香港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和香港各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試描述並解釋香港 2010 年至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選擇一個行業並討論有甚麼有效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的措施。 

3.   

圖 7. 1990 至 2020 年香港溫室氣體排放趨勢（環境及生態局，2022） 

 

考察後活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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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香港溫室氣體排放量（按排放源劃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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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漁護署定期進行植樹工作，並自 2009 年起推行郊野公園植林優化計劃（圖 9-12）。這些活動對氣候變

化有甚麼意義？ 

 

 

  

圖 9. 漁護署為公眾舉辦郊野公園遠足植樹日 圖 10. 在郊野公園植林優化計劃場地附近介紹計劃項目

的佈告板 

  

圖 11. 植樹工作 圖 12. 原生樹苗的種植 

 

  

 

 

  

挑戰題 

根據植物辨認挑戰題，鵝掌柴如何受到氣候變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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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一.  

利用以下網頁的碳排放計算器計算你的碳足印： 

https://www.carboncalculator.gov.hk/tc 

 

1. 你的年均碳排放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 噸二氧化碳當量 

2. 哪個是你的年碳排放量最高的項目（請圈出你的答案）？  

 衣服 

 食物  

 生活 

 運輸 

 

3. 計算需要多少棵樹才能抵消你的年碳排放量（使用考察數據收集到最高的樹木碳儲存來計算） 

*提示：1 噸= 1000 公斤 

 

 

 

 

 

 

任務二. 小組討論  

1. 你的日常活動（碳排放量最高的類別）如何影響碳排放？  

 

2. 你應如何減少生活的碳排放？  

 

考察後活動：了解你的碳排放 

 

抵消年碳排放所需的樹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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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樹木年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部分. 樹木年輪資料： 

 

樹木年輪的結構  

  

圖 1. 樹樁的橫切面 

 

組成部分 描述  

年輪  

 

 兩環之間的距離代表一年的增長  

 年輪一年四季都在生長，生長在溫帶氣候比生長在熱帶氣候的樹有更

清晰可見的年輪 

 樹每一年成長都會增加一個年輪 

 早材＋晚材即一年的生長，即一環 

早材/春材  在春季和初夏樹木的生長速度較快，產生大血管細胞  

 外觀：多孔、木紋淺色的寬環 

晚材/秋材  在夏末和秋季，因為環境中的水份減少，樹木的生長速度減慢所以產生

較少細胞  

 外觀：顏色較深，木紋較緊的窄環 

樹心  樹幹的中心，由原始的樹苗細胞組成 

內樹皮(韌皮部)  一層薄薄的濕潤層，也稱為韌皮部  

 舊細胞死亡時會產生新的樹皮細胞 

 謍養從樹葉帶到樹皮 

外樹皮  樹幹和樹枝被一層厚厚的軟木圍繞著 

 保護樹木免受天氣、動物、昆蟲和真菌破壞 

 防止水分和礦物質蒸發 

補充筆記 

（完成活動一後派發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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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層  樹皮下的一層細胞 

 樹目前生長的地方 

 這是水和礦物質從根部被輸送到葉子的位置。在靠近邊材的形成層內側

可見木質部細胞 

 這是食物從葉子上被運送到樹上的位置。在靠近樹皮的形成層可見韌皮

部細胞 

 能量導致韌皮細胞分裂。外半部成為新的韌皮部細胞，內半部成為新的

木質部細胞（形成年輪） 

 隨著新的木質部細胞形成，樹會長得更高更厚 

邊材  隨著樹木的生長，邊材中添加了細胞層 

 它是樹幹中的較淺色的木材 

 由於邊材從根部向葉子輸送營養和水分，因此它是潮濕的，而且容易受

到真菌和昆蟲的侵襲 

心材  比邊材的顏色較深 

 圍繞著樹心形成 

 由不再運輸水份和養份的細胞組成 

 為樹木提供支持 

 心材比邊材更耐用，更能抵抗真菌和昆蟲的侵襲 

 

第二部分. 解釋樹木年輪的模式 

 如果年輪在一側變厚，即樹木向一方傾斜。強風或大風暴會導致樹木傾斜。 

 疤痕和其他痕跡可能來自昆蟲傷害、疾病、雷擊或森林火災。 

 乾燥或乾旱的天氣會導致樹木在生長季節的生長減少（較窄年輪）。 

 有利的天氣令樹木有更好的成長（較闊的年輪）。 

 如果年輪的寬度一致，反映氣候每年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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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鵝掌柴／鴨腳木                      

學名：Schefflera heptaphylla 

 

形狀：常綠中型木或灌木，<10 米高                                                                                   

樹幹：灰褐色和平滑 

葉子：互生，掌狀複葉                                                             

花朵：八月至九月，白色 

果實：十二月至二月，黑色 

棲息地：灌木叢；低山林；低地林 

本地物種 

 

植物辨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