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60      樟    樹

學名：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科名：樟科

別名：樟、本樟、鳥樟、栳樟、Camphor tree。

形態特徵：常綠喬木，全株各部位均有芳香氣味，樹幹常縱向深溝裂。葉薄革

質，卵形或橢圓形，平滑無毛，離基三出脈，葉背脈腋有腺窩。圓錐花

序頂生或腋生，花甚小，綠白色。核果球形，徑約6㎜，熟時黑色。

生態分布：臺灣的樟樹蓄積非常豐富，全島約1,800m以下之中海拔山區或平地

都很適宜樟樹的生長。

胸高直徑：126公分；樹高：15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40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三灣鄉大河村大河底段405-2地號  座標：X：244835,Y：2723462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2020)年 12月

應用：樟樹全株除可供提煉樟腦、樟油外，可供建材、家具、雕刻等用途。於

綠美化、林園、行道樹或植為防風林均普遍，亦為本縣之縣樹。

          因品系之不同，本樟(香樟)，會產生一粒粒白色的結晶，也就是樟

腦，俗稱腦砂。芳樟(臭樟)則不結晶，只能提煉樟腦油，作為香料，精

製樟腦除為賽璐珞的重要原料，可製造硝酸鹽攝影軟片，亦為重要的醫

藥原料。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樟樹相關的庶民生活與歷史

三灣鄉大河村大河派出所前-樟樹   

    該樹已於民國 108年公告為苗栗縣受保護老樹，該百年老樟樹位於大河派

出所左前方，原舊廳舍興建於日政昭和 12年(1937)，為日本式木造建築，因年

代久遠，建築物老舊，民國 92年舊址改建完工，頭份警分局完整保留派出所旁

邊的百年老樟樹及震災慰靈碑，並興建涼亭等休憩設施，提供村民及遊客休閒

處所，有眾多外來遊客是針對派出所旁邊的百年老樟樹及震災慰靈碑前來觀看

與見證歷史，因此百年老樟樹及震災慰靈碑是大河村寶貴的歷史遺跡。

    老樟樹最被居民津津樂道的是，嵌在樹幹上的2根外露鐵條，日治時期是

用來拴馬匹的，原本僅在人的腰部高度，但隨著樹幹茁壯，鐵條離地已 2.4公

尺，且外露長度愈來愈短，見證老樟樹的茁壯成長。

    震災慰靈碑是昭和 10年(1935)新竹州關刀山大地震時，因三灣鄉災情慘重，

有153人不幸罹難，3年後(昭和 13年，1938)，經地方仕紳捐地，日本政府新

竹廳於三灣庄大河底立碑，感念逝去的先民。

    地方耆老說，日治時代，昔日的大河底公學校（即大河國小 )日本籍教師，

每年在地震紀念日(農曆 3月 19日)都帶著 6年級學生到碑前鞠躬，歷屆村長也



前來祭拜，成了每屆村長交接時的移交事項，至今奉守數十年。

    4m處 2分岔，約於2.4m處留有露出之鋼筋，樹上有槲蕨附生，109年部分

枝條染樟疫病，縣府請園藝業者將染病枯枝鋸除，地上之連鎖磚清除，增加通

透性，地上也注入適量藥劑，目前生長狀況良好，樹型優美。

   

 照片1：老樟樹位於大河派出所左前方          照片2：主幹通直圓滿

                                         



   照片3：百年樟樹豎立解說牌           照片4：震災慰靈碑豎立解說牌

                 

     

照片5：震災慰靈碑                  照片6：「昭和」已被磨掉

       

照片7：樟樹之枝葉                  照片8：樟樹之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