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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市街地の雑草問題に対する意識調査
都市雑草研究部会活動報告と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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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景観・美観を損ねる B：育てたい植物を阻害する
C：除草に労力がかかる D：花粉症・アトピーの原因になる
E：怪我の原因になる F：害虫の発生源になる
G：ゴミ捨て場になる H：火災発生の恐れがある
その他の意見：外来雑草蔓延の温床・生態系への悪影響(5)、
見通し不良による交通安全・治安上の問題(4)、
刈りかすの焼却問題(2)、人間関係のストレス(3)

「雑草はどのような点で問題ですか」に対する回答

(回答者総数：153、回答者総数に対する％で示す)

第3図
第 3図3図図 153 %



213

， ，
，

，
， ，

，
，

，

，
，

> ， >
，

，

造園・緑地管理業

0

50

100
A

B

C

D

E

F

G

H

関係研究・技術開発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G

H

自治体の関係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G

H

土地所有兼管理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G

H

緑地管理ボランティア

0

50

100
A

B

C

D

E

F

G

H

生活者・利用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G

H

造園・緑地管理業

0

50

100
A

B

C

D

E

F

関係研究・開発担当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自治体の関係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土地所有兼管理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緑地管理ボランティア

0

50

100
A

B

C

D

E

F

生活者・利用者

0

50

100
A

B

C

D

E

F

＜土地利用形態の区分＞(回答総数:151)
Ａ：公園 Ｂ：集合住宅・住宅地 C：工場用地
D：商業施設 E：駐車場 F：道路・鉄道敷
G：河川敷・のり面 H：遊休地・放棄田 ．
その他：耕作地・市民農園・公開緑地(3)

＜植生の種類の区分＞(回答総数:140)
Ａ：低木植込み Ｂ：芝生 Ｃ：花壇 Ｄ：樹木下
Ｅ：アスファルト・コンクリートの隙間
Ｆ：植栽なし

第4図 「雑草はどのような点で問題ですか」に対する回答 (回答者総数に対する％で示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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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雑草に対する関心が薄い
B：防除に必要なコストをかけない
C：防除方法が間違っている
D：雑草防除はそもそも難しい
E：雑草や防除に関する基礎知識が不足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状態の原因は何だと思いますか」に対する回答第5図

(回答者総数：153、回答者総数に対する％で示す)

第 5図5図図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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