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自周休二日之後，登山健行人口呈直線上

升。然而，伴隨進入山林的人數驟增，山域事

故發生的機率也增加。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

料顯示，102 年消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

援案件總計有 185 件，103 年總計有 190 件，

其中 102 年事故發生原因為迷路事故有 83 件

（占總件數之 44.8%），103 年發生原因為迷

路 65 件（占總件數之 34.2%），相較於其他

原因如墜谷或墜崖、高山症、落石等，在近 2

年的統計資料皆顯示「迷途」為山域事故最常

發生的原因。

此外，近年來發生迷途事件的地點不再只

是傳統的百岳高山，更多的是較為大眾化或是

較知名的景點路線，許多民眾未經妥善評估自

身能力或僅僅是透過網路或媒體得知某些知名

路線，便誤以為這些路線容易親近，而忽略潛

在風險，如「水漾森林」路線即是一例，擁有

夢幻般名稱的路線，往往讓一般大眾以為這是

一條像去陽明山一樣的路線，實際上該路線距

離長，屬登山者踏勘而成之自然草徑，路徑不

明顯且易造成混淆，導致許多迷途事故。

為山域許一個更安全的未來－公私協力設
置簡易標示系統機制
文／圖■林葭瑀■林務局森林育樂組技士  

 羅尤娟■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科長

二、迷途事故發生原因

迷途事故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呢？經分析

有下列五項環境特質的山徑，較易造成迷途等

山難發生。

（一）植被茂密而路徑不明：臺灣屬於

亞熱帶地區，氣候特色是溫暖潮濕，林相層次

複雜，植物的生長快速，很多山徑因無管理機

關，缺乏保養維修與除草，易被荒煙蔓草所掩

蓋，增加登山者找路的困難性。

（二）缺乏指標及山徑記號：許多山徑，

除了部分熱門路線或由各政府機關管理維護

者之外，多是由某些探勘隊伍自行闢建而成，

較缺乏完善的指標與記號，導致登山者進入

後，常因指標不清而陷入迷途危險之中。

（三）山徑標記雜亂未整合：臺灣部份

山徑，有熱心的登山者以義工的方式在叉路口

樹幹上，設立了簡單的指標，有時為了彌補山

徑記號的不足，採用在樹枝上繫掛布條或塑膠

路條的方式，來作為標記山徑的權宜措施。然

而，少數登山團體在登山健行時沿途隨意掛上

標示「oo 登山會（隊）」的塑膠條或布條，

以及少數人到此一遊之心態，反而讓路徑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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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更為雜亂，失去指引效果。

（四）地形起伏及氣候變化：臺灣具有

板塊交界的年輕地質與地形特色，也造成了臺

灣山徑經常陡升陡降且左彎右拐，使得山徑上

的通視度不良，往往不容易以單純的視覺與方

向感確認自身位置與叉路方向。此外，因為地

形起伏，使得迷途後為了找路或退回原處所需

耗費的體能極大，加上山區氣候變化異常而快

速，影響登山者在山野中活動的安全性。

除了臺灣山地的天然環境因素外，登山者

的心態及認知也常是山域迷途的原始導因，雖

然政府單位可透過文宣、網路媒體亦或是推廣

定向運動等方式，加強登山者對於山域知識的

瞭解，但在無法強迫所有登山者皆需接受完整

的山域知識教育情形下，山徑的指引或標示設

施便成為減少迷途或山難發生的重要關鍵。

因此，林務局經過與專家學者、登山團

體及相關民間團體共同討論，達成須建立全國

一致性的簡易標示系統，以提升登山安全之共

識，爰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建立公私協力設置山

林路徑標示與維護機制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三、國外案例探討

以美國東、西岸兩條國家步道為例，東岸

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及西岸太

平洋海岸山脈山徑（The Pacific Crest Trail），

在路線上重要停留（休憩）點、大叉路以及人

為活動較頻繁的路徑上，均會有一般如政府機

關建置之方向指標。一旦進入荒野山徑，路徑

標示就以在樹幹、石頭或枯木桿等直接塗上油

漆方式或條狀為主要方式，通常主要與次要路

徑會以不同顏色呈現。

以阿帕拉契山徑為例，其主要步道標示

為白色矩形噴漆，而周邊的步道和小徑則使用

藍色噴漆。在方向指引部分，係以兩個上下並

列的矩形塊，表示轉向、路徑改變或是叉路，

提示登山者注意。阿帕拉契山徑的矩形噴漆尺

寸為寬 2 英寸、高 6 英寸，大小不需太大，

以免影響整體視覺景觀，也增加設置的麻煩。

其設置頻率依據步道的分類以及登山者的安

全來決定，在路況清楚處，指標設置間隔距離

大約為 800 ～ 1,000 英呎；在路況不清楚處，

指標距離不超過 300 英呎。通常標示位置以

交叉路口為主，阿帕拉契的標示規範另規定在

交叉口前 50 ～ 100 英呎也要設置安全指標，

提示交叉口的位置。

太平洋海岸山脈山徑的主要標示則為 3

英吋的三角形，其指標目的為讓健行者確認自

己是否在步道上，通常不會再有文字表示。太

平洋海岸山脈山徑屬於荒野型路徑，提供探險

與需要較厲害技能且可獨立的健行者，預設登

山者會使用地圖，因此希望是愈少指標愈好，

而在與主要道路的交叉口上，會有尺寸較大的

指標牌。

除美國外，亦參考步道環境與臺灣同樣

複雜的東南亞婆羅洲。處於熱帶雨林的加丁國

家公園（Gunung Gading National Park），區內

有許多步道提供登山者深入叢林裡，找尋國寶

級的大王花。由於這個國家公園四周是山峰組

成，因此進入森林探險者需要走相當多的山

路，森林中的探險小徑都以不同顏色的油漆標

示引領登山者前往不同的地點。另一個巴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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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Bako National Park），以豐富的天然

景觀與各種特殊的動植物生態而聞名，也以油

漆等方式標示路徑。

在戶外登山運動興盛的紐西蘭，以頗負

盛名的米佛步道（Milford Track）為例，指引

標記以橘色三角形牌為主，其為塑膠材質，釘

於樹上。在靠近河川的步道，常因溪流暴漲淹

過步道，因此會設置立桿，同樣有橘色醒目標

記，讓登山健行者仍可藉由標桿知道步道路線

範圍，避免迷途。此外，以不同顏色的三角牌

標示針對外來種之誘捕陷阱及設陷阱的小徑，

做為區別。

其他相關山林路徑標示大多還是以木板、

油漆、金屬板或聚乙烯塑膠等簡易指標方式，

因應地形及環境因素設置，例如在森林或林木

荒野地點，直接塗刷或固定於樹幹上，在巨石

裸露開闊地則利用塊石直接標示，在草原開闊

地或易積雪路段則以立桿方式標示。

▲圖1、加丁國家公園標示（攝影／李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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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標示系統之設計與設

置原則

從前述臺灣的山域環境特性及國內、外

案例標示探討，山徑標示系統的設計須考量生

態環境保護、登山者使用需求、設置及維護人

員操作便利性等。雖然油漆方式在國外經常使

用，但考量臺灣易迷途之中級山域環境潮溼，

樹幹多有青苔難以上漆，且容易仿製造成誤

解，經比較各種材質後，選擇以鋁板為標示材

料，其穩定性高、質量輕、成本平價並具耐候

性，並因應夜間或降雨起霧，可以鑽石級反光

貼紙黏貼或鋁板印刷，使其具有反光性，增加

辨識度。另因臺灣環境複雜，平面的標示容易

受到樹木或植栽阻擋，為增加標示可見度，各

標示牌並添加垂直布條，讓使用者更容易找尋

方向。

標示色彩部分，參考國外之標示案例，多

以色彩分類做為不同路線分類之標示，不管是

美國阿帕拉契山徑或是東南亞的國家公園等，

同一色彩表示同樣的路徑。為增加於野外環境

的顯著性，顏色必須具有強烈辨識度，採用黃

色系、紅色系或藍色系為標示色彩。另考量紅

綠色盲之使用者需求，故簡易標示系統以黃色

為主要色系。

簡易標示系統包含 3 種標示，編號標示、

色彩標示及叉路標示。編號標示主要為輔助搜

救作業，縮小迷途救援範圍，其上有編號，自

山徑起點以每 100 公尺進行設置，亦可作為

里程計算。其菱形之造型，係考量在自然環

境中有突顯之效果，為求輕便，標示尺寸為

10x10 公分，厚度為方便根據樹型進行彎折，

需小於 1 公厘，且為使其顏色能夠在自然環境

中顯現出來，建議根據不同底色以 0.8 公分之

黑、白邊或咖啡色收邊。

色塊標示與編號標示之樣式相同，差別

只在於編號標示有數字，而色塊僅單純是顏

色，功能如同現有之布條或國外案例之油漆，

主要為確保維持在安全及正確路徑上，在每

100 公尺間依照環境狀況進行彈性設置，設置

原則以叉路、轉彎處或路跡不明顯處為主。

叉路標示設置於山徑的主要叉路口上，提

供目的方向、距離與預估時間。尺寸以 20x5

公分之長方形為主，並以黃、紅或藍色為底，

搭配黑字或白字，增加顏色標示方向的面積，

提升方向性。

為能確保標示方向之固定、持久性及便利

性，參考林務局永久樣區調查使用之方式，以

鋁釘半釘入樹幹的方式設置牌示，並預留樹木

成長空間，配合每季巡查確認未影響樹木生長。

▲圖3、簡易標示系統現場設置情形（由羅東林區管理處提供）

▲圖2、編號標示、色塊標示及叉路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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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有些環境如芒草林、箭竹林或是亂

石堆，路徑上較少樹木可依照上述方式設置，

且標示容易受到植栽遮擋，加上登山者在此林

間行走習慣看地面尋找路跡，考量便利性，此

類型山徑可以尼龍繩標示出路徑，以每隔一段

距離將尼龍繩固定於材質輕且可組裝之鋁角材

（高出地面30公分，埋入地面至少20公分）。

而編號標示原則固定於高於地面約 80 ～ 100

公分之鋁方管（並考量適當埋入地面深度），

作為標示。在設置上，建議先以工具在地面引

孔，再將鋁管或角鋼打進地面，最後將周邊夯

實再以石塊堆疊固定。部分為亂石堆的山徑環

境，考量此環境中亦少樹木，且石頭堅硬難以

固定標示，故將色塊標示以噴漆噴在石頭上。

噴漆前需先清除石頭表面層，再將噴漆透過模

版噴出方向指示，而編號標示則一樣以固定於

高於地面約 1 公尺之鋁方管的方式進行設置。

標示設置位置以山徑（下山）行進右側

為主，距山徑邊約 0 ～ 120 公分。於預計設

置點若無法找到適合位置或樹木，則於前後附

近（約 5 公尺範圍）尋求可設置地點；若前

述仍沒有適合地點，則考慮設置於山徑左側；

若左側仍無法找到適合地點，則可考慮鋁製立

桿等方式設置。

最後，鑒於一般民眾及登山者尚不熟悉

本標示系統，設置簡易標示系統時，需在山徑

起點設置告示牌，除了簡要介紹所屬山徑環境

氣候、長度及坡度變化資訊外，並說明此標示

系統之功能，最後附上登山者注意事項及緊急

聯絡電話，提供救援相關資訊。

▲圖4、入口告示牌（以松蘿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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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民間參與機制

發展簡易標示系統，需仰賴公私部門共同

合作，方能永續。全球知名如阿帕拉契山徑，

每年有超過 4 千名志工協助維護路徑及標示。

阿帕拉契山徑透過志工訓練與組織，協助設立

步道標示，透過完善的志工培訓及管理系統，

建構出此條山徑。而太平洋海岸山徑在發展之

初，亦由一群健行愛好者，勘查評估路線，並

進行山徑鋪設及維護，至後來美國政府通過保

護自然步道系統之法令後，相關工作才有法令

保護及經費支助。

為建立與民間團體的合作機制，林務局

透過訪談民間團體代表及召開座談會等方式，

藉此了解實務操作面上山徑認養的作法與想

法，試圖從中歸納可作為推動山徑標示認養的

積極誘因與執行方式，透過對話，將使用者需

求確實納入考量，從不同使用角度瞭解山林路

徑標示，不論是設計樣式、設置方式及認養管

理等，透過各團體對於標示設計、認養運作機

制的經驗及建議，以調整修正執行內容，提出

適切的山徑認養制度。

參考目前步道認養的案例，本機制之公

私協力單位及參與方式可分為以下兩種：一為

企業，主要提供財務性認養，只提供部分經費

的來源，分擔經費支出，而不涉及操作工作；

二為一般民間團體，可提供勞務認養，勞務認

養則主要是進行操作，其操作內容可分為「技

術性」及「例行性」兩種，技術性需要 GPS

定位及標示系統建立之能力，而例行性則只要

在設置後進行例行性維護即可。

過去的步道認養多僅是淨山與維護通報

的方式，而簡易標示系統建立工作則需考量

設置之技術性，另為增加民間團體之參與認

養意願，本機制將視工作需求由公部門給予

部分協助，如民間團體在前期執行有難度，

可由林務局委託專業單位協助辦理，減少民

間團體認養的工作量，或是透過教育訓練的

方式，培力民間團體具備相關能力以進行標

示系統建置及設置。

▲圖5、公私協力合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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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認養的參與方式主要透過民間團體

主動提出認養路線，再經公部門衡量經費、設

置必要性等進行評估遴選，此種方式可使得民

間團體會較有熱心及動力，且持續性較佳；而

經公部門評估後之山徑可符合公眾利益，配合

政策執行或整體發展計畫。各林區管理處透過

開放申請或委託認養後，由民間團體準備相關

文件申請計畫，並經林區管理處進行審查。在

計畫通過後，雙方簽訂契約，並於契約中擬定

協議之細部內容，接下來便可進行標示設置與

例行維護工作。其公私部門參與流程，如圖 6

所示。

建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式的山林路徑

標示與維護機制，政府與民間自願團體互信合

作，可以說是一種依賴「社會資本」而存在的

合作關係。參考林務局在執行社區林業的經

驗，公私協力制度採階段執行，一、二階段為

夥伴關係的培養，第三階段則為夥伴關係的具

體展現。

▲圖6、流程圖

（圖片／高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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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以上設置簡易標示系統曾經過半年實地

測試，並透過上百份問卷意見調查，顯示此簡

易標示系統之耐候性及顯著性已符合臺灣山區

環境及使用者之需求。

未來設置簡易標示系統後，將公開所有

標示的點位資料，並提供給救難單位。此外，

建置簡易標示系統後，可逐步減少登山團體之

綁標習慣，減少不必要之塑膠路條，兼顧無痕

山林理念及登山安全。在民間參與機制部分，

經過教育訓練對部分民間團體及各林管處的培

力，初步讓公部門建立對於標示系統的共識。

在未來認養制度的推廣上，期透過更多團體參

與，修正認養制度等，使其更臻完善，並推廣

至更多山徑。

簡易標示系統是為了減低山域迷途的發

生率，其跳脫既有政府機關管理之框架，為增

進登山安全而發展出來。目前林務局羅東林區

管理處已於阿玉山、松蘿湖等 2 條山徑設置

此系統，並將持續於其他易迷途之熱點山徑建

置，期透過此系統，可減少事故發生時之救援

成本。

（圖片／高遠文化）

51

專 輯 :  公 私 協 力█ █ █

Vol.41 No.5 ■  20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