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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序

玉山是東北亞第一高峰、台灣人心目中的聖山,更是登山界嚮往之勝

地。近年來進出玉山的山友日漸增多,但往往卻因為忽視登山安全、登山

裝備及經驗無法共享等因素,致使山難事故頻傳。因此,玉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自民國七十四年成立以來,為加強宣導登山安全,於民國七十七年舉

辦「山難防救研討會」,而後又於民國八十一年舉辦「登山研討會」,探討

山難防救、登山環境倫理及高山設施等主題。

此後,由官方主辦的登山研討會中斷了八年,直到民國九十年,三個

高山型國家公園方建立共識,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開始接續辦理「國

家公園登山研討會」,目的即希望結合產、官、學界之登山專家,集思廣

益共研登山議題,以建構更安全、完善的登山環境,並讓國人在登山活動

中更懂得尊重大地,受護山林。

邁向二十一世紀之初,隨著全球環境之變遷,國際間對山岳環境與神

聖空間的保護更加重視。為順應國際思潮,本年度本處主辦之【2004國家

公園登山研討會】,特以「聖山守護與登山安全」為研討主軸,開展三大

主題,包括:(一)登山服務與管理(二)高山醫療與救援(三)山林

守護與教育;期望藉由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經驗分享,提升國人的登山素

養,並開拓環境倫理的視野。

在此,本人要特別感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內政部、內政部營建

署之鼎力指導,並向台灣山岳文教協會以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埋處、雪霸

習家公園管理處、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

鞋敖助協會等單位於籌備期間的辛勞,表達慰勉及感謝之意;也謝謝各為

先進撥冗與會。敬請不吝分享,共同豐富此次研討的內容!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林奇謹識



理事長序
十月將屆,金風速爽,封閉多時的高山已陸續開放,秋涼的登山好時

節即將到來!以前光輝的十月,有國慶日、光復節、總統蔣公誕辰紀念等

節日,甚至中秋節或重陽節也常在十月;因假期特多,天氣又是秋高氣爽,

高山景觀更是最美好的時節,因此登山活動最是活絡。現在,雖然國定假

日已縮減,但愛好登山的人還是喜歡選擇十月登山。

今年十月份登山界的重大活動更是連綿不絕‥10月2日至3日在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舉辦《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十月十日由中華民國

健行登山會舉辦國際健行目活動, 10月16日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舉辦全

國登山日活動,10月16-17日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舉辦全國溪仙大會;最後

的壓軸好戲,更將於10月30-31日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三重市體育會

主辦第三十屆全國登山社團大會師,在三重高中隆重登場。這一連串的活

動,串起登山的高潮,也奠定了十月作為台灣登山月的定位價值。

而此一系列之開鑼,便是以《2004國家公圍登山研討會》開場,把研

討主軸設定在「聖山守護與登山安全」架構下,分為「登山服務與管理」、

「高山醫療與救援」及「山林守護與教育」等三部份,以提昇國內登山素

養與登山安全。特別是玉管處有鑑於國際登山活動已逐漸重視山岳環境,

也注意到原住民傳統對「神聖空間」的觀念,就是「山林守護」的基本觀

念,特邀沙巴國家公園署副署長及法國青年體育部登山教育負責人,蒞會

專題演講,以從事國際登山經驗之交流。這不僅將突破過去國內登山相關

研討會閉門造車的困境,多與國際岳界經驗交流的做法,更將有助於國內

登山活動的另類發展。

本協會的會員包括產、官、學等不同位置與領域的工作者,成立的宗

旨與自我期許方向,包括推廣台灣登山安全與登山技能、提升台灣登山文

化與環境教育、推動山岳環境與登山知識研究、促進台灣與國際登山交流

互動、健全台灣登山管理與救助體系等。而承辦此次的研討會,便是在此

宗旨下的任務,工作人員無不戮力以赴,以期能有最好的研討成果。在此,

竭誠企盼與會者一起響應「登山月」活動,在研討會中集思廣益,共同來

豐富國人的登山視野。

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事長 美夏雄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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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序
值此首度【國家登山月】,開鑼的活動是以「2004國家公圍登山研討

會」作為開場白,時間定於九十三年十月二、三日,在南投水里玉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舉行。台灣山岳文教協會有幸參與本次研討會的規劃、設計及

大會研討程序的進行,感覺到有些任重道遠。

研討會好似一項人人都可以辦的活動,並不是太難的事,我們把它看

成是工程專案計劃來承攬,那它的作法與意義就大大不同,本項專案計劃

我們是以工程的眼光與角度來進行,同時要在有限的資源中作最大空間的

發揮,是有些難度。

首先是執行小組與主辦單位作溝通與協調,先決定本年度主軸論題及

各大子項議題,再來是分項任務的分派、進度的掌控、工作分解結構、資

源配置、里程碑的時限、工時的安排、人力資源的調度,預算的分酋己。分

項任務包括中心議題、文稿來源、審稿與編輯、國外講師的聯絡與邀請、

活動公告、報名作業、預算支出、成本控制、都要在掌握之中o

大會的主軸議題儘量搭配具有時勢背景,本年度議題之一訂為【聖山

守護與登山安全】,主講人為馬來西亞沙巴國家公園副署長,該公園轄區

的金納巴魯國家公園,也是為「世界自然遺產」地區,而金納巴魯峰是當

地許多原住民部落共同的聖山。因此,因應聯合國文教科組職今年六月底

連續一週在中國大陸蘇州舉辦的二十八屆《世界遺產保護會議》 ,也讓國

人同步了解世界遺產的趨勢,提升國人的登山素養與環境倫理的視野。

大會的基本目的就是想結合政府相關單位、登山專家及學者等,能集

思廣益、共同研討山林議題,以築構更安全的登山環境,讓國人在登山中

活動更懂得尊重大地、守護山林。最後,要說的是此次的團隊都是各方的

精英,每個人都使出渾身的解力為大家服務,最完美的事並非沒有瑕疵與

漏洞,有不週之處,當請各與會者多多包涵,最後還是要感謝主辦單位的

協助與諒解,也感謝同仁在籌備期間的辛勞;也謝謝政府單位執事者及登

山先進們撥冗與會!

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常務理事 黃一元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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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聖山守護與登山安全】
《簡章》

壹、會議目的

(一)引介國際登山新思潮,宣導山岳保護觀,落實山林守護與登山教育目標。

(二)藉由檢討國內外個案,討論山難之防救,以利健全高山醫療與救護體系。

(三)藉由國內外經驗研討,彙整結論與建議,供作政府登山服務管理之參考。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內政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三)承辦單位‥台灣山岳文教協會

(四)協辦單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中華民國山岳

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五)贊助單位及個人:自然行登山用品社、美商戈爾公司台灣分公司、維他露

食品公司、台灣山岳文化事業公司、飛狼露營旅遊休閒用品、

探索戶外國際公司、蔡文科先生、高偉峰先生

參、會議時間

二○○四年十月二日(六)至十月三日(日)

肆、會議地點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一段300號)

伍、報名及與會人數

1.與會人數預計共120人,額滿為止0

2.報名截止日期:9月17日

3.報名方式: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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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主題與內容

一、構想與特色:

展望台灣登山環境的健全; 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在「全球在地化」的趨

勢中,就更不能忽視世界上對於山岳環境守護的思潮,同時要能彰顯台灣在這方

面的思考、行動與努力。公元2002年,聯合國將之訂為「國際山岳年」和「生

態旅遊年」 ;而2003年人類攀登聖母峰五十週年的「聖母峰兩代情.等系列活動,

也不斷強調高山生態環境的保護。

國際山岳的活動重視山岳環墳保護,也注意到各原住民族傳統對特定山峰,

將之視為「神聖空間」觀念;並認為這與生態保育息息相關,乃是進步的山林守

護觀念。珠幕朗瑪峰(聖母峰)不論在尼泊爾的雪巴族或中國的藏族觀念中,都

是「神靈的居所」之意,被視為「神聖的山.而敬畏有加!不只是聖母峰,馬來

西亞的Kmabalu (金納巴魯峰)又稱為神山,目前既是國家公園和世界自然遺產

指定地,也是當地Kadazan族以及周遭原住民族共同的聖山!

這些發展與趨勢,都揭示全球對於「山岳地區. (特別是高山地區)生態環

境的重視,早已不再是以「登頂」或「征服.的心態看待山岳,或只關心「登山

安全」而已;而是把人與山互動的關係,轉化成為保育與保護的態度與行動,並

開始學習各山岳原住民族對待山林的土地倫理,希望登山者成為「山林守護者.
來共同守護山岳環境!

因此, 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的核心,將立基在台灣高山特殊生態、文化

特色,由「神聖空間」與「聖山」的概念出發,來思考柬亞的高山環境保護與登

山安全。在這個核心思考軸線下,開展出三個主題,包括: (一)登山服務與管

理‥ (二)高山醫療與救援; (三)山林守護與教育。並在這三個主題下,各規劃

六個研討議題,希望藉由兼具廣度與深度的論文發表、充分研討後,能達致一些

共識,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結論與建議,來提升國內登山素養與登山安全。

二、會議內容

本研討會內容,主要包括邀請兩位國外專家專題講演,兩場登山醫學和三個

高山型國家公園的專題報告,以及三組登山主題的各項子題o研討會的相關內容

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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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一:神聖空闆與金那巴魯山區之保護與服務管理

(沙巴國家公園署副署長Pα〃/ βα∫加肋/)

專題演講二: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登山教育與救難體系服務

(法國青年體育部登山教育負責人靴愕♂ Kb♂”嘻)

※登山醫學專題報告

專題一:登山對健康的影響(陳俊忠所長/陽明大學運動健康科學所)

專題二‥高山症與山難病況分析(郭健中醫師/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

※國家公園專題報告

專題一:登山服務與管理(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例)

專題二:高山醫療與救援(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例)

專題三:山林守護與教育(以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為例)

※研討會主題與子題

(一)登山服務與管理(召集人/吳夏雄)

志工制度代替登山嚮導之可行性(林文和)/登山嚮導制與入出山管理之改進(林

乙華) /國家公園避難山屋應有設備之探討(鍾仁順) /國土復育方案(郭翡玉)

/高山旅遊與山區資訊系統(楊建夫、林大裕) /國家公園區內設置高山纜車之

評議(范方志) /羊頭山傳統路線步道改線之探討(梁明本)

(二)高山醫療與救援(召集人/高偉峰)

國內山難救援制度之探討(歐陽台生) /國外山區緊急醫療救護系統介紹(陳德

皓) /排雲山莊醫療服務病況分析(蘇崑山) /山區直昇機緊急醫療救護現況與

病案(蔡行翰) /國內山區緊急醫療救護系統之建立(高偉峰) /高山緊急醫療

救護之法律關係(黃清濱)

(三)山林守護與教育(召集人/翁注賢)

由神聖空問保護省思山林變遷與登山教育(陳永龍)/生態登山之觀念與實施(鄭

廷賦) /日本北海道大雪山國立公園登山環境之衝擊與對策(李彥樑) /重編本

土登山學叢書之推展(鄭安晞) /架構本土登山學知識網站(黃文賢) /法國登

山學校的訓練與內容(李美涼) /美國NOLS戶外教育的經驗( BenJa皿n Rush )

/北美地區山野活動與戶外教育的經驗(林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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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議程

第一天(十月二曰 星期六) 

12‥40-13:20 報到 

13‥20-14‥00 開幕式(視聽室)長官致詞 

l14:00-14‥50 專題演講一(神聖空問與金那巴魯山區之保護與服務管理) 

沙巴國家公園署副署長Pα功Bα∫初肋/先生 

14:50-15‥40 專題演講二(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登山教育與救難體系服務) 

法國青年體育部前登山學校負責人s♂培‘Koβ“嘻先生 

15:40′-16:00 茶敘
` 

16:00-17:30 

A組第一場 B組第一場 i c組第一場 

登山服務與管理 高山醫療與救援 山林守護與教育 

(一樓多功能教室) (三樓會議室) (三樓教室)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引言 

論文報告三篇 論文報告二篇 論文報告三篇 

發問研討、結論 發問研討、結論 發問研討、結論 

18:OO-20‥OO 交流活動、晚餐與布農族文化展演晚會 

第二天(十月三日 星期日) 

08‥10-08:30 報到 

08:30-09:00 登山醫學專題報告兩篇(登山與健康/高山症與山難) 

09:OO-10‥30 

A組第二場 B組第二場 C組第二場 

登山服務與管理 高山醫療與救援 山林守護與教育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引言 

論文報告二篇 論文報告二篇 論文報告二篇 

發問研討、結論 發問研討、結論 發間研討、結論 

10:30-10‥45 茶敘 

10:45-12‥15 

A組第三場組 B組第三場 c組第三場 

登山服務與管理 高山醫療與救援 山林守護與教育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引言 

論文報告二篇 論文報告二篇 論文報告二篇 

發問研討、結論 發問研討、結論 發問研討、結論 

12‥15-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4:15 國家公園專題報告(各15分鐘,目前政策與做法) 

登山服務與管理(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高山醫療與救援(玉山國家公圍管理處) 

山林守護與教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4:15-14:30 分組結論與建議(每組五分鐘)(處長主持、三組召集人) 

14:30-15:50 綜合討論(處長主持、三組召集人與各場次主持人) 

15:50-16:00 結論與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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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演一:神聖空間與金那巴魯山區之保護與服務管理(Pα切/勵∫加α/先生)

謹演二: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登山教育與救難體系服務(∫♂愕βK仍仍略先生)

※登山醫學專題報告

專題一‥從運動醫學觀點談山岳遊憩相關議題(陳俊忠所長)

專題二:高山症、山難與醫療資源耗用之個案系(郭健中醫師)

※ 〈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分組場次時間表

(A)登山服務與管理(召集人/吳夏雄)

場 次 報 告 題 目 發表人 引言人 

A組(一)10/2 16:00一一17:30 

志工制度與登山服務管理 林文和 

謝季燕 處長 

登山嚮導削與環境管理單位的關係 林乙華 

國家公園避難山屋應有設備之探討 鍾仁順 

A組(二)lO/3 09:00一一10‥30 

國土復育方案 郭翡玉 

吳夏雄 理事長 台灣山岳旅遊現況與展望 楊建夫/林大裕 

A組(三)lO/3 10:45-12:15 

國家公園區內設置高山纜車之評議 范方志 

黃文卿 處長 羊頭山傳統路線步道改線之探討 梁明本 

(B)高山醫療與救援(召集人/高偉峰)

場 次 報 告 題 目 發表人 引言人 

B組(一)lO/2 16:00一一17:30 

國內山難救援制度之探討 歐陽台生 

高偉峰 理事長 國外山區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陳德皓 

B組(二)10/3 09:00一-10:30 

排雲山莊之高山醫療 蘇崑山 

林青 處長 山區直昇機緊急醫療救護現況與個案 蔡行瀚 

B組(三)10/3 10:45-12:15 

國內山區緊急醫療救護系統之建立 高偉峰 

薛瑞元 處長 高山緊急醫療救護之法律關係 黃清濱 

(C)山林守護與教育(召集人/翁注賢)

場 次 報 告 題 目 發表人 引言人 

C組(一)10/2 16:00一一17‥30 

朝向山的守護者 陳永龍 

翁注賢 理事長 從土地倫理談生態登山觀念與實施 鄭廷賦 

日本北國立公園登山環撓衝擊與對策 李彥樑 

C組(二)lO/3 09:〔恥一-10:30 

如何重編臺灣登山學叢書 鄭安晞 

林永發 處長 如何架構本土登山學知識網站初探 黃文賢 

C組(三)10/3 10:45-12:15 

法國山岳活動發展與登山教育制度 李美涼 

李桃生 副局長 美國NOLS戶外教育的經驗 Beriamin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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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國內有許許多多登山的人口,但與「山」有關、與「登山.有關的論述卻

相當貧乏。過往在與「登山」有關的知識交流與研討中,除了登山團體的內部

講習、研習與教育訓練外,跨社團與跨領域的登山研討相當少。到目前為止,

只有民間辦理了八屆的「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以及由國家公園官方

主辦過五次的「國家公困登山研討會」。

研討會籌備過程與主題

此次研討會,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一改過往由官方主導方式,先在九十三

年二月十九日,由處長林青先生召開「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會前會,議

定研討會主軸為【聖山守護與登山安全】,設定「登山服務與管理」、「高山醫療

與救援」與「山林守護與教育」三組論壇,並推選吳夏雄、翁注賢、高偉峰等

人,分別擔任各組的召集人;而後委託「台灣山岳文教協會」規劃辦理研討會

的各項議題,陸續開了三次籌備大會,時時因實際狀況修訂執行工作細節,可

說是官方與民間合作的良好模式。

從籌備階段開始,我們便希望能夠透過更嚴謹的態度,來辦好這次的登山

研討會。困此,在【聖山守護與登山安全】的核心精神下,大會安排兩場國際

專家講演,一位是邀請沙巴國家公圍署副署長靡〃/靡s加柄/先生,分享「神

聖空間與金那巴魯山區之保護與服務管理」經驗;另一位則是邀請法國青年體

育部登山教育負責人嶄,苔e肋翎咕先生,報告「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登山教育

與救難體系服務」的經驗。

此外,為了增加登山安全,大會特別安排兩場登山醫學專題報告,由陳俊

忠所長與郭健中醫師,分別報告「登山、休憩與健康」以及「高山病研究」等

專題,希望增加國人登山醫學知識。而在議題規劃上,三組論壇各規劃六個研

討子題,盼能藉由兼具廣度、深度的論文/專文發表和充分研討,達致一些共

識,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結論與建議,來提升國內登山素養與登山安全。

三大主題的規劃構想

放在聖山保護觀念下,「登山服務與管理」主要由山區活動的「需求」面出

發,來思考與登山相關的服務與管理等「供給」面問題;迨些服務與管理的制

度與方式,可能由官部門提供,也有可能由民間部門提供。不論是登山嚮導制

度與入山管理、高山休憩研究、登山硬體設施、登山步道規劃、高山纜車爭議

等等,都是此一主題要探討的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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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首重安全,山難防護與救治等,是在風險管理之外,仍有意外發生時

候的安全與救命保障!因此,「高山醫療與救援」的主題精神,在於如何提供完

善的山區醫療救護與救援;但最好這樣的「供給」是備而不用,讓人們有備無

患。因此,不論是國內外山難救援制度、緊急醫療系統、高山病的研究、山區

醫護救難的法律觀等等,都是重要的思考面向。

而在「聖山保護」中若回到登山者本身出發,我們便得由需求面來思考與

建構「山林守護與教育」的內涵,省思並重新檢視既有的登山教育,如何才能

兼顧登山安全與環境倫理?因此,環繞著建構本土「登山學」的主軸,希望大

家共同思考國內外戶外活動與登山教育,在觀念、制度、教材、媒介、內容等

等面向,各有些什麼樣的啟發與新的可能?如何才能透過登山教育、教材的提

供,或登山網站架設等,以讓登山者願為山林守護者,便是本論壇的研討目標。

稿源及編輯過程

事實上,研討會的重心,始終是研討的主題與內容;因此大會一開始便希

望透過與登山有關的學者、專家等,提供他們的研究、經驗、觀點等研究心得

報告,拋磚引玉,來豐富國人的登山視野。而為了網羅更多優秀的人才,分享

研究心得與精闢觀點,大會透過公開「徵稿」的過程,以及對特殊領域學有專

精者的「邀稿」過程,來提供更多元、豐富的優質論文或專文。

受限於研討會的議程及論壇性質,我們並不希望只有台上的報告,論文集

的內容與品質,便是前置作業中最重要的部份。因此,我們儘可能地催逼所有

的報告人,依照論文與專文的寫作格式規範,來提供完整的論文或專文報告。

最後,我們彙編成這本論文集,包括「登山服務與管理」的七篇論文專文、「高

山醫療與救援」的六篇報告(含大綱)、「山林守護與教育」的八篇論文專文,

以及兩篇登山醫學專題報告、四篇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專題報告。

在此,特別感謝所有論文專文的發表人,以及兩個登山醫學專題、三個國

家公園專題等報告提供者,若非您們在百忙之中仍慷慨地撥冗配合,接受我們

嚴苛而挑剔的壓榨,產出迄些文本,也無法順利編印出此論文集。而在倉促的

編輯時間中,本論文集若有編輯瑕疵或蛻誤,責任自屬編輯室;編輯群在此謹

向該文作者先行致上最大的歉意。最後,也感謝所有的與會者,歡迎不吝指正;

並企盼各位讀者藉著這些文本,在研討會中勇於向作者提出您的質疑與挑戰,

分享不同見解與觀點,以營造出更多元激盪的對話空間,共同豐富研討會的實

質內容!

《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籌備會

專案總執行暨論文集主編陳永龍

議程組暨責任編輯鄭安晞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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