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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擬介紹目前於日本北海道大雪山國立公園因登山 環之懊
●
_
、
‘所動活

擊與對策執行之概況。日本北海道大雪山國立公園今年適逢成立七十週年,是

本面積最大的國立公園,佔地將近23萬公頃,由主峰旭岳(2.290m)和長達

公里以上、高度約2’000公尺的連峰所構成。不僅仍然保有廣大的原始林,

擁有豐富的動植物及地形景觀資源,也因此被愛奴族人稱之為 戲嬉神眾
「

園」 。由於大雪山國立公圃獨特的魅力,吸引了眾多的登山人口,以2003年

秋為例,僅黑岳地區一地入山人數就已達32.611人,但也造成了環境上相

的負荷。困此,在日本民間環境組織與政府的合作之下,開始針對登

所造成的環境破壞開始補救,包括「登山步道的侵蝕與防治」 、 山
「
‘

題與對策」 、和「NGER制度」等;希望藉本文提供國內登山界參考

合國情之模式,以保全高山環境及提升登山品質。

【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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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lS aricIe ls the introductlon of the Envlronment Impacts and strategy

Mountaineer Activity in DalSetSuZan National Park. DalsetSuZan National Park is at t

center of Hokkaldo and the largest national park in Japan. The area of the park

230.000ha and it is a national park which lS nch in unspollt natural beauty. So lt attra(

many tounst and mountalneerS. eSpecially at summer and fal1. But it also brings the serio

environment impacts. Due to this. the NPO paries and Japanese Govemment started

collaborate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jn the mountain aeas. As follows is the bri

lntroduction of that the Envlronment Impacts and strategy of Mountalneer Activity

Daisetsuzan National Park :

(l) about the erosion of mountain hiklng trall

(2)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toilet in the mountain areas

(3) about the new system of NPO park rangers

At the last. this article wlll make some suggestlonS to the National Park Headq啦terS.

【關鍵詞】

大雪山國立公園、登山步道侵蝕、山岳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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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本北海道的大雪山國立公園位於北海

道的中部(參見圖一),成立於1934年,是日

本國立公園法於1931年公佈後,第二批指定的

國立公園之一| ,指定的理由為擁有「廣大的原

始山岳環境」 ,至今年為止,正好成立七十年。

大雪山國立公園同時也是目前日本陸域面積最

大的國立公園,佔地將近23萬公頃,由長達

50公里以上、高度約2000公尺的連峰而構成。

一般都將大雪山國立公園分成四個區

域,分別是:北大雪、東大雪、表大雪與十勝

卒、、_.÷ ￣￣、

連峰四個區域,北海道地區的最高峰旭岳 惹

(2290m)也位於大雪山國立公園區域之內。大雪山國立公園海拔僅2000餘公尺,

但由於位於緯度較高的因素,其高山環境可比擬日本本州3000公尺級山區,森

林界線僅絢1500m左右。也因此在夏季可欣賞殘留的雪溪,與廣大的高山植物

群落。

大雪山國立公園不僅仍然保有廣大的原始林,同時擁有豐富的動植物及地

形景觀資源,被愛奴族人稱之為「眾神嬉戲之花園. 。除了夏季擁有特殊的景觀

外,秋天的楓葉也是大雪山最具魅力的景觀之一,因此吸引了眾多的遊客前來,

不過也造成了環境上相當大的負荷。

大雪山地區大致從十月到隔年六月都為白雪所覆蓋,雖然冬季也有滑雪等

相關休閒活動進行,不過觀光客及登山活動主要都集中於短短的夏秋兩季。而登

山活動主要都集中於層雲峽黑岳及旭岳地區,自1970年之後,層雲峽與旭岳溫

泉地區相繼興建纜車之後,觀光人數更是大幅增加。以旭岳溫泉地區為例,在

1992年閘利用纜車的人數為13萬人左右,而在2000年興建更大型的纜車之後2,

僅七月至九月,利用纜車的人數就已達12萬5千人;而更早興建的層雲峽纜車3

自1989年起,每年利用的人數都超過60萬人,在2000年時總利用人數更突破

2000萬人次,而繼續前往攀登黑岳的人數在1985年約37.500人左右,於1993

年約增加至46.000人左右。

而大雪山國立公園在整個管理體系上是隸屬於環境省自然環境局之下的西

|第一批指定的國家公園為雲仙、霧島、瀨戶內海等;第二批為日光、阿寒、大雪山、中部山岳

阿蘇等五座。

二由原來的46人增加為101人0

3於1967年興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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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地區自然保護事務所4 ,下轄三個自然保護官事務所,分別是上川自然保

護官事務所、東川自然保護官事務所及上士幌自然保護官事務所c然而三個自然

保護官事務所也僅有6位職員,相對於23萬公頃的面積,管理人力顯然非常的

不足。不過由於森林管理署與當地政府也會介入國立公園的管理事務,雖然使得

管理上業務可以得以分擔,但複合的管理體制卻也是造成許多管理上間題的主

因。

更由於日本休閒活動的盛行,登山人口眾多,大雪山國立公園登山活動為

環境所帶來的衝擊也相當的大,除了排泄物污染的間題之外,登山步道的侵蝕、

植物盜採、高山植物遭踏踩死亡、餵食野生動物等情形均在近年來慢慢浮現。

二、登山步道的侵蝕與防治

登山步道的土壤侵蝕可以說是很清

楚的反應人類在大自然中的行為所造成

的影響。在登山活動盛行的日本,登山步

道的土壤侵蝕幾乎是每個山岳型的國立

公園管理上都會面對的問題c

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這個間題

在大雪山國立公園顯得特別嚴重,尤其是

登山客眾多的黑岳及旭岳地區。

圖二等待搭乘纜車前往黑岳的觀光客

由於這兩個地區都有纜車可以利用,相當的

便利(見圖二) ,所以登山的人數也相對集中於

這兩個區域。由於登山客人數眾多,踩踏使得登

山步道的土壤硬化,滲透能力降低,增加逕流的

機會,因而產生土壤侵蝕。而大雪山地區積雪量

相當多,融雪時的逕流相當大,所以相對的土壤

侵蝕相當的嚴重。

層雲峽地區是大雪山相當著名的觀光勝

地,從層雲峽可以直接搭乘纜車抵達黑岳七合

目, 1967年開設時,利用人數大概30萬左右,

1991年時已大幅增加至70萬人。從黑月七合目

( l,510m)至黑岳山頂( l,984m)的步道總長為
圖三融雪期的步道

1.800m ,落差約474m ,坡度約在10-40° ,而每年春季的融雪及夏季的降雨都是

‘日本全國共設有Il個自然保護事務所,來管理全國的28座國立公園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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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登山步道土壤侵蝕的原因之一(見圖三) 。儘管自然保護官事務所在1989

年投下了大量的經費改善步道,但根據渡邊悌二與深擇京子( 1 998 )的研究指出,

有67%的排水設施喪失機能, 57%排水設施的週邊仍有土壤侵蝕的情形發生。

不當的排水設計不僅無法阻止步道的侵蝕,也會引發步道邊坡沖蝕,因此

登山步道也會隨之擴大。在同一份研究中指出,在改善設施後的七年間,步道擴

大寬度平均約為72.5cm o而土壤的侵蝕量為38-3900cm2 ,年平均侵蝕量約為

54⋯557 cm2 (見下頁圖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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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排水設施週邊侵蝕的類型(渡邊.1998)

登山步道土壤侵蝕的防治以引導排水為主,然而卻因自然保護官事務所不

當的設計使得登山步道的改善工程功敗垂成,更因完工後無人力維護,讓土壤侵

蝕的情況無法改善。

而黑岳至旭岳之間的步道,由於環境

省受限於經費與人力的限制,無力維修與

改善,登山步道侵蝕的情形更為嚴重。雖

然這一段步道坡度相當平緩,但步道裸地

情形嚴重,登山步道複線化的情形也增

加。由於原有的登山步道已經侵蝕過深,

行走相當不易,因此原有登山步道週邊便

會增加一條新的步道,造成地表的另一次

傷害。(見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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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當地的保育團體在與自然保護官事務所協商之後,自然保護官

事務所同意由當地的保育團體來負責維修

步道,於是當地保育團體利用募捐及其他地

區施工汰換的材料來鋪設排水設施,不過由

於是義務性質且施工材料來源有限,因此進

度相當緩慢。但是環境省發現這是一個良性

的合作模式,來彌補人力及經費不足的窘

境,也在近年允諾會爭取更多的預算來協助

保育團體進行環境的維護與改善。 (見圖六)

在旭岳地區,同樣也是由於纜車的便
圖六簡易的步道維修

利性,觀光及登山的人數也相當的多,裸地及登山步道複線化的情形同樣相當的

嚴重,部分地方甚至使用混凝土來封填,在這個區域,曾經研議徵收「入園費用」

的制度,但受到當地觀光業者的反彈,認為會減少觀光客,因此並未實施,目前

當地的做法是架設木棧道、加強環墳教育的解說,來降低環境的衝擊,尤其特別

呼籲登山杖使用的問題。由於使用登山杖的人數越來越多,很多人會將前端的保

護帽摘除,但是這樣的使用行為,也會加重土壤的侵蝕,因此會特別呼籲不要將

保護帽摘除以保護地表土壤。 (見固七、八)

圖七遭登山枚挖蝕的土壤 圖八使用保護帽的呼籲(荒井, 2003)

登山步道的侵蝕只是人類對大自然造成的傷害之一,但是卻也是顯而易

見,除了運用良好的排水設施、木棧道來減少侵蝕之外,登山客人數的控管也是

相當重要的,很慶幸台灣並未如此的嚴重。但在登山活動越來越興盛的台灣,如

再未有妥善的措施,難保不會出現類似當地嚴重的侵蝕狀況,仍應慎之。

三、山岳廁所之問題與對策

日本國民普遍道德意識強烈,但是山區屎尿(排泄物)的問題仍然是山區

環境污染的主因之一。日本環境省自去年開始在富山縣(立山黑部) 、靜岡縣(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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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山)及枋木縣(日光)等地區,均進行運用高科技環境技術的山岳廁所的實証

實驗,期望能找出適合山岳廁所的環境技術。

但由於山岳地區環境惡劣,影響因子甚多,氣溫、氣壓、地溫、積雪、風

速、雨量及利用人數,都會影響山區排泄物的分解,而各地的環境又有差異,要

找出通用的技術並不容易。

北海道地區同樣也有山區排泄物污染環境的問題,更因為其獨特嚴寒的氣

候,使得山岳廁所的技術研發碰到更多的問題與困難。有鑑於此,北海道地區在

2000年由一群登山嚮導、登山客及學者發起了「山岳廁所集思會5」 ,來討論山岳

地區排泄物的處理及對策。

山區排泄物污染主要集中於露營地點附近,根據愛甲哲也( 1999)的研究

指出,由於登山客如廁的需求,會在營地附近踏踩出許多小徑(見圖九) ,不僅

破壞植被,也會增加裸地的面積;此外也會造成水源及土壤的污染,不但對登山

客的健康有所影響,對動植物影響也很大c

山岳廁所集思會成立的第一年主

要的活動便是開始著手調查目前山岳廁

所配置的情形,鼓勵登山客盡量使用山

岳廁所,減少在野地如廁的情況,並且

大力推廣攜帶廁所的使用。另外也推動

淨山活動,將在山區棄置的衛生紙、垃

圾等清除。這些想法也獲得環境省及北

海道道廳的支持,並獲得經費的補助。

大雪山國立公園的登山活動以一

日往返為大宗,因此集思會呼籲登山客

盡量在登山口先如廁,並攜帶攜帶廁所

上山使用。

圖九Tomuraushi山南沼營地週邊如廁小

徑擴大情形(愛甲, 1999)

攜帶廁所是由一個內袋及高密封性外袋所組成,內袋附有除臭劑及高吸水

性的紙,在使用後攜帶至指定場所或帶回家投棄。在1999年由大雪山地區開始

推廣,經過集思會三年多的努力,除了每年均會辦理淨山活動、研討會及推廣教

育活動外,目前在全北海道的登山用品社及國立公園的遊客中心均可取得登山口

及山區廁所的地圖及攜帶廁所6 0使用攜帶廁所的人數也開始慢慢增加。根據十

5此為筆者翻譯,日文為「山。卜′〕壹考吏高金」0

6目前國立公園遊客中心為免費提供,登山用品社則須購買,一組含五個內袋一丁元日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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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支廳在2003年的統計,免費發出的攜帶廁所由2002年的800個增加到2000

餘個,而回收的數量由2002年的20個增加到136個。

環境省與北海道道廳也分別於熱門的登山口興建廁所,來配合整個活動的

推動,另外環境省也在2003年投入日幣四千七百萬元於黑岳地區興建了北海道

第一座生化廁所(見圖十)。這座生化廁所白天利用太陽能,夜間利用風力發電,

來維持微生物分解時所需要的溫度。使用該

廁所一次200元日幣,但是並非強制付費。

依生化廁所管理單位大雪山圍立公園上川

地區登山步道等維持管理連絡協議盒的估

計,在夏秋季維護這座生化廁所需的費用最

少需要一百三十萬目幣,然而在今年6月正

式開放後的一個月間,使用人數統計為6217

人,但僅收到40萬餘元,也就是說僅有33%

的人願意付費使用廁所,這對於生化廁所的

維護是一項相當大的隱憂。
圖十位於黑岳石室的生化廁所

目前台灣地區在野地如廁的情形仍然是相當普遍,對環境仍然是相當嚴重

的衝擊,生化廁所對登山客而言雖然相當方便,雖技術已經近趨成熟,但是興建

及維修費用均相當昂貴,而目前北海道正在推廣的攜帶廁所,國內近來也有人提

倡,因此建議可從熱門的登山路線或是短程往返的路線試行推廣。

四、民間RANGER制度

前言中曾經提到,日本國立公園的管理體系相當的薄弱,不僅人少,經費

也不足,且經費多集中於「大型工程」。在2001年日本完成政府制度的改草,環

境廳升格為環境省,但是並沒有讓國立公園脫離複合管理的窘境,國立公園的管

理仍然相當的弱勢。

但在2002年,日本國立公園法有重大的變革,國立公園的管理得由經過認

可的NPO或是法人團體來執行。由於日本政府也在精簡人事,因此其用意便是

用來彌補管理上人力與經費不足的現況。這對長期活躍且關注環境保育的團體是

相當大的鼓舞,因為這些團體得以直接介入環境的管理,實現其長久推動的理念。

大雪山旭岳及天人峽地區在2003年開始,由東川叮委託NPO法人NEOSU

來執行部份的管理業務。其主要執行的項目,包含了環境解說、登山步道的維修、

環境維護、公共設施維護、解說牌的製作及步道巡查(圖十一)等。一年政府提

供的預算約650萬元日幣,執行時間由每年四月至十二月止oNPO法人NEOSU

將管理的重心放在環境教育解說,在纜車站提供解說導覺及觀念的宣導(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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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並有「自然監視解說員.在管理區域內巡查,所有的資訊更新及登山步道

維修也維持在最迅速的處理速度。

該法人在接受委託業務之前,主要工作即致力推動生態旅遊。由於政府的

經費並不充裕,因此接受委託業務的同時,該法人團體仍繼續推廣生態旅遊來支

持法人團體的營運。由於是新制度的實行,政府與法人團體都仍在摸索與適應

中。對法人團體而言,能夠將理念付諸實行,是存在價值所在,但是同時仍在推

動原有業務,這一點讓政府頗有微詞。

就2003年整體的評價而言,學者及政府都持正面的評價。

圖十一巡察及維修中的民間RA\↓GER 圖十二配置於纜車站的解說員

五、結論與建議

日本國立公園的成立,在早期就以遊憩為重心,至今,雖然保育觀念已經

漸漸凌駕遊憩,但遊憩活動仍然是國立公園的重心,其中又由以登山活動為大宗。

雖然日本國立公園的管理體系與國內相當的不同,顯得相當弱勢,不過北

海道地區因開發較晚,因此得以保有許多珍貴的自然資源及景觀,在當地學者與

保育團體的合作之下,不僅推動了許多環境保育的理念,也成功阻止許多國立公

園及國定公園內大型公共建設。地方環保組織的活動力可見一般。

儘管大雪山國立公園面積廣大,登山人數眾多,早期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在地方環保團體及政府的合作之下也漸漸獲得改善。我們可以在大雪山國立公園

的案例中可以發現,地方環保團體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從提供建言、推廣生

態保育理念甚至到參與國立公園的管理工作,這一點是值得國內重兢及參考。

在登山步道侵蝕的防治工作,控制入山人數仍然是很重要的要素,而國內

已經推動不要走捷徑的觀念很長的時間,另外也可推動登山杖正確使用的觀念,

來減少步道的破壞。而也可以多利用志工或環保團體的認養來協助步道的維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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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如廁的間題,除了鼓勵民眾盡量在上山前先如廁的概念外,不要投入

其他的物品至山岳廁所內及將廁紙攜帶下山的概念也可以加強推廣。此外攜帶廁

所也可以結合環保團體及登山團體推廣使用。

台灣的登山環境在觀念普遍慢慢提升中,已經漸漸有改善,但仍然有很長

的路要走,希望大雪山地區的案例能夠給予國人一些參考,讓國內的登山活動與

環境保育能找到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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