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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的教育雖然鼓勵學生具備「探索」之精神,但面對於探險活動時,態度

便明顯不同了o一般民眾對危險的主觀認知以約定俗成的印象為主,非親身體驗

後的判斷;參與探險活動,能學習詳細評估過程之危險因子,並提升參與者的智

慧、勇氣、毅力、體力。山岳探勘是登山探險活動之一,它能訓練登山者用智慧、

體力、膽識去面對山較困難的一面,並把抽象的登山觀念、技術化為本能的一部

份,便得登山活動更為安全。

國內山岳探勘活動源遠流長,從日據時代迄今的勘查成果,已發展出豐富的

山徑系統;另一方面,雖然國內尚無官方之登山教育機制,但在民間團體的努力

下,對於領隊、嚮導之養成教育課程,已有初步雛形,其中與山岳探勘活動較直

接相關的,僅地圖、定向、定位與行程規劃二項,本文針對此二項課程內容,與

探勘活動的關係進行分析。

就實際探勘過程而言,上述地圖、定向、定位與行程規劃二項課程,尚無法

概括山岳探勘之主要技術,本文認為『探勘路線選擇』 、 『山徑性質分析』及『行

程規劃彈性』等三個方面,應為未來主要發展方向。好的路線不但能提升參與者

實力外,也能提供岳界較合適的路線選擇;瞭解山徑的性質,才能知道自己由哪

裡來,該往哪裡去;探勘行程安排的本身,即是一個大學間,以往僵化的行程規

劃方式,無法應付探勘過程中的各種變因,必須從加強行程彈性的角度著手。

山岳探勘作為登山教育的課程之一,就課程內容而言,可分為初階及進階二

個層次,初階訓練與一般嚮導基礎課程無異,但應著重於觀察與行程記錄之撰寫

能力。而進階課程著重山岳探勘本身的技術訓練外,另應加強與其他登山技術之

結合,例如溯溪技術或攀岩、雪攀技術等,或其他學術領域之調查技術。

進入山區,實際享受探勘的過程並累積經驗,才是探勘課程的真正目的。實

習課程應依路線困難度循序漸進,但國內並無探勘活動之分級標準,本文初步研

擬分級標準及原則,以作為探勘實習課程之依據。

【關鍵字】

探除、探勒、官付、宦向、山徑、蔚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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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探勘活動與登山教育

張志湧、張游今

(發表於2005/10/1-2雪霸國家公園主辦之「2005年全國登山研討會」 )

壹、前言

一、探險活動的意義

從小孩子在後花園的玩耍過程到哥倫布航海的新發現,都標示著人類冒險探

索世界的本能,但長久以來,在國內的教育體系裡缺乏孕育探險精神的養份,社

會輿論對於大學社團發生山難多持負面評價,父母親對青少年從事冒險性活動也

是多所保留;但反觀同屬東方民族的日本、韓國,這方面風氣遠勝於臺灣,出了

不少世界級的探險家。

國內的教育鼓勵學生具備「探索」之精神,但是當探索的過程具有危險性時,

國人的態度就明顯不同了。一位從未真正親近溪谷的父母,在聽到孩子要參加溯

溪活動時,通常只會想到溪谷邊的警告標示,以及報章雜誌有關溺水的社會新

聞,對危險的不認識加深了對溪谷的恐懼,以致孩子的好奇冒險本能也就在成長

過程中不斷被壓抑。實際上,對危險的認知可分成主觀及客觀二種,對危險的主

觀認知與所處文化環境息息相關,認知的基準是以約定俗成的印象為主,非親身

體驗後的判斷;而對危險的客觀認識,就探險活動而言,是必須具備對該事物的

知識,並能詳細評估其過程中之危險因子,然後加以規劃、確實執行,並以降低

活動風險為目標。而探險令人著迷之處,也在於準備充分後,自然界的狀況也常

出乎意料之外,這種未知的危險,考驗著人們的智慧、勇氣、毅力、體力,最是

探險的迷人之處。

二、山岳探勘的內涵

就鬧內的蒂ITr壬罵培而言,大事亙百TJ.)!∠÷舀二卷百:高ITl 、中紙IT卜郊I「r o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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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最容易定義,高度超過3000m的一律都列為高山,畢竟在這個高度的自然

環境限制,讓各個山峰都有雷同的性質;郊山則泛指城鄉近郊,具交通便利性及

路線可親性的山。相對於高山、郊山,中級山之定義反而不易說清楚,較普遍的

說法是泛指三千以下的山岳,以高度在1000-2000左右的山岳為主。

就地面上的山稜系、林相生態及表面下地質構造而言,山區是一個延續漸變

的集合體。試想,在雪山山脈爬完19座百岳後,就真的瞭解雪山山脈嗎?啪

地圖攤開就能明瞭,這些山頭及路線佔整個山脈的路線比例,不過才l/5而已,

甚至更低,其實有更多的故事發生在那些名山峻嶺的腰間或腳底下。在高山絕頂

上,大部分的事物都已被扁平化為翠巒疊幛的壯酣光,只有進入廣域的中級

山,才能真正身歷其境。

臺灣中級山位處中海拔,生態環境相當多元化,加上地形複雜及植被茂密等

因素,使得中級山的攀登路線較百岳傳統路線困難。因此,如何勘定適當的登山

路線,變成攀登中級山的主要課題之一。中級山探勘除了勘定路線外,尚有二個

意涵‥

1.探勘能力是登山安全的基礎

為什麼要去中級山探勘呢?登山與一般體育活動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登山活

動本身具有潛在危險性,必須具備相當的技能才能勝任,因此,每當完成一個行

程後,那種與眾不同的成就感及福禍與共的隊友情誼,是其他活動所難以提供

的。但這些美麓回憶常讓我們忘記山的危險以及人的潛力,睜勘活動』就是要

讓我們有意識地用智慧、體力、膽識去面對山較困難的一面,對山的危險隨時保

持較高的敏感度,同時藉由探勘把抽象的登山觀念、技術化為本能的一部份,使

得登山活動吏為安全0

2.對高山的尊敬來自於中級山的行進過程

一天攻頂桃山恰可以滿足上班族週休登百岳的夢想,這種行程比較像到操場

跑步,只是跑步的環境變好了,體力好的人覺得桃山沒什麼,體力稍遜的覺得它

是好漢坡,所以山變成了運動場,但這好像也是另一種趨勢。如果能從烏來山區

縱走至桃山,保證可以深刻感受桃山的偉大,再從桃山向北俯覽整個大漠溪流

域,那時的感動絕不是單天登頂能比擬的。

三、探勘活動與登山教育

想登山不一定要參加探勘活動,但是身為一位領隊或嚮導卻不能完全不懂探

勘,領隊或嚮導是每個隊員仰賴的對象,沒有經過探勘的磨練,試間您對自郵

帶隊有信心嗎?因為緊急危難常常發生於喉以為沒問題的活動』 ,即使未來不

「)懶駙活軌舀丰,仍循蘿冉探軌活動來培蓉爪栗的擊蚓灶刖斬漸年鏽的坊術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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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年代起,國內海外遠征山峰的熱潮,掀起了技術登山的風氣,開始注意

岩攀和雪攀及探勘技術,目前各類登山技術都可以找到相關參考資料及研究,但

是探勘活動是一個整合各項登山技術的過程,隊員需擁有良好體能、登山技能、

冒險精神、想像力、自律以及關懷隊友等能力。探勘活動是要以大自然為訓練場

所,讓山友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親身體會這些能力的重要性,進而引發參與學

習之動機, 『山』才是真正的老師。

基於國內山岳環境本身的特殊性,應有不同於國外探勘技術的發展,在課程內容

上也應有所不同,本專文將嘗試分析國內瑰有探勘技術相關內容,重新定位未來

探勘活動之發展方向。

貳、國內山岳探勘活動之演進

一、日據時期

西元1895年,中日訂立馬關條約,日方取得對臺灣的控制權,基於對番地

與經濟利益的關切,開始對臺灣山區作基礎調查,藉此全面性的掌控臺灣。因殖

民需求下所行的各式研究,背後或多或少帶有政治目的,但其中也不乏真正為科

學而科學的學術性調查:西元1896年日人長野義虎,在島上抗日活動頻傳之際,

以外國探險家的身分首次穿越中央山脈,完成在臺外國探險家的夢想,並留下第

一份有關中央山脈的紀錄;繼之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深入中央山脈,

地毯式的調查各地原住民的風俗民情;而後繼者鹿野忠雄更是集其大成,深入挖

掘並忠實紀錄了當年所發生的一切,無論是動物學、地質學或人類學等方面。如

果說長野義虎首次拓展了我們對中央山脈的想像,那麼鳥居龍藏、森丑之助或鹿

野忠雄等人,則是帶領我們深入探訪中央山脈裡的世界。

不過此時山區仍是原住民的勢力範圍,單純的登山活動仍不易進行,多數登頂的

紀錄,則多是日人因「理番」的需求所至。

二、光復初期一臺灣百岳

由於日據時代的登山參與者多為日人,而光復之後日人離去,屬於本土的登

山活動在缺乏老手的帶領下,只能辛苦的慢慢摸索,由簡單的郊山爬起。直到登

山界的拓荒前輦一「四大天王」 ‥蔡景璋、丁同山、林文安和刑天正,在物資困

乏的70年代,為了鼓勵大家前進山區,由臺灣兩百多座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

山,依據其獨特山勢、山容,選出其中一百座作為「百岳」 ,而能完成百岳壯舉,

榮登百岳俱樂部的人,則被登山界被賦予了一種欽羨的榮耀。百岳俱樂部的成

立,對於鼓勵登山風氣有一定的刺激,也造成了70年代國人競相登百岳的熱潮,

使得登山人口大幅度攀升,也是登山運動普及化的開始。另外,同一個時候,

岳果￣昔次舉軌重出冉r 「 r脈十一彩湖南什大一縱寺活酬,舀佰於隊佰吉徐勤補給, l〕/構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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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或是林道來分段,以利於隊伍以及活動的進行,而此為臺灣山岳架構的初步

雛形。

三、大專社團區域探勘

百岳熱潮消褪後,登百岳或是五嶽三尖已非眾所矚目的大事,登山運動面臨

未來開如何發展的瓶頸,同時在此刻,登山界內部也出現對於之前百岳熱潮的反

省,如楊南郡所言: 「由各個角度來瞭解我們的高山地理環墳,不僅止於傳統的

多數人熟知的點或線上。更希望能藉著不同的路線,讓我們把對高山地形地物的

認識擴充為面。 」在這樣的反省下,繼後有臺大對單一區域的深度探勘,諸如

丹大山區、大濁水溪流域、白石山區、中央山脈南南段,另有對單一山頭各稜線、

溪谷的勘查,其目的在於會師,例如:白姑大山、干卓萬山及無明大山。

以瞇入一個不熟悉的地方』為開端,到呷計畫地經營路線』 ,這個過程

稱為區域探勘,這是以長期活動的方式,去累積對一個區域的認知,從片段的經

驗去拼湊出整體區域的概念。以前逢甲、東海白姑會師的各路探勘,讓我們看見

了臺灣伐林的滄桑史,也累積了豐厚的稜線探勘基礎沛干卓萬山會師的探勘活

動,讓我們對原住民的活動方式及獵徑性質有了深刻的認識。而這種藉由某一目

標點的榷立,投入社團所有心力來克服各種路況型態、補給間題⋯等,其實也是

一種身體力行式的登山教育過程,由於每一個區域調查皆須多次派出隊伍踏察,

而在這初探、再探的實地勘查過程裡,同時也積累著新生變成舊生的經驗。

參、國內探勘技術發展現況

一般人爬山通常沒有使用地圖與指北針的習慣,也不具備讀圖定位的能力,

只會跟著路標走,這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事!而登山迷途,始終是構成山難的重要

因素。經驗豐富的嚮導,可以精確地判斷地形、讀圖定位,才不會讓全隊置身五

哩迷霧,走入危險的境地,跟對路、判知自己的位置與方向,是一個合格嚮導最

基本的技能。目前國內登山技術中與山岳探勘較有關係的,僅定位、定向課程及

探勘行程開隊課程二項。

一、定位、定向課程

(一) 、定位工具

傳統工具的定位、定向工具以指北針、地圖、高度計三者為主,是探勘器材

的鐵三角。手持式GPS定位儀是探勘定位的明日之星,卻非萬靈丹, GPS藉由

微波收集衛星訊號方式定位,微波的傳遞受到衛星位置及遮蔽角影響,在低窪地

區或密林中收訊不佳,如衛星數量不足或接受衛星的分佈位置不佳時,定位點的

詛羊佰就探勸市言常早生7 mm 、羊→ KM ,甘甘雷子黍件右耐倨性、雷源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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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限制,不能完全依賴之。

(二) 、主要課程內容

登山環境特質與定位

山環境 林相 
稜脈與等高線 對應關係 

定位建議 

昂山 單純; 清楚, 百岳盛行後,傳統路線因難度降↑ 

多純林或 容易掌握 且容易親近,建議初學者可多利用 

是箭竹草 爬大山的機會,利用其展望佳的. 

坡 性,在稜線上學習對照山頭形態、 

稜線走勢、河川流向、一與等高糸 

地形圖間的變化型態,訓練自己能 

夠看著等高線地圖就能想像其長 

其立體的模樣。 

中級山 複雜; 破碎複雜, 此處的定位難度較高,由於展望、 

有時會陷 常出現地圖上沒 差的關係,多只能憑靠腳上所踩` 

入一堆有 出現的小地形, 路徑的陡緩、瘦或寬稜、鞍部大川 
刺的勾人 易造成誤判。 或林相改變與紀錄的對照來推測自 

植物讓人 己所在。但由於中級山與聚落較旁 

進 退 兩 近,有許多人造物如高壓電塔一等 

難。 可以在地圖上找到標示點,也多了 

可作為定位的線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各校山社定位講義

不同路徑型態與其定位要點

堅型態 定位要點 

愛線 

山頭的高度,鞍部的深度,二者之間稜線之陡緩及走向變化, 

甚至山頂的基點或其他人為設施,都是最直接可以感受到或 

到的。縱走稜線時,我們直上直下還是腰繞過山頭,何時支 

接過來、支稜走向為何,這些都是更精細地定位時可利用的資 

料。 

溯溪 
溯溪的定位技巧則多來自於稜線定位的練習,只不過稜線換、 

水線,還多了集水面積和水量關係的估量。 

山腰 

山腰路的定位難度更高,由於行在山腰,無法全面窺見本身稜 

脈走勢,且並非如同稜線或是溯溪一般只是一度空間的考量, 

僅判定路「線」上的定位點而已,而是推測整個二度空間「面 

上的定位,故必須多學習判定高度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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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各校山社定位講義

刑能盥 際地形的對昭關係 

的種類 鬲薇￣ ￣￣T 定位影響 __ 

如果行在為均勻坡的稜線上,若方向不變, 

二勻坡 

間隔均勻,表示該 

地為始終維持相同 的坡度。[如圖一] 

定位置的方法需靠高度計或參考行走時間c 

凸形坡 

上部間隔大,下部 可以藉腳的費力程度感受到路的緩陡,如果 

間隔小,表示為凸 力爬升之後接到輕鬆的緩坡,則有可能是在 

形坡,山腳看不到 個坡度轉折點。由於在爬升的過無法直接看 

山頭,如圖中的A 頭B,而常為c這個假山頭所騙,以為山顫 

看不到B[如圖三] 

了而白高興一場。 如果在平緩的上行過程中,開始感覺到虔l 

凹形坡 
與上述反之[如圖 二] 上,則表示已快達等高線較密集的B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各校山社定位講義

定位程序及觀念

(1)定位「點」

(2)連點成「線」

(3)觀念

a.地圖、指北針、高度計都可能有誤差o

b.沒展望時憑腳感

c.連續定位

如圖,若由點A出發,稜線上無展望,或雖有展望但

兩邊稜線類似,此時只能從稜線轉折處確定位置,其餘時

間只能確定行進的方向為何,則如果沒有持續定位,只知

道最後順著b段的方向在走,到達轉折點時,就無法判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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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到達C或Eo )

可供定位的線索

位線索 內容 

磴對確定點 橋樑,三角點,最高峰,最低鞍,主要雙溪口 

+量估計 

方向 
目前行進方向;方向的轉折點[如‥原本往東走,突然 

往北,而此為判定等高線上位置的可能範圍] 

高度 
如前述均勻坡定位的例子,但高度計會因天氣影響而 

誤差,誤差值在一百公尺內皆不為過。 

地形 

窄、寬稜。 

山頭之山形、鞍部深淺c 

山徑本身陡緩變化。 

斷崖一等困難地形。 

霪驗值 一般粗估重裝上升高度約200m仙,輕裝300m/血;重另 

下降高度300m/h,輕裝400m/h,而重裝走林道時約 

水平距離2虹n仙c 但此會因人員狀況、天氣、植披女 

走與否而有增減。 

記住特殊山形,如中央尖山、 

南湖大山‥.等。但要注意的 

是,山不是只指單一山頭,還.

驕觀虹一慼 包含山頭延伸的稜線,故橫看驢曲韭積汪蒂( 

成嶺側成峰Ex.從南湖看中 

央尖是尖的[上圖],從雪山看 一一;^礁> 

中央尖較渾圓的[下圖]。
妣 

記住離我們一公里遠稜脈的纔豔驍、巖 

距離鏖,這種距離感的建立可幫助我們由所見稜線推左 

回自己的位置。 

d.記住路的踏實感。有時候雖然芒革茂密甚至蓋到 

路,但用腳探,還是可以感覺到那種紮實的路跟鬆軟不 

堪的路的差別,而藉此找到路基。 

資料來源‥ 《山域救助訓練全國統一教材》 ,本研究整理

其他判別方法

a.避免小支稜謨導

假設我們走在一條東西向的稜線上,由圖中判斷稜線的北側為單純垂直陡

坡,稜線的南側等高線顯示為雜亂彎曲的小支稜,則我們行走於此條稜線時,可

偏靠在稜線的北邊走,因為靠南邊走易被小支稜所騙而誤下。

21

三_



b.比例法

走在主稜上,除了靠稜的走巾來判刖其延伸的支稜外,也可觀察該支稜不同

坡度毗匕例,如從主支稜相交處算起,依事為‥平緩[2] :急陡[1] :坡度約45度

[2] ,在對應到地圖欲推測的支稜等高線顯示如也馬‥極疏[2] :極密集[1] :疏帑

程度居巾[2] ,表示推測正確c

c.觀察透空感

走在稜線上觀察前方,透空白勺感覺是多是得仰頭看見陽光透過樹梢隙縫,如

果在往上爬的過程中,發現透空感不冉需要仰頭即可感知,甚至透光角度漸漸降

下與眼睛平視同高,表示帝在接近路徑的高點[山頭] 。

定位方法

前方定位

定義,閂二已知點先後觀察一未知點,

以決定該末知埔之位置c

甲途 確定目標點p在地圖上的仕置。

方法i 選取兩已知聖占A、B,

ii實地觀測A-P[圖一]

及B-P方位角[圖二] (磁方位角) o

iii對照到地圖上,繪出兩線之交會彈,

即得P(目標點) 。

後方定位

定義 甲一未知點先後觀察二已知點,

以決定該未知點之位置。

閂途 確定讀圖者p在地圖上的位置。

方法i選取兩已知點A、 Bo

ii觀測A-P[圖四]及

B-P方位角[圖五](磁方位角)

iii求反方位角,延長兩線可得交會點P(本身位置) 。

**反方位角是原方位郁目支力向的方位角。

即:方位角←180°時,反方位角=此方位角+180° 。

方位角→180°時,支方位角=此方位角-1800
0

[但典實也就是原本對準行進方市後輝塹韭與紙北針轉盤的北對齊,改馬酸直與

鯽什創一縯船拍勺十卜羊打柝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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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勘活動之開隊流程

國內登山團體關於登山活動之開隊流程,均有一套制式作法,且內容上大同

小異,詳下圖所示。而探勘活動之開隊流程也直接援用一般活動之作法,只是在

部分步驟略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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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勘活動開隊事項

路線資料收集

路線狀況分析與定線

風險分析與因應



1.資料收集一路線資料收集

一般山岳之資料收集管道大致如下列所示,而探勘活動之資料收集,則特重於目

的地的所有舊路線資料o

a.全球資訊網www.gooale.com.tw及登山補給站wwwkeecom∞m.tw O

各大專社團BBS站精華區 如:淡大山社bbs‥/他bs.tkuncc.idv.tw

成大山社bbs/化bs.ncku.edutw 臺大山社bbs‥//ppt.cc

清大山社bbs‥/他bs.cs.n血uedutw 東海山社bbs‥//140.128.99.1 14

b臺灣山岳雜誌、國家公園調查報告書_一等相關書報o

c.電話或Em甜洽詢其他去過的登山社或登山團體,如北岳或東港博岳。

2.路線規劃一路線狀況分析與定線

一條路線的劃定,可能是為了一段人文歷史的追尋,如古道踏查、部落尋根;

可能是為了一探自然美景,如神木群、湖泊、溫泉一等。另外,當然也有可能是

為了尋找湮滅荒草中的三角點,或是其他目標。而有了目標點之後,緊接著就是

規劃路線了,其影響因素如下。

響困素 內容 

口何進出 附近是否有廢林道、產業道路,或是傳統路線的山徑可供進出。 

于程天數 

有時探勘走了一天,也不過水平距離1公里。所以得事先想女 

扣除了預備天、來回車程交通時間外,還剩多少時間可用,口 

能可以走多遠。 

徑型態 

路徑的難度決定,取決於訓練的重點與該隊人員狀況和實力。 

單純的走在同一系統的稜脈較易,若是瘦稜的話,方向路徑清 

楚,更減低其難度。 

若路線規劃中有下溪再上切的行程,則更具挑戰性。因為只茴 

垂直陡下三公尺以上,就要開繩確保,花時間也增加風險;女 

不容易看到溪了,卻發現這是峽谷的上方,無法下溪,則又必 

須找路高繞;若下溪地點沒選好,選在前後都有峽谷的地方, 

萬一大水來,跑都跑不了。 

退點 

原則上若路線中有傳統路線與探勘並存,建議先走探勘路線, 

避免走傳統路線耗去糧食,到了未知探勘路線時若深陷其中, 

就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供應變。通常以行程中點的那一天為 

退天,因為考量到糧食的緣故,就算撤退原路回的話也足多口 

吃,不至於要餓肚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留守會議一風險分析與因應

探勘面對的是未知的旅程和冒險,通常比傳統路線更為辛苦,無論是背水、砍

雌, 、找胎一寺者l)定:到體/J即r￣入′兮駛, /廾以娃詣我表佣↓人1挫壘1七」馬土,忙/J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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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來應變,而非在耗在背負上。

查重點 內容 

員 

新舊比 

勘查行程,最好全隊的人都有爬山經驗,如果是高山勘查的話, 

最好都曾有過高山過夜經驗c而隊伍裡建議舊生的人數起碼過 

半,甚至佔更高的比例。 

男女比 
如女生人數較多,則更須注重精簡菜單、裝備的重量,行前的跪 

步、負重訓練也要更為紮實。 

單 

食材 

探勘行程常以背水因應水源不穩定的狀況,故最好開耗水量少的 

菜單內容以減少水的背負,而食材也以輕便為主,如金針、木耳、 

香藉、豆簽麵、意麵、一等,另外脫水米和脫水高麗菜只需加熱 

水即可食用,也是不錯的選擇。 

烹煮方法 

一天探勘下來,大家疲勞且易餓,烹煮方法以快速便捷為主,最 

好食物都已事先處理好,只要再加熱即可。不僅省去烹煮的時 

間,讓大家可以多休息,也可以節省燃料的背負。 

莊備 

營地建設 

帳棚既重且需要一定大小的平地才能搭設,不足以應付各式營 

地,此時熟練外帳的搭設-一無論是屋式或單斜式,再配合露宿 

的使用,為踏查的最佳選擇。 

若遇擴大營地面積,旁又是箭竹或茅草,請不要「砍」它,以渦 

免刀砍處會刺破地布,睡起來也不舒服,最好的方法是把它 

平,既軟又能隔離地的冰冷,可是天然的睡墊喔! 

刀具使用 

行在中級山,常有討厭的有刺勾人植物,此時用山刀難砍,倒不 

如帶幾把修剪植栽用的小剪刀,就能乾淨俐落的除掉它。另外 

山中欲生火,帶一把鋸子可以解決太粗、太長的枯木難以運用的 

問題。 

技術裝備 

一般自保工具‥l-2條20米輔助繩[全隊];4米、六米扁繩,1.5 

米、2.5米普魯士繩[個人]。 

輔助繩遇崩壁可作為橫向水平確保用,或是吊背包、搭外帳 

用;扁繩可打簡易吊帶或是架設小落差攀爬的手腳點,而普魯 

繩可打普魯士結以確保用或是拉外帳。但裝備不夠,切勿硬闖。 

若確定路程上會遇到斷稜、斷崖或是水量變化量很大的溪谷,女 

萬大南溪、大濁水南溪一等,則必須考量如何過溪,下斷崖的方 

法及其他裝備。 

況 
找路 

找路通常為隊伍中經驗較豐富者,輕裝依可能的方向或是較明.. 

的路跡分幾路去找,除非時間很充裕或是此行有傳承的目的, 

會讓舊生帶新生去找路。 

理 找路時一定要留一個人在原地等待,讓去找路的人起碼有個原黑 

的依據,不至於探太遠的路,另外也是留一個後路,在遍尋不 

一止略口守,夫黍舵/忠班各趣凹耳更1愛￣--￣怕亡二犬]口’J某口,十牛1.比別)甜膛亦買士戊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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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內容 重雞、 ∵冬旱 

砍路 

可把隊伍分為數組人馬,砍路的人[第一組人]為輕裝,砍一段, 

後,換第二組接手繼續砍,而第一組人回去拿背包,走在隊伍曰 

後,如此輪流,可讓大家都分攤費力的砍路,但也都有休息的 會。 

走過頭 

路走錯了沒關係,重要的是要知道走錯路了,且知道怎麼退[ 

來。「連續定位」,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發現路程與地圖預定 

線不同,特別是在重要轉折點,則更需提高警覺,在事前就預化 

好,如果錯過了此點,就會遇到不該有的陡下,或是沿著稜走 

向該轉折了,卻還一直往東一等,這些提醒我們走錯路了的跡象 

易迷途或 是隊員易 分散路段 

純林裡,下層沒有植披或是只有零星的灌叢,容易讓人看不出 

要路徑,而卻有到處都是路的感覺,大霧時更讓人有茫茫然的‘、 

覺,此時多是抓方向前進,且最好全隊集中行進。 

若遇茅草陣,如:上石穗頭山頂,則只能鑽行其中,但芒草叢 

難鑽,撥開後又立刻闔上,隊伍非常容易四散,在行進過程中 

多呼喊隊友,切莫各鑽各的,離開彼此太遠! 

退點 參考上述路線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探勘技術之發展方向

第三章已對國內登山團體現有之探勘技術內容加以歸納整理,但就第四章所

提之探勘案例分析以及未來可能發展趨勢,筆者認為探勘活動可以從路線選擇、

山徑性質分析及行程彈性三個方面繼續研展,本章擬針對這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探勘路線選擇之趨勢

如何決定探勘活動的路線,通常是整個活動中最困難的一個環節。一般而

言,登山團體只要能完成預定之探勘路線,即可提升個人和團體的登山實力,也

能豐富該團體的登山資料庫,但真正成功的探勘,卻不在於路線本身的難度高

低,而在於該路線是否為臺灣的登山環境『提供了一個更佳的選擇』 。

臺灣的面積其寶不大,經歷了七。以來登山活動的蓬勃發展後,屬於無人去

過的處女地已經不多,加上環保觀念抬頭,有些地區也確實不適合有人去打擾,

因此,選擇目的地已不是重點,重新檢討原路線的適宜性,才是探勘活動路線的

新方向,茲將探勘路線選擇之可能方向歸納如下:

1.林道廢棄後,原山徑無法繼續利用

臺灣的土地政策已從林業開發轉型為以國土保安為主,許多林道的逐漸荒

廢,這將對原來的山徑系統也將產生影響,尤其是百岳傳統路線,許多登山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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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林道上,詳下表所示。

中央山脈百岳路線使用林道狀況分析表

區域 使用林道 林道狀況 

北一段 710林道 良好 

北二段 730林道 1.汽車僅能通行至11.7K,但路兩側植被影響笮 

車視線 

2.林道23K之後,路況極差 

北三段(奇萊地區) 研海林道 廢棄,車輛無法通行 

北三段(能安地區) 無 (空白) 

干卓萬山塊 萬大林道 汽車僅能通行至十林班,之後路段有數百米長之 

危崖,無法通行。 

武界林道 廢棄,車輛無法通行048K之後路況較差,另笮 

v型溪谷斷崖,通行具危險性。 

南三段 瑞穗林道 汽車僅能通行至19K 

郡大林道 汽車僅能通行至32K(郡大山登山口) 

丹大林道 毀損,不修復。 

南二段 無 (空白) 

南一段 石山林道 良好 

北大武山 佳泰林道 良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林道通常位於伐木區內,區內的原始林相大都被破壞殆盡,而先驅性植物所

構成的林相通常不利於登山活動,因此,這些年久修的林道在荒廢之後,其行走

難度及危險性將逐年增加。

2.原山徑位於災害敏感地區,顯在危險性高

許多傳統山徑位於災害敏感地區,顯在危險性高,就登山安全的角度考量,

必須重新檢討變更路線之必要性,所謂災害敏感地區,諸如斷層帶、破屑帶、土

石流分佈區或其他地質地質不穩定地區。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鑑於羊頭山原溪谷攀登路線,具潛在危險性,且已發

生多起落石山難事件,故組立探勘隊勘查其他登頂路線,經評估勘查結果後,決

定以隧道線為新的登頂路徑,並出版《羊頭山步道手冊》 ,大幅度降低登羊頭山

之危險性。

3.自然災變發生後,原山徑無法恢復利用

九二一大抑雷對中部「 =區的影響櫺為深漾,尤真是中樽谷關至德≡基之交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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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對於該地區的山徑產生極大衝擊,白姑大山北稜傳統山徑從此無法再使用,

後來經登山團體重新勘查,改由紅鄉進入山區,循白姑東稜登頂o除了臺中縣之

外,南投縣山區受損情形也頗為嚴重,許多舊山徑已陸陸續續被檢討修正。

雪霸國家公園於93年8月期間因受艾莉颱風重創損害嚴重,部分區域具落

石坍方之潛在危險,尤其大霸尖山大鹿林道線封山迄今尚無法開放,是要繼續修

復原路線或重新勘查新路線,將是雪霸國家公園需考慮的課題。

4.為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調整原山徑路線

如山徑穿越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暨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生態保

護區暨史蹟保存區、國有林自然保護區、或其他環境敏感地區,應從環境生態特

性及山徑必要性,考量原山徑是否存廢或改道問題。

例如插天山保留區內山徑系統十分發達,山徑數量眾多,雖然方便了山友,卻也

增加迷途的可能性,而且有違保留區原設置目標。為避免造成增加自然環境及生

態體系的衝擊,應簡化區內山徑,排除不適宜或性質重複性高之山徑。

5.連結個別獨立山徑,形成步道系統

近來,中央、地方政府開始以訂定『登山日』的方式,鼓勵民眾週休二日親

近自然,並達到運動健身之效果。通常交通便利之郊山或中級山,均有其獨立山

徑,若能連結這些山徑,便能形成區步道系統,增加路線選擇之豐富性。而山徑

間的連結路線,便需藉由探勘結果加以評估。

6.原山徑本身機能不佳

這裡所說的機能,是指山徑服務登山活動的自然機能,而機能好的山徑,並

非僅止『輕鬆好走』而已,山徑的機能可以從交通、營地、水源、坡度適宜性等

角度加以考量,一條缺水超過二日的山徑,其機能性便屬於不佳,即有檢討調整

之必要性。

二、山徑性質與探勘

從事登山活動,藉由定向、定位技術瞭解自己身在何處,是一件重要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也要知道我們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山區地形複雜,多的是人

跡罕至之處,沒有任何人為指標指示;因此要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便需要另一套有

效的定位技巧。其實,不管是追求成就感的攻頂,還是體驗自然之旅,整個過程

都離不開山徑,探勘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找出山徑,達成原先設定的攀登目標。因

此,想掌握探勘的關鍵技術必須先由山徑的性質說起。

1.山徑的目的

蘇文政在《臺大登山社中嚮講義》中提出,山徑有三大定律: (l )每條路均

右甘工于咱旨/2)每儐路均以罵省九的手余徑字朮芷功能r?、甘丁能戢大的路,芷路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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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簡言之,只要從山徑形成的原目的去設想,在輔以地圖、舊記錄的輔助,

便能想像該山徑大致情形,進而掌握行程規劃的重點。另一方面,在登山過程中,

如遇到原計畫之外的路徑,可以從該山徑的蛛絲馬跡,去判斷其用途及可能目的

地,說不定該山徑對原探勘目的將有極大助益。

山徑目的之類型分析表

名稱 便用目的 性質說明 範例 

造林路 林業造林、育 1.以山坡腰繞路為主 雙龍林道造林路 

林 2.稜線平緩時,沿稜線開路 

3.途中會有小路岔出,進入森林作 

業使用 

4.長途路段通常設有工寮 

越嶺路 稜線兩側聚 1.起終點為聚落 巴福越嶺道、五分 

落之交通聯 2.越嶺點為全段最高點 山越嶺道 

絡路線 3.沿支稜上、下行或山坡路徑上、 

下切 

保線路 保護、修護電 1.山徑在高壓電塔附近 能高越嶺道 

線 2.保線路會有小路叉出,通往電塔 

3.長途路段通常設有保線所 

產業道路 農業使用 1.私人為開發山坡地,私自設置之 (空白) 

道路,通常以水泥路面為主。 

2.道路連接交通幹道及生產區,方 

向性較亂 

獵路 原住民打獵 1.人煙罕至區域 (空白) 

用 2.以腰繞山徑為主,少部分路線會 

沿稜行進 

3.途中有刀砍號、獵寮 

4.路旁或叉出去之小路設有陷阱 

取水路 取得水源 1.稜線上的取水路,通常由鞍部下 

切;取水路的起點通常長滿蕨類或 

直接沿乾澗溝下切 

2.取水路坡度較陡 

參考來源‥ 《臺大登山社82下中嚮講義》 ,本研究整理

2.山徑的型態

(l)稜線山徑

瘦稜‥稜線本身即是山峰之間的連接線,其稜線的地形特徵相當明顯,由稜線登

頂是最簡便的攀登方式,走在瘦稜上,幾乎可以不用定位,只要辨別行進方向、

高度即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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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稜‥在傳統路線上,寬稜總是給人一種可親的感覺,也常是好營地之所在,但

它卻是稜線探勘的最大變數,在寬稜裡可能有層次交錯的森林迷宮,而許多支稜

由寬稜均勻發韌,也製造了誤下支稜的機會;除此之外,有時寬稜本身即包含數

種地形,如雙股稜、低窪地等地形,讓人錯判稜線的位置。

斷稜‥它是個危險點,通常為裸岩危崖,領隊、嚮導都會特別重視,通過斷稜可

採確保直攀,亦可採用迂迴腰切方式,有時甚至要回退一段後再做大迂迴,才能

避開廣大的裸岩地形。

均勻坡‥有時支稜再接上大主稜之前,稜形會變得不明顯,而變成大主稜的￣個

坡面,這種地形容易讓山友誤判,以為已經錯失稜線了。

行進方向‥上述所述為基本稜型,沿稜稜線前進時,方向上可分為上行及下行,

上行的問題較少,只要方位角對並往高處走,不會有太大的間題;下行的難度明

顯倍增,如在稜線轉折時,錯過均勻坡地形,極容易誤下支稜,常言道:上山容

易、下山難。

(2)腰饒山徑

稜線腰繞:此種腰繞離稜線相當近,幾乎是平行而進,可能是稜上植被不利於行

進,或是即將遭遇裸岩斷稜的走法。

山坡腰繞:大多是為特殊目的而開闢的山徑,沿等高線前進可避免上上下下的勞

頓,讓山徑如平地路徑一般,許多古道、社路、造林路都是這種走法;另￣種是

岳界的路,為繞過途中不必要的假山頭。切記,若我們的目的是登山,走山坡腰

繞路,需明辨上切或下切的時機。

溪谷腰繞‥以前的部落多半選址於河階臺地上,河流是部落的命脈,因此許多部

落的聯絡道路便沿著溪谷蜿蜓而行,這種路在進入峽谷區後,除非設有棧道,通

常會轉為大高繞,而路會延展到哪裡必須事先判斷。如果目的仍是登山,仍需明

辨上切或下切的時機。

(3)下切、上切山徑

山徑開始上、下切的地點,即為路程中的重要節點,這個點代表路徑開始轉

換,往往也是迷途的起點。在稜線上只有下切後上切,在溪谷只有上切後下。

腰繞路可能上切至稜線或下切至溪谷(取水路) ,但最麻煩的是上、下切至另￣

條腰繞路。例如在年久失修的林道或古道上遇到大崩坍地形,如無法直接橫接,

必然採用高繞方式前進,但如何找到對面的道路接點,將是一個重大難題!這正

是腰繞山徑探勘最難之處。
舀鬨雁卜、下切路的洸洽閘黯.徐來多「〕/÷孛行淮古式肯嗎,存吉字行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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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不同角度觀察地形、林相的變化,較能掌握目前可能位置,並且利用有利地

形行進,如此可以避免錯失路徑。其實,之字行進本來就是前輩們的智慧,成熟

的山徑,也都是以之字方式行進。

(4)下切溪谷

這裡要談的溪谷並非溯溪,只是運用溪谷技術將迂迥山徑取直罷了,也就是

下切溪谷後再上稜線,除了節省路程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取得水源。但是溪

谷地形的學間大多來自溯溪技術,而判斷下溪、上稜點來自探勘技巧,所以溪谷

運用是一項綜合的技術,也是考驗探勘的終極指標。

依目前經驗,選擇下切的溪谷以寬河床、合流口為首選,因為峽谷地形複雜,

下溪後難以自由活動,對找上稜點較缺乏彈性c

山徑類型除了可以依據前述相關地形特質加以分類外,山區主要植被、次要

植被的狀態或地質狀況對山徑也有極大的影響,因此,相關自然知識也可以作為

判斷山徑狀況的依據。

3.山徑與探勘類型

其實探勘的過程便是各種類型山徑排列組合之集合體,雖然組合的方式相當

多元,依據過去探勘案例,大至可分為三種主要類型,茲述如下‥

(1 )稜線探勘

稜線的地形特徵相當明顯,加上稜線有越往高處越收斂之本質,對於登山這

種登高型的活動,具有直接的導引效果,只要往高處走,自然離登頂路不遠。所

以稜線登頂是最簡便的攀登方式,在路線規劃及山徑狀況判斷上也較為容易,通

常是探勘路線的首選。

(2)腰繞型路徑探勘

沿等高線開闢的山徑,可避免上上下下的勞頓,通常山區裡較常使用或成熟

的路徑皆為腰繞型山徑,許多古道、社路、造林路都屬於此類型。

腰繞山徑雖有諸多優點,但臺灣山地部落從日據時期開始,便逐漸向平地遷移;

另外,許多因伐林業形成之山地聚落,也因伐木停止而人口外移,甚至廢棄。許

多舊路、古道便因此荒廢,這些荒廢的腰繞路,在地形上並無明顯特徵,等於要

從山坡面去找出線型的山徑,在位置的判別上十分不容易,所以探勘腰繞型山徑

的難度高於稜線探勘。

(3 )溪谷型路徑探勘

臺灣部分山區的稜脈屬於裸岩崩塌地形,不適合以稜線或山腰迂迴方式登

頂,此時,由溪谷溯登便成為另一個方案。許多百岳路線便是因為山岳周邊稜線

7嗚硫,而干亙申漆谷「攀,聶右名的佰早出冉坐)蜜冪出冉伐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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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彈性與計畫變更

探勘活動的最大不榷定性來自於路線本身,地形複雜或天數較長的路線,現

況情形往往與預期狀況有所差異,當面臨差異時,有時必須調整行進計畫以茲因

應,但計畫的改變將加深留守的困難度與活動風險,為解決此方面的問題,較可

行的最作法如下:

l預留多餘之活動天數一降低行程的緊湊性

實際行進狀況與計畫有所不同之時,如事先預留較多之活動天數,可以大幅

降低行程的緊湊性,並有較充裕的時間應變,而預留的方式也逐漸走向多元化,

詳下表所示。

方式 

絀 傳統長程縱走活動,因天數較長,為因應激烈氣候或隊員狀 預備天 

況之間題,特於既定時程另加之活動天數。 如活動天數較長,且其中幾天步行時程較長時,會直接安排 休息天 

中間有個休息天左為綾衝。 在主行程之外,另外安排輕裝或半重裝來回之單攻行程。 衛星行程 

參考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衛星行程是較為經濟的排法,如果行程順利,則可以增加活動之豐富

性,若不順利又可以充當預備天使用。

2.撤退點與變異點

一般安排活動都會訂定撤退時間與撤退點,就固定路線而言,如果無法在原

訂時間通過撤退點,代表該隊伍無法在預定時間內下山,為了減少風險,故以已

走過之來時路原路回撤。

在許多長程探勘的實例中惟然可以依據原訂活動天數訂立撤退時間,但缺

乏完整之路線時程紀錄,很難定義出明確之撤退點,且經證明有時候原路撤退並

不是最佳之選則方案,而必須依據實地狀況變更原路線計畫。所以在出隊之前,

應分析出原訂路線中,無法以撤退方式處理之地點與時程關係,該地點先暫稱為

『變異點』 ,也就是必須改變計畫,重新找出路。

行進時,計畫的調整必須先就先前已走過的紀錄、途中的新發現去評估未來

幾天的可能路況,並計算調整裝備、糧食後所能提供的最大活動天數,再經由集

體討論決策出確切的新計畫內容。

3.與山下留守人員之通訊

訂定行程計畫時,並非註明無線電頻道及開機時間即可,應與山下留守人員

侏拂際。佳頂疋仃倡十的山崢玫梭榭荊闊地,勵兮笛寸計董棕明拂懈點,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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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聯絡點甚至可以用手機直接聯繫,但建議以留言方式,詳述目前時間、位置及

行進概況;若手機不通,則以無線電煩請友臺代為聯繫。

留守人員可以藉由各時段的回報情形,瞭解隊伍的行進狀況,而且也能掌握

山上隊伍之最新狀況並參與意見,若發生失聯之情形,也能做出較佳之判斷。

伍、山岳探勘課程之建議

就國內目前登山活動的狀況,仍以傳統路線之健行活動為主,並非每位登山

者都會進入探勘活動之領域,因此,山岳探勘作為登山教育的課程之一,就課程

內容而言,應分為初階及進階二個層次c

1.初階課程

目前國內之嚮導基礎課程所提供之課程內容,以培養健行嚮導為主,訓練後

的嚮導應足以應付傳統之百岳及中級山路線。這個階段探勘課程的目標僅在建立

基本概念,以及培養對探勘活動的興趣,課程內容如下‥

(1)探勘概論

包含探勘活動之意義、性質、沿革及涉及範疇,使受訓者對此領域有初步概

念。

(2)培養觀察能力一行程記錄

由於受訓者對於登山技術尚屬入門階段,登山經驗不足,尚無法參與實際開

隊,因此對於實戰的訓練,可改以訓練行程記錄撰寫之方式代替,行程記錄代表

一位登山者觀察力的敏銳度,觀察越仔細,越能對山區有整體的感受,這對未來

參與正式探勘活動的能力,將大有幫助。

2.進階課程

國內大專登山社團通常把中級山探勘訓練定位成中級嚮導課程,所以探勘之

進階課程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加強,本階段之課程目的,除了加強探勘本身的技術

外,加強與其他登山技術之結合,例如溯溪技術或攀岩、雪攀技術等,或協助其

他學術領域之調查。

至於課程的進行方式,由學員組成小組(約4-8人) ,課程以討論方式進行,並以

實際開隊驗收成果,課程之進行分為三階段:

(1 )分組及決定路線

組成小組之後,各小組自行選定路線,並經公開討論,確認路線之可行性,

以做出最後決定。

/?、活動言十喜柵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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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應選定領隊及嚮導及組員,由領隊分配各項工作並監督進行程果,活動

計畫內容綱要詳下表。

項目 說明 

山區介紹 
扼要說明為何選擇此山區之源由,及山區之特色為 

何。 

路線選定原則 蒐集選定山區之路線資料,並說明選定路線之原因。 

路線規劃及 行程安排 

一、地圖製作 

二、書面說明,原則上包含下列事項之說明: 

交通安排 

登山口 

路線、時程、天數規劃 

營地、水源 

困難點分析 

撤退及留守計畫 

原則上包含下列事項之說明: 

撤退時機及撤退點 

預備天、休息天 

聯絡計畫 

備案計畫 

緊急危難之預防方案 

裝備、糧食計晝 包含『公裝備表』及『個人裝備表』 

其他 由各組人員依路線、人員狀況自行增加說明。 

(3)活動計畫討論及案例分析

各組說明15分鐘、討論25分鐘,並請各組準備資料供其他組人員參與旁聽、

討論,其性質類似留守會議。

講師應依據學員選定之路線,提供適當之探勘案例作經驗分析說明,以實例

解說增加學員的印象。

(4)行前訓練

如探勘活動涉及其他技術性攀登,應於開隊前對隊員進行技術檢定,或相關

行前訓練。除了前開制式作法外,應從討論活動計畫的過程中,找出參與者共同

認同之活動風險,研商解決策略,如解決方案涉及特別技術或協同能力時,應個

別設計行前訓練之方法。

(5)實際開隊

再好的計畫都比不上實際經驗磨練,實際出隊印證原先設想,並以行程記錄

作為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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