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置臺灣登山資訊網之芻議

蔡及文l

摘 要

登山補給站http‥//www.keepon.com.tw/是目前臺灣最大、最主要的登山資料、資訊入口網

站,經營已經超過10年歷史,不過礙於經費短缺,始終無法統合所有資料庫,以及停工更完

善的的介面給山友(戶外使用者) ,希望未來藉由官方補助,建立完整齊備之登山資訊網站,

首先以建立臺灣高山地區的登山資訊網(百岳為主),接著再擴充到中低海拔山區,健全臺灣

登山資訊流通與正確登山知識推廣。

關鍵字‥登山、資訊網、登山安全、登山知識、登山資訊、地理資訊系統

1本文作者為登山補給站主要負責人o登山補給站: http://WWW,keepon,COmJ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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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十幾年來臺灣的登山風氣日盛,不僅參加人數越來越多,民眾參與登山活動的型態及

接觸的管道也越來越多元化,從傳統動輒三、四百人的大型登山協會以及學生社團,漸漸衍

生出小型登山社團、職業性登山團體(或公司行號) ,個人登山者等等模式。隨著參與登山活

動人員分散化的現象,且民眾對於網路資訊的依賴度增加,也有越來越多人在網路上搜尋登

山的相關資訊。因應這樣的資訊需求,山地主管機關應儘速設置一符合民眾需求的臺灣登山

資訊網(以下稱登山資訊網) ,以提供具有時效性、即時性、正確性的網路登山資訊平台。本

文旨在探討登山資訊網之重要性及其必要之功能。

二、登山資訊綱之重要性

登山資訊網的重要性,可從它所提供的功能及角色來看出一二:

(一)登山安全的雕諱

登山是一項安全知識需求很高的活動。登山相關的知識,舉凡登山常識、裝備使用、讀

圖定位、山難救助、野外求生、隊伍組織實務等等,都與登山安全的議題息息相關。歷年來

的山難事件,有很高的比例是因為新手不諧野外自我救助的方法,而發生意外的。

在過去,登山相關知識的傳遞,往往是透過各登山協會或學生社團中有組織性及系統性

的嚮導或山難急救等訓練及講座課程做為媒介。然而,隨著登山團體規模的締減,或是經營

型態的轉變,以及參與登山活動的民眾日增,具有系統性、組織性的訓練活動越來越不敷所

需。

透過登山資訊網的建置,可以將相關資訊統一整理以提供查閱,向民眾傳達基礎的登山

知識,建立其基本的自我救助觀念,降低山難事故的發生率。此外,透過資訊平台的論壇討

論功能,可使一些山難案例受到檢討,藉此作為一負面教育的材料,更可讓登山民眾掌握到

山難處裡的實務經驗。

(二)即時掌握山回資訊

在臺灣多變的氣候條件下,山區道路的狀況也時常難以掌握,山區路況回報及發佈的延

誤,往往造成管理單位以及登山的民眾不小的困擾,增加山難事件發生的機率。登山資訊網

可提供有效且及時的路況回報及傳遞平台,使進行登山活動的民眾在出發前能對道路狀況有

進一步的掌握,做好周全的準備措施,提高登山活動的安全性。

(三)教育宣導的媒介

相較於參與登山活動人數的增加,許多登山及環境偷理的觀念卻並未成比例地在登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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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拓展開來。登山資訊網除了可以培養民眾基本登山安全觀念、提供山區道路情況之外,

更可以作為一教育宣導的媒介,舉凡生態保育、環境倫理、無痕山林( LNT. Leave No Trace )

等觀念,都可以透過這一個媒介來傳遞給民眾知道。使登山活動除了數量的增加之外,更可

提昇登山活動的品質,將登山的環境教育徹底落實到登山活動的實際參與者身上。

三、目內綱路登山資訊概況

過去國內網路登山資訊的發展並不活躍,早期要在網路上查詢一些登山相關的資訊,多

憲謊讓誥謊黯蠶諾謊蠶譯靄岩:T實業坊’’或是少數
西元2000年後隨綑際網路技術的發展,政府各機關單位開始重視e化,各個國家公園管

理處、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觀光局風景區管理處、或各縣市政府觀光局開始建置自己的官方

網站,其中也或多或少揭露了各轄區內相關的登山資訊,歷經數十年更迭,也累積不少可觀

的資料。唯這些資料均有地域性,且資料型態各異,缺乏可加以整合利用之標準性;且部分

資訊之正確性長年未經確認,恐未能正確傳達有用之訊息。

近幾年來,由於個人網路部落格之盛行,加以登山團體之規模日漸小型化,許多個人登

山家或小規模之登山社團開始利用部落格作為其網路活動的媒介,也會在其中發佈一些登山

行程記錄等資訊,逐漸地成為網路上登山資訊累積的另一個重要型態。

敝網站(登山補給站)創立於西元1999年,為民間自行成立之登山資訊網站,早期蒐集

許多BBs電子佈告欄及中級山資料庫中珍貴之登山記錄,並發展供使用者發表登山記錄、地

圖、相片、路況等登山資訊及進行相關資訊討論之平台,承蒙山友無私地貢獻資料,至今累

積各類登山資訊達30000餘筆。然而這些資料亦亟待進一步的整合運用,方能順應現今登山

活動所需功能,發揮其更大功效。

四、日外網路釜山贊訊概況

參考國外的登山資訊網站,大多數也都是依山地之地域性或管轄權而各自成立個別網

站,少有統一而整合者。以美國為例,其境內各國家公園、州立公園、州郡政府均有設立官

方網站,對其轄內之登山資訊作詳盡之揭露,其中包括交通資訊、路況、氣候、步道難易分

級等資訊,都是國內登山資訊網站較缺乏的部分,值得我們借鏡,然而或許因其各州之山地

管理政策不一,或是地域相隔太遠,因此也難有全國統一之登山資訊網站可供查詢。

在民間有少數網站可做到登山資訊的整合發表,如SummitPost網站

qttp://www,Summitpoint,Org/) ,其特點在於提供使用者一個即時發佈訊息,以及充分互相溝通

的討論管道,並藉由使用者間的評分機制形塑其網站內容及發展方向。因而在該網站中經常

韓得知某一特定山區之最新路況,或是解析某一山難事件之前因後果;且該網站內容都經過

睫用者之評分而決定內容優劣,因此也可說其發佈內容最可符合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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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山資訊網慮具備之功鰓

綜合以上探討,我們可對一個登山資訊網站所應具備的功能做以下的認知‥

(一)資訊璩佈及查詢瀰覽

資訊發佈及查詢瀏覽是一個登山資訊網站所應具備的最基本功能,所應包含的資訊類

型,至少應包含下列2類‥

1.登山相關知識與觀念,如登山常識、裝備使用、讀圖定位、山難救助、野外求生、

伍組織實務等登山安全有關的知識,以及包括自然保育、無痕山林等環境偷理觀倉

2.山區道路資訊,如交通、路況、行程紀錄、氣象、地圖、相片等在登山活動進行中

實用資訊。

有了豐富的資訊,網站還必須具有操作方便之使用介面,方能提高使用者提供資料及

詢資料之意願。

(二)地理資訊臆用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現在登山活動的進行多會搭配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 GI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使用,因此登山資訊網站內容的發展也應符合此一潮流,在其登山

訊中納入充足的地理座標資訊,使得這些資訊在野外可應用的範圍更廣,功能更加健全。

(三)使用者參與之可能

在web 2.0的時代,使用者的參與,對登山資訊網站的發展十分重要。唯有透過使用弓

參與,才能在使用最少人力的情況下維持網站內資訊的正確性與即時性,且可確保網站所

佈之內容及發展方向確實符合使用者之需求。要促進使用者對網站的參與程度,除了便用

面需盡量便利之外,必須讓使用者之參與行為產生正向回饞,使其對網站產生認同感,方

使其參與行為持續不竭。

六、結論其建議

臺灣有百分之七十的面積均為山地所覆蓋,在發展登山活動方面有得天獨厚之條件,

了具有發展國民休閒活動之潛力外,更是發展國際觀光的一項重要資源。因應未來即將成

之環境資源部,山地管理機關化零為整,我們期待一個統一而整合的登山資訊網能夠出現

提供民眾登山資訊服務,促進登山安全,落實登山教育。

然而臺灣的山區山峰林立,登山路線錯綜複雜,要建立完整齊備之登山資訊網站,累

相當資料耗時甚久,建議主管機關可先建立高山地區的登山資訊網(如以百岳為核心) ,因

高山路線是目前登山活動最為盛行的型態,且高山地區的山難事故率遠較中低海拔為高, [

此鎖定高山地區先行發展登山資料庫有其急迫性,待累積相關經驗及培養使用者習慣之後

再逐一拓展到中低海拔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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