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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關台灣地區步道的發展,自2003年皓宇工程顧開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林務局委託,整理

出《國家步道系統設計規範》, 2005年林務局編印《走入山林、體驗台灣之美》,將2002-2005

年有關國家步道,規畫的成果做了一個完整的彙編之後,各級政府機關(包含林務局、各國

家公園、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地方各鄉鎮公所等),積極投入登山步道的構建工作,各

地登山步道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冒出,直接帶動了登山健行人口的快速成長。

在各地區徒步類型登山人口的快速增加中,山區山難事件的發生亦層出不窮,造些山難

發生的原因之中,又以迷途的事件最為常見,不但讓搜救單位疲於奔命,耗費大量搜尋救援

的人力及物力經費,也受到許多社會大眾的責難。台灣許多中低海拔山區,大多位於市區附

近當日可往返的車程,一般民眾可利用步道接近攀登,雖然看似容易及危險度亦不高、但山

難受困者迷途後,心襄因為慌亂因素,容易愈陷愈深而無法脫困,當搜救單位如果未能及時

找到山難者,而又遭遇氣候突變時,以悲劇收場的機會往往大增。

每當遇到上述狀況時,各單位的檢討聲浪,大多由登山教育軟體設施等問題著手,對受

難者未能學習及掌握地圖判讀多有責難,而未注意到從登山步道根本的硬體設施著手改善,

以至在國內中高齡登山人口數量日益成長,登山教育並未普及於社會大眾的狀況下,對於山

難迷途意外的改善成效始終有限。

本文擬針對近年來步道發展中,相關步道標示牌誌系統硬體設施中,最重要且最大的問

題所在「步道記號」,做一個通盤的回顧與檢討,以提供國內步道永續發展的參考與改進建言;

並期許山區迷途事件,能因為政府機關重視,以正確的態度花費少量預算,將步道指標與記

號完善設立,來有效減少每年發生迷途的山難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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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登山步道的積極發展與建設,讓更多人有意願走向戶外,是令人欣慰的好現象,但

是近年來,因為迷途原因而導致的山難事件,也有日漸增加的現象;每當遭逢迷途性的山難

事件,政府單位需要動員及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資源來進行搜救,如果能夠順利找到生還者

自屬萬幸,但是遏到山難者死亡的狀況,政府搜救單位就會受到大量責難,而大部分的國內

登山專家或前輦,常常把焦點放在國民登山知識普遍不足的瑰象,進而大力鼓催登山教育的

推廣問題。

其實,針對山難預防政策而言,除了軟體及知識類的教育外,適當的硬體設施建構,透

週只需花費少量經費的步道指標及記號,往往就可以發揮小兵立大功的精神,有效減少迷途

狀況的發生,比較可惜的是,國內登山步道的規畫設計單位,在步道解說及指示牌誌系統中,

對於具有指引遊客遵循步道的所謂管理性的步道牌誌,較為偏重在指標牌誌上,而缺乏步道

記號的研究與設置,當路樹倒塌或步道崩坍時,會造成登山者或遊客無法在短距離內辨識步

道,而容易發生迷途的危機。

由於忽略了步道記號的設置,國內許多登山團體,還是會利用就有習慣綁繫路條的方式,

來作為臨時性的步道記號;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高漲,許多登山團體綁繫的路條被拆除,

步道大量興建後,管理與維修問題逐漸浮現,許多步道也缺乏例行性的維修除草工作,部分

步道路況偶有路跡不明及雜草叢生的瑰象,當一般登山知識與經驗不足的民眾,遭遇到如此

的步道狀況下,常常就會發生迷途的意外,狀況輕微者會及時發瑰正途而迷途知返,找回到

正確的路徑悄況嚴重者,往往愈陷愈深,加以心情慌亂,可能就會發生偏離步道,導致深

陷山區無法脫身。

樹幹或岩石上的油漆標示等,是所謂的「步道記號」 ,在歐美先進國家的步道建設上行之

多年,公認是最簡單、花費最少、維護管理最單純簡便,且功效最大的永久性步道記號設施,

美國的阿帕拉契山徑步道,就是以全程擁有完善的白色方塊油漆記號,使得盲人都可以依賴

訓練過的導盲犬,完成全程的縱走活動,一般百姓只要依循著如蝸步道記號,就可以確保

自己走在步道上,而不致發生迷途山難事件。

登山步道的建構,本為鼓勵一般社會大眾走向山林,如昊云三歹重記號設施缺乏,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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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時,又來責怪登山者登山知識不足,如此的思維模式,常常會讓想走向戶外的新手裹足

不前,這是十分可惜的事;當政府或民間單位尚未提出一套,簡易且適合一般大眾、針對台

灣山區的本土登山教育教材時,還有登山教育未普及於社會大眾時,與其責怪具有冒險精神

的登山者,不如把步道記號與指標做好,來多加鼓勵國民從事登山旅遊。

筆者翻閱國內各步道設施規範及出版品,發現其中普遍缺乏,有關管理性步道牌誌的完

整觀念,步道標示牌誌系統應該包含「步道指標」與「步道記號」 ,導致步道建設時,認為在

叉路口設置指標,或是每隔100公尺設立里程碑,就表示該步道指標完善,就能達到避免迷

途發生的效果;殊不知迷途事件,往往發生在步道上的一個轉彎,或是因為路徑被雜草掩蓋

時,僅在1-2公尺的距離內,就會因為找不到步道的位置而迷失c本文擬整理相關文獻、書

籍中有關步道指標及記號的資料,並對照國內步道瑰況,來做一完整的回顧,並提供實際施

作方法與建議,以期能因為步道指標及記號的設置,讓台灣成為最美麗的登山健行天堂,並

減少社會大眾登山時發生迷途的機率。

貳、登山步道標示牌誌系統

一、登山步道牌誌系統的定羲

在開始探討登山步道指標與記號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目前在登山步道上,在標示路徑約

重要設施,也就是的登山步道標示牌誌系統的定義。

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編印的《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國家步道成果彙編》 ,國家步

道解說及指示牌誌系統規畫設計成果一篇中所描述, 「牌誌系統依其功能可以區分為管理性牌

誌與解說性牌誌兩大類。管理性牌誌的主要功能在引導遊客在環境中的行為,使遊客得以很

輕易地明瞭、並遵循管理單位對於資源的規畫,而解說性牌誌則是針對資源的特色,如地質

景觀、動植物棲地生態、人文史蹟等做解析說明的牌誌c一般而言,管理牌誌尚可細分為意

象牌誌、指示牌誌、與公告牌誌等三類。 」

由上文我們可以清楚明瞭,所謂登山步道的牌誌系統可以整理成下圖的分類。

◎管理性牌誌

◎解說性牌誌

意象牌誌

指示牌誌

公告牌誌
圖2.1台灣地區登山步道牌誌系統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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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耍探討利用登山步道指標與記號設施,來有效減少迷途性山難發生的機率,所以

捏針對上述牌誌系統中,有關管理性牌誌的「指示牌誌」做討論,對於其他類的管理性牌誌

與解說性牌誌,因為與迷途事件的發生無直接關聯,所以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

同書中所提到「國家步道指標牌誌系統規畫設計構想」 ,也列出了三種關於登山步道指標

牌的設施,分別說明整理如下:

(一)接近逍路的指示牌誌:此項非實際步道路程上的指標,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

(二)方向指標牌誌‥版面尺寸50cm (w) ×161cm (h) ,材料為木材,與地面角度成90

度,基柱材質為塑化木,基柱顏色為木材原色, 「基柱」上有國家步道的識別標章,

並標示步道名稱,而「箭頭指標牌誌」分別標記前往地點及距離里程。

(三)里程碑:基柱尺寸14cm (w) ×63cm (h) ,材料為木材,與地面角度成90度,基柱

材質為塑化木,基柱顏色為木材原色, 「基柱」上有標示步道名稱及里程數。

參照上述說明呵以發現目前有關國家步道系統,及國內政府各單位的登山步道指標,

大致上是依照上述原則來施作,主要是以「方向指標牌誌」與「里程碑」為主,並於步道口

設置地圖標示,來提供登山者附近山區的概念,確認登山步道的方向及登山者所處的位置。

二、國際登山步道牌誌與標誌系統的內容

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登山步道牌誌系統,不同於台灣僅專注於「步道指標」類的牌誌系統,

市是區分為「步道指標(TrailSigns)」及「步道記號(TrailMarking)」兩大類,兩者分別具

備不同的意義、內容與功能。

在解釋山區環境設立步道指標與步道記號的意義之前,可以先用大家所熟悉的都市生活,

日常可見的案例來做說明,例如當我們搭乘捷運,在台北車站轉乘不同捷運路線時,可以看

到往某某線的標示牌誌,這就是「步道指標」的功用;如果我們要走到正確的轉乘區域,除

了依賴標示外,我們還可以依循地面上的顏色記號,來經過彎曲轉折的路線,達到正確的轉

乘位置目的地,這就是「步道記號」的功用。

當走在兩個路線標示牌誌間的空隙時,我們所能依循的,往往只有地上的顏色「步道記

號」 ,來減少走錯目的地的機會;另外,如果碰到行走路線轉折或不明時,也必須依賴地上的

顏色記號,來確定自己行走在正確的路線上。當我們了解到捷運的行走路線規畫時,就不難

埋解到,山區步道如果能採欄樣的方式,就可以大大減少迷途的機會,也可以讓初次使用

步道的人,或是初學登山的社會大眾,能清楚明確地,了解到他所在的位置及行走路線。

經由上述說明,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所謂的「步道指標」 ,即是類似於台灣地區普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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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國家步道解說及指示牌誌系統」 ;而所謂的「步道記號」 ,在台灣山區因為對其意義

與功效了解不清,國家步道系統也未訂入規範,所以大部分的步道都沒有施作,登山者習慣

採用臨時性,繫掛於樹枝上的登山路條來代替c

三、步道記號的意義與種類

由於台灣地區比較常見「步道指標一設施,而較少看到永久性￣步道記號」的設施,所

以此處針對國際上常用的步道記號做進一步說明c

美國阿帕拉契山徑上最明顯的「步道記號」 ,就是利用白色油漆塗在樹幹上的方塊記號,

這個2英呎寬6呎高的方塊詰號,是遵循阿帕拉契步道協會( Appalachian Trail Conference ) ,

在1979年所建立的步道記號施工標準,而一直延用至今,而步道記號設立的目的,依照施工

標準的敘述: 「阿帕拉契山徑步道,應持續使用步道記號標準,以讓不熟悉此區的登山者,能

分辨步道的方向、水源及山徑設施的位置一

依據阿帕拉契步道協會( Appalachian Trail Conference )出版的參考資料《 Appalachian Trail :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這本擁有90年以上的步道設計施工經驗的重耍參考

書,可以了解到,共計有四種較理想的方式,來施作「步道記號」。

(一)油漆記號( Blazes ) :利用油漆塗在樹幹或石塊上的方塊記號,阿帕拉契山徑步道上,

從美國北方緬因州到南方的喬治亞州,全長約3500公里的路程,都是以白色的油漆

記號作為步道的主要標示記號,油漆記號(Blazes)是花費最少、最持久、施工最

簡便、標示明顯的一山徑記號」 ,所以廣泛被歐美先進國家所採用,但是在台灣的步

道上卻完全看不到被合理使用c

(二)標示牌(Metal Marker) :使用各種造型的金屬標示牌,利用鐵釘固定在步道旁的樹

幹上,作為步道記號的標示使用,金屬標示牌也有以塑膠材質來施作,標示牌通常

為5公分的正方形,上商有代表步道的圖案,因為施工比較繁瑣,很少步道會用它

來做密集的標示,通常僅設置在步道上的重點位置c

(三)疊石或石堆記號(Cairns) ‥在霖林分界線以上的區域,或是碎石坡、溪谷等,石頭

取得容易的地方,可以利用就地取材的方式,以疊石或堆砌石堆的方式,來作為步

道記號的標示,疊石的方式要盡量統一一致,並使人可以辨識為人工堆疊而成。

(四)標示柱(Posts) :如果在草原空曠地區、容易起霧的山區,或是高山容易積雪掩蓋

記號的地區,一般會採用標示柱的方式來作為步道記號,標示柱最常採用的是木柱

上方有顏色方塊標示(類似油漆記號) ,高度超過人體腰部以上,空曠地區可以方便

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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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步道記號方式,如果有國際登山健行經驗(特別是在歐美地區) ,可以發現到當地

大多數的步道,都是依循此原則來製做步道記號,使得一般初次到訪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跟

著步道記號,行走在規畫的步道上,到達自己所計畫的目的地;在相關的步道健行,只要看

到並依循著步道記號,即使是初學或對該山區不熟的登山者,就可以以安心愉快的心情漫步

其中,而不會有任何迷途的疑慮;反之,如果行走的山徑看不到步道記號時,則表示自己可

能以發生迷途的狀況,自然會有所警覺,要設法回到之前所見、最近距離內的步道記號位置。

由此可以了解,台灣地區步道設施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步道設施,目前最大的差異在於缺

乏步道記號(TrailMarking)的觀念,而所謂的步道託號,正是登山者在步道行進時,能隨時

確認是走在正確步道上的依據,也就是能避免迷途的重耍依歸;雖然步道記號設施是如此重

耍,但目前在國內的各登山步道上,包含林務局國家級及區域性步道、各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新北市登山步道等,幾乎還看不到能有相關設施的設置。

參、台灣地區常見的步道標示

一、官方與民間的步道指標與記號

國內目前大部分登山步道指標系統設施,可以分成政府機關設立的指標系統及民間熱心

人士所設立的標示,分述如下:

(一)政府機關公部門的指標系統‥基本上是遵循國家步道解說及指示牌誌系統規畫設計

成果的原則來進行施作,在步道沿途設立的各種指標,主要有「方向指標牌誌」 、 「里

程碑」 ,部分路段也有「步道地圖」的牌誌,此三者構成了主要的步道指標。

(二)民間熱心人士設立的指標系統‥包含「指示牌」及「路標(也稱為路條)」 ,許多熱

心的登山隊伍,會以在樹枝上綁繫塑膠或布面路條的方式,來作為指引隊員行進方

向的步道記號功用。也有很多登山團體,會在樹幹上設置簡單的小型指標,說明步

道前進的方向與到達目的地所需的時間。

對於一個第一次來訪此山區的登山者,除了自行準備相關的行程記錄及地圖資料之外,

步道現地所能依循的指標設施,就是以上述為主,如何避免迷途的間題,有經驗的登山者可

以在行程中,隨時確認方位核對地圖外,如果碰到知識經驗不足的登山者,則必須完全倚賴

上述的步道指標與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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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山路條是救命的仙丹還是視覺的垃圾

在台灣山區最常看到、使用最廣泛的步道指標及記號,主要是一般人稱為「路條」的登

山路標,通常是長度約40公分,寬度約5公分,採用類似塑膠袋材質的長條狀標示,可供登

山者綁繫在樹枝上,作為標示登山路徑、指引後來者的功用,路條上一般會印製所屬登山協

會的名稱,方便帶隊時可以讓隊員辨識;近年來,利用選舉旗幟裁剪為相似的路條,作為步

道記號使用也有增加的趨勢,主要是取得容易且不需任何花費。

據了解登山路條的文化與發展緣由,是由開發本土山區的登山前輩所傳下來,考證各國

步道建設的資料,可以發現,其實我們所用的登山路條,在國際上稱為「旗標(Flagging)」 ,

主要是使用在步道設計的階段,方法是利用有顏色的塑膠絲帶,綁繫在預定耍開闢步道的路

線上,達到規畫步道預定路線的步道「定線」目的。如果決定路線的評估期較短,就會綁繫

在小枝幹上;如果評估期較長,則會盡可能地綁繫在樹木的主幹上c

在設計階段綁上「旗標」旗標的步道,最大的好處,就是因為旗標或路條具備方便調整

的特性,可以讓步道的規畫者,經過不斷的評估與修正,包含如何適當地避開障礙物與雜草

叢生處,來決定最後步道的路線,使用「旗標」的好處,就是很容易可以拆下來,再綁在其

他的位置,作為步道的調整變更。當整個步道設計階段決定路線「定線」確定後,配合步重

相關施工完成,就會將臨時性的旗標拆除,改為設置永久性的步道託號。

簡單來說,登山路條或「旗標(Flagging)」 ,可以稱為「臨時性」的步道記號,油漆記號、

金屬標示牌、疊石記號、標示柱,則會成為後續「永久性」的步道記號,也就是當永久性的

步道詰號設置好後,就是臨時性登山路條拆除及退休的時刻c

原來被登山前輦或大部分登山者,視為「指路明燈」或「救命指標」的登山路條,近年

來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出現,部分特別重視山區環保的人士,開始提出路條造成視覺及環境

汗染的論點,認為登山路條是山區垃圾,也開始有大舉拆除登山路條的舉動。

登山路條的存廢與價值,並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要議題,但是路條對於山區生態意義,

還具備不同的思考觀點,登山路條本身雖然會造成視覺的汙染,但是卻反而具有保護生態的

意義;因為在沒有綁繫路條的山徑路段,登山者會自行依照自己的經驗選擇好走的路,反而

造成較大面積,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侵入與破壞;如果綁繫路標,則可以讓登山者依循既定的

路線前進,將穿越此區的生態影響,減小並集中到單一步道或路徑上,所以可以讓當地生態,

因為從事登山健行活動而造成的衝擊面積,很有效地達到縮小範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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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山步道的指棟設施狀況

因為郊山及中級山的步道繁多,所以選擇台灣高山地區的主要百岳路線,來初步說明,

台灣地區步道指標設立的狀況。由台灣百岳由登山前輩林文安先生,選定百岳推廣台灣高山

地區的登山活動至今,經過岳界先進努力,可以初步規畫成36條主要登山路線,將此36條

路線,依據管理單位、活動天數、登山步道狀況與步道指標設立情形,整理成表3,l o

表3.1 、台灣高山地區百岳主要路線相關路標設施一覽表

編圳 ∴ 路線名稱l 玉山群峰l 

所屬山脈l 玉山山脈l 玉山山脈 玉山山脈 

管理單位l 活動天數 步道狀況 步道指標l 備註 

玉管
l 

A.B A 有 

2 郡大山 

林務局 林務局 

A C 無 僅登山口有指標 

3 西巒大山 
A C 無 

A 有 
4 

雪山東峰線 武陵四秀線 大霸群峰線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雪霸 雪霸 雪霸 雪霸 雪霸 雪霸 雪霸 林務局 太管 太管 太管 太管 太管 

A 

5 
A A 有 

6 
B A 有 

7 

聖稜線 士佳陽線 

C A 有 

8 
A A 有 

9 ′\`' 大小劍 

C C 無 

10 雪山西稜 C C 無 

11 白姑大山 B C 無 

12 

南湖群峰 北一段 

C A 有 

13 
C B 有 

14 又 北￣段 

C C 無 

15 16 

一又 閂山鈴鳴 

B C 無 

∵￣'∵, 畢祿山 

A A 有 

A 有 
17 

羊頭山 屏風山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太管 太管 太管 

A 

18 
B A 無 

公歡群峰 
A A 有 

! 

■ 口 

A A 有 
l 

■ 
合歡西峰 中央山脈 

太管 l太管 20 21 口 奇萊主北 中央山脈 B 
lA 

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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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奇萊柬稜 中央山脈 太管 C B 無 

23 能高越嶺 中央山脈 林務局 B A 有 能高越嶺國家步道 

24 能高安東軍 中央山脈 林務局 C C 無 

25 干卓萬群峰 中央山脈 林務局 c C 無 

26 東郡橫斷 中央山脈 林務局 C C 無 

27 七彩六順 中央山脈 林務局 C C 無 

28 八大秀馬 中央山脈 玉管 C A 有 

29 馬博橫斷 中央山脈 玉管 C B 有 

30 八通關越嶺 中央山脈 玉管 C B 無 

31 南二段 中央山脈 玉管 C B 有 

32 三叉向陽 中央山脈 林務局 B A 有 嘉明湖國家步道 

33 新康橫斷 中央山脈 玉管 c B 無 

34 南橫三星 中央山脈 玉管 A A 有 

35 南一段 中央山脈 林務局 C C 有 

36 北大武山 中央山脈 林務局 A.B A 有 北大武山國家步道 

【補充說明】: 

l,管理單位項次說明‥「玉管」表示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表示雪霸固家公園管理處、「太管.表示太 

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林務局.表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行程天數項次說明:「A」表示單攻路線,一般人多以單日來完成.「B.表示2-3天行程,可規劃為週休二 

日活動;「C」為4天以上的多天數行程。 

3,步道狀況說明:「A」表示步道狀況良好,有架設繩索及雜草修整;「B.表示步道僅略徵整修,「C」表示步 

道完全無整理。 

4.步道指標如標示「無」,可能為指標設立年代久遠或過於稀少。 

由上表整理台灣高山地區步道有關步道指標設置的狀況,依各管理單位分別說明如下:

(一)隸屬於林務局管理範圍的,共計有11條步道,其中未設立登山步道指標、或僅有少

量年代久遠的指標,共計有8條步道c

(二)隸屬於玉山國家公園管理範圍的,共計有7條步道,大部分均有設立指標。

(三)隸屬於雪霸國家公園管理範圍的,共計有7條步道,其中未設立登山步道指標的,

計有雪山西稜與大小劍線等,共計2條。

(四)隸屬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範圍的,共計有11條步道,其中北二段、閂山鈴鳴、屏

風山及奇萊東稜線,未設立登山步道指標計有4條。

觀察台灣百岳各登山步道,目前僅有設置「步道指標」 ,然而有關「步道詰號」均未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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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及玉山國家公園,在部分山區每隔100公尺設置里程碑乙座,對於步道記號的

作用而言,不但間距過大且花費過高,有時碰到路況不明時,常常造成登山者無所依循,只

能依賴民間社團的登山路標來辨識,所以實際能發揮的效果很有限。

肆、步道記號施作要點

目前台灣山區的步道,由於普遍缺乏永久性步道記號設置的觀念,登山者大多依循臨時

性的登山路條,作為判斷行走在山徑或步道的依據c良好的步道記號除了具備防止登山者迷

失、讓登山者很容易確認自己是行走在步道上之外,還可以讓熱門的登山步道,所有對環境

的衝擊或影響,限制在步道的狹小寬度範圍內,讓步道所穿越的山區環境影響減到最低,油

漆步道記號在國際上,是公認對景觀衝擊低,施工容易、費用低廉且能持續較長時間的步道

記號,但在國內並不常見,本章將針對國際上步道記號的施作方式與工法,進行完整的說明。

一、油漆步道記號設置要點

因國內對於設置油漆步道記號的經驗卻乏,參考阿帕拉契步道協會( Appalachian Trail

conference )出版的參考資料《Appalachian Trail : Design, Construetion, and Maintenance》 ,擇

(一)油漆步道記號需有統一標準及固定的尺寸及形式,一般以15公分高, 5公分寬的長

(二)步道主線需採用單一顏色,避免登山者混淆,步道支線則可採用其他顏色,讓使用

者一目了然e

(三)油漆記號標示的高度,以一般身高成人的眼睛高度為主。

(四)步道記號標示,以登山者前進方向的正前方為主,因登山者會由兩個方向在步道上

行走,所以要依不同行走方向可見的位置,來分別標示清楚。

(五)當遭遇步道上需特別注意的位置,登山者必須保持警覺的地點,例如步道的轉折點

或變化方向的地方,也就是步道不明狀況或容易混淆的地點,以及步道的叉路口;

必須加強標示時,可以採用兩個同樣大小的油漆記號,以上下排列間距5公分的方

(六)遇到叉路口之後的路徑,或穿越公路時,需在步道最近處立刻標示油漆記號。

(七)油漆記號間距,以站在一個記號的位置,能看到下一個記號為主。當步道路況愈清

楚時,步道記號間距較長;當步道路況不明或不清楚時,步道記號的間距應該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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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空曠區域及容易迷途的區域,步道記號耍愈密集。

(九)油漆記號可以依照步道附近地形地物狀況,標示在樹幹上或岩石上。

二、其他步道記號的施作要點

除了油漆記號之外,在適當的地形地物區域,也必須搭配其他的步道記號方式,讓步道

更容易辨認,也可以減少登山者在步道健行迷途的機會,以下針對金屬標示牌、疊石記號、

標示柱等,三種永久性步道記號的標示法,做進一步說明c

(一)金屬標示牌(Metal Marker)

1.適用區域:步道主支線叉路口、步道與道路交會處,可以讓人容易辨識步道位置。施

作方法:將4只鋁釘,穿過標示牌的四個角落的小孔,利用鐵鎚釘在樹上,約略達到

眼睛高度的位置;釘子不可釘到底,需保有0,6-1,0公分的空問距離,以預留樹幹的

生長空間0

2.設置間距:叉路口除外,大約每隔1,0-1,6公里設置1處即可0

3.注意事項:需常常巡視注意,避免標示牌被偷竊遺失,或是因樹木生長樹幹髮崔∵ 〒

掉落地面遺失。

(二)疊石或石堆記號(Cairns)

1.適用區域:當無樹幹或岩石,可供標示油漆記號時;或是某些草原及空曠地形,無法

在適當位置標示油漆記號的時候,特別是步道附近,有大小不一的石塊可以利用,此

時以石堆方式,來做為步道記號就很適合c

2.施作方法:高度可以從60公分到120公分不等,主要依照石塊取得的方便性來決定,

施作高度還需考慮地面上植被的高度;施作方法通常使用圍圈圈的方式,從下向上一

圈一圈、一層一層堆疊而成,每個石塊至少要有三點與其他石塊接觸,下層石塊範圍

也要較廣闊,以取得相對的穩定性。此外,石堆頂端可以配合相同的油漆記號,讓登

山者更能輕易發瑰步道位置c

3.設置間距:大約每隔30-60公尺設置1處,如果是特別容易起霧或迷路的地帶,耍考

慮每隔10-15公尺設置0

4.注意事項:疊石或石堆應盡可能,讓人感覺到是非天然的構造,最好是採用醒目的人

工化堆疊方式,在某些生態敏感區域,要盡可能使用鬆動的石塊,並避免過度挖掘地

上的石塊,來施作步道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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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示柱(Posts)

1.適用區域:當無樹幹或岩石可標示油漆記號時,或是某些草原及空曠地形,無法硿

當位置標示油漆記號時,如果附近石塊取得不易時,就可以使用標示柱的方式,標二

柱因為突出地面較高,特別適合附近山區冬季容易積雪時採用0

2.施作方法:通常使用長度l,8-2,4公尺,直徑10-15公分的圓柱木頭,埋入地下至′

0.6公尺,木柱頂端針對步道方向,採取兩側標示油漆記號的方法0

3.設置間距:大約每隔30-60公尺設置1處,如果是特別容易起霧或迷路的地帶,要三

慮每隔10-15公尺設置c

4.注意事項:標示柱頂端的油漆記號,要與登山者前進方向,採取面對面的方向施做,

讓登山者行進時,能夠很自然地跟著步道記號行走,不需到處摸索,步道的正確鞋二

方向,也可以避免登山者在草原地帶到處亂走,造成路徑混亂,影響水土保持及肇

景觀。

閣國家公園管理範圍的,則有北二段、閂山鈴鳴、屏風山及奇萊東稜線4條。因台灣高一三

岳登山風氣目漸普及,此14條欄步道,必須立即編列預算設置登山指標,以減少迷途「三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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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道整理及除草作業讓步道辨識容易

部分國家公園目前針對園區內百岳路線,花費少許預算進行步道整理及除草作業,能收

到事倍功半的效果,除了避免登山者在天候不良的狀況下,因為穿越雜草叢生的山徑,讓衣

物內外皆濕,發生失溫的危機之外;經過定時除草整理的步道,讓登山者更容易辨識,而較

不容易發生走失迷途的問題。

三、加強步道記號設施的建設

如前文所述,方塊油漆的步道記號,是花費金額最小、維修保養最容易、且指引步道效

果最好的步道話號方式,建請各步道規劃設計相關單位,針對未來規畫設立的步道,能在步

道設立前,加以考量要求施作;已設立的步道,也應該盡速編列預算施作步道記號,以減少

迷途的危機。國家公園以每100公尺設置里程碑的方式,不但施作費用較高,在部分危險及

易迷路的路段,都有明顯不足的狀況,建議可以進一步分析成效,來決定是否繼續施作。

四、步道記號設立前勿任意拆除登山路條

目前在登山步道標示不完善的狀況下,部份登山路徑不清楚的路段,登山人士習慣於肆

枝上,懸掛路條以確認路徑,由於受到少數人破壞生態的指責,而有日益減少的趨勢、二亨

部分人士會因不喜而加以拆除;建議在登山步道標示及記號,設置未竟完善前,要避免任意

拆除相關路條,以免造成步道辨識困難,而發生迷途事件。此外,各登山團體及登山者也應

白律,在步道設施完善或大眾化步道的區域,要避免再大量綁繫路條。

五、高繞路段或新闢路徑慮立刻設置明顯的步道記號

近年來台灣各山區因為風災或豪大雨,造成土石流及山崩,使得登山步道受到破壞,各

步道管理單位,也配合開闢相關高繞等替代路線;這些替代路線開闢後,路況比較不明顯,

登山者容易跟丟路線、或在其中迷失,所以最好在開闢替代路線的同時,也同步設立油漆記

號或其他步道記號,以減少在此路段迷失的風險c

近年來登山風氣,隨著各地區登山步道的大量設置,而有大幅增加的趨勢,但是登山步

道指標的設置普及度還有待加強,各相關登山步道的規劃設計單位,尤其缺乏步道記號的觀

念,使得各登山者自力救濟,以綁繫路條的方式來辨識步道,造成視覺汙染與生態影響,期

待末來「步道記號」能納入步道施工的一部分,當完善的永久性步道指標與記號建構完成之

時,也就是臨時性登山路條,退出登山步道的重要時刻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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