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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消防署統計山域事故類型大致分為迷路和意外 2 類，而山域中最缺乏的資訊就是通

訊位置和所在坐標。為解決上述問題，山友可以學習登山循跡 App 或地圖判讀，而現場設置

山徑標示是目前較好的方法。 

  林務局 103 年完成「公私協力設置山林路徑標示與維護機制之可行性評估計畫」，建立設

置標準流程及山徑標示樣式，以供各林管處經公私協力設置。羅東林管處 104 年參考宜蘭縣

消防局建議之迷途路線熱點，設置第 1 處山徑標示系統（阿玉山、松羅湖、巴博庫魯山、太

加縱走），成效包含搜救單位回饋迷途事件下降節省搜救成本、網路宣傳讓山友可事先準備、

標示牌成本低且耐候、NGO 組織認養及快速維護、更正網路及地圖錯誤資訊。因此相關單位

跟進設置，包含加里山、北插天山、水漾森林、出關古道、水寨下古道、蕃子寮山徑、北三

段、南一段、南三段、旗靈縱走，及目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認養設置之白姑大山路線。 

  為提升山徑標示系統效用，跟電信業者合作，於山徑標示里程測試通訊狀況、設牌、並

作為政府開放資料。後續與魯地圖合作，可離線使用及查看山徑里程及通訊、藉由全民共筆

修正錯誤路線、作為山友掌握路況及提升登山安全。 

  山徑標示未來發展包含：1.登山路線標準化、里程標示、通訊位置、山域事故熱點呈現。

2.電信業者評估登山熱區及減少死角。3.公私協力合作認養與即時更新。4.作為搜救隊伍之參

考地圖，研判救援路線、提升救援效率。本文提出山徑標示系統優化設置與功能擴充之 SOP，

希望可以做為後續相關單位設置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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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標示系統現況與發展 
陳建忠、吳思儀 

一、前言 
  在臺灣常見的山域事故類型，依據消防署統計大致

可區分為迷路和意外 2 大類，由於臺灣地形山高谷深支

稜多，導致登山路線常以路網形式出現，而且手機通訊

受深山地形限制無法遍布全區域。因此在臺灣登山環境

中，山域中最重要但也是最缺乏的資訊就是標準的登山

路線、自身所在坐標及可相信的通訊位置。為解決上述

問題，一般山友可以攜帶地圖及指北針做地圖判讀或現

在人手一機的情況下學習登山循跡App來錄製行進軌跡

及作為安全回報，在易迷途的山域現場若設置山徑標示

系統應該是目前比較好的解決方法。1（圖 1） 

二、台灣山域事故求援主因 
  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山域事故以意外通報為主，迷

途事件常佔不到 10%，加上完善的登山保險，若必須通報山域事故及請求救援時，有保險金

可支付多數救援費用。但因臺灣的地形山高谷深微環境差異性相當大，經消防署統計登山時

迷途案件高達 45%，其餘意外通報案件佔約 55%。但在臺灣發生什麼樣的情況才需要通報救

援常是爭點之一，而臺灣目前山域救援的主要費用還是公部門支應，若是浮濫或沒有做好事

前登山準備而請求救援，常造成外界對於山友的負面觀感及誤解。 

  因此針對山域事故的類型，若設置山徑標示系統可以發揮相當大的作用來解決迷途案件

發生，一般來說登山路線是最重要的資訊，但是「標準路線」的資訊或取得向來是山友相當

困擾的問題，目前網路資訊發達，登山地圖或軌跡資料眾多，但都呈現各自表述的狀況，連

登山口都可能有好幾個版本，就連臺灣長期所為人知的百岳路線，也未必都有標準路線資訊，

僅有少數幾條大眾化的百岳路線有比較明確的地圖或軌跡資料，因此光要確認百岳登山路線

及目前統一制定的登山難度等級（0~6 級）就恐難以排序，因此沒有做好事前準備的山友越級

打怪時有所聞。因此山徑標示系統是一種「標準路線」的資訊，在登山路線上明確可以看到

主要路線及沿線的里程牌誌、登山口告示牌、及重要叉路或據點的相關告示牌，因此若走山

徑標示系統的主要路線上，可以大幅減少使迷途事件的發生，也因為可以衡量「標準路線」

 

圖 1.學習登山循跡 App 來錄製行進軌跡 
及安全回報可以減少山域事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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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度與自身位置，減少遲歸的狀況發生，而若發生意外事故（墜谷、創傷、高山症、疾病）

除了使用登山循跡 App 來了解現場坐標位置外，也可以藉由里程牌誌所標註的位置，來跟救

援單位說明自身的位置，若有類似資訊的提供，可以讓救援單位有明確的訊息來研判搜救路

線，增加成功救援的機率，也可以大幅減少因迷途而執行長時間及大範圍的地毯式搜索，可

減少社會成本支出。 

三、山徑標示緣起及效益 
  為解決上述減少登山迷途及意外事故通報準確性，林務局於 103 年完成「公私協力設置

山林路徑標示與維護機制之可行性評估計畫」，希望透過民間團體與公部門之合作模式，設置

山徑標示之執行方式與常態維護之執行機制等，並建立設置標準流程(SOP)及山徑標示樣式，

以供後續各單位透過公私協力設置山林路徑標示之參考。2 

  因此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即於 104 年開始規畫山徑標示系統之設置，並參考宜蘭縣消

防局根據以往救援資料所建議之高迷途路線熱點，設置全臺第 1 處山徑標示系統（阿玉山山

徑、松羅湖山徑），也因設置成效良好，於 105 年接續設置巴博庫魯山徑、太加縱走山徑（加

羅湖山徑），然而山徑標示系統的設置為兩面刃，過度設置反而容易吸引未做準備之山友前往，

反恐造成山域意外事故的母數增加，因此仍以高迷途地區、熱門登山地點、通訊不良區域、

所需救援研判路線複雜等因素，才建議設置山徑標示系統。3（圖 2） 

 
圖 2.根據以往救援資料之高迷途路線熱點建置山徑標示系統及登山口告示牌。 

  



 
 

 
 

288 展望山岳新視界·探索×融合×深耕 

四、山徑標示系統簡要原則介紹 
(一) 登山口設有整段山徑之介紹告示牌，包含地圖路線、坡度變化狀況、重要里程數字及據

點、山徑標示系統說明、定位 APP 之掃描下載、入山注意事項及緊急通報電話等資訊。

一般山友都會跟登山口告示牌拍照，因此告示牌上的登山資訊藉由拍照而留存於手機或

相機中，對於沒有網路訊號的區域，也可以查找觀看，是最重要的資訊提供。 

(二) 山徑標示牌型式以 10X10 公分、厚度 1mm 之鋁板，配合公路局使用之反光及耐候等級

之黃色警戒色貼紙，可以讓山友或搜救隊伍夜間行徑時，頭燈照射反光而確認路線位置，

另外也測試過紅色警戒色效果，但因考量色盲的使用者辨識不易，因此統一以黃色警戒

色為主要色系。主要里程編號標示牌為每 100 公尺設置一面，可作里程計算，迷途民眾

可描述走失位置，縮小搜救範圍，增加安全救援的機會。色塊標示牌為確保在安全及正

確路徑上，在每 100 公尺間彈性設置。特別是考量叉路、轉彎處或路跡不明顯處，每 100

公尺內最少設置 2 面，配合主要里程編號標示牌，達到每 30~40 公尺即可看到 1 面，來

提升山徑沿線的標示強化。另準備空白標示牌作為常態性維護使用，現場透過以油漆筆

描繪浮水印，可避免每個人筆跡不同造成誤會，也能最即時的更新山徑標示牌，提升登

山安全。 

(三) 叉路指標牌在主要叉路口標示方向、距離與預估時間。以色塊為底提升方向性。尺寸為

5X20 公分，厚度：1mm。另為提升登山時之可見度，增加垂直的布條，建議尺寸為 5X40

公分。 

(四) 設置原則 

1. 需事先前往山徑沿線踏查錄製軌跡，並與山友軌跡整合，繪出最主流之登山路線，避

免產生路線資訊落差，進而依據里程數推斷建議設牌位置。 

2. 為兼顧樹木生長需求及登山安全考量，以鋁釘半釘方式釘牌，鋁釘材質較鐵釘軟且不

易生鏽等特性，對樹木較為友善，另半釘方式仍讓樹皮有生長空間，於樹皮增厚時，

也可拔釘再半釘，減少往後樹皮包覆的可能性。 

3. 編號標示以步道（下山）進右側為主，面朝步道。（或統一某側即可） 

4. 距步道邊約 0~120cm，於預計設置點若無法找到適合位置或樹木，則於前後附近（約

<5 公尺範圍）尋求可設置地點。 

5. 若前述仍沒有適合地點，可考慮設置於步道左側。 

6. 若左側仍無法找到適合地點，則可考慮鋁製立桿等方式設置。 

7. 色塊標示在編號標示中以兩塊為主，一塊面向上山方向，一塊面向下山方向，提供上

下山指示。 

8. 因台灣山林環境環境複雜且差異大，實際設置還需依照環境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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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太加縱走山徑以已經完成山徑及通訊標示系統，設置 6 年多來牌誌依舊清晰。 

  山徑標示系統設置成效良好，亦頗受山友好評，其目前收到回饋反映如下： 

(一) 減少搜救資源支出：羅東林管處於消防聯繫會議報告宜蘭縣轄內山徑標示系統，後經消

防單位及搜救單位或其他協助救援單位反映設置後迷途事件下降，減少出勤數量，若有

通報案件也能大致確認所在位置做好研判搜救路線工作及攜帶所必要之救援裝備。 

(二) 登山資訊廣告效益：一般來說山友都會跟登山口告示牌拍照，因此告示牌上的登山資訊

藉由拍照而留存於手機或相機中，對於沒有網路訊號的區域，也可以查找觀看，而類似

的紀念照片若山友分享，經網路流傳可視為登山資訊之廣告效益，提升山友觸及率及進

而了解「標準路線」的登山資訊，作為行前準備的參考。也因山徑標示是現地所能看到

的資訊，在軌跡錄製常可以見到方位點的標定，因此在 gpx 軌跡檔中也可找到類似的紀

錄，作為山友研判路線避免遲歸的參考。 

(三) 提升有效救援機率：因迷途事件下降，可以減少出勤次數減少相關成本支出進而集中資

源在救援方面，若山友回報意外事故發生位置，可以做為研判搜救路線的參考，有助提

升有效搜救的機率及獲救的可能性。 

(四) 山徑牌示維護簡易：與設置里程柱相比，山徑標示牌示成本較低，因為鋁製，輕巧好攜

帶且不易損壞，讓現場巡視人員或認養單位，於行前攜帶備品，行走完整條路線，即可

完成一次更新和維護工作，及時更新現場牌誌資訊，有助減少迷途事件發生，或者山友

行走時有發現掉落、遺失、或污損情況也可以反映，讓下一次前往巡視即可完成維護工

作。4（圖 3） 

(五) 公私協力山徑認養：山徑標示系統的設立，希望透過民間團體與公部門的合作模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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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續性的常態維護執行機制，並配合教育訓練推廣，目前經認養之山徑為松羅湖山徑

及太加縱走山徑，由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宜蘭縣噶瑪蘭山岳協會、台北市出去玩戶外生

活分享協會分別認養，希望藉由民間團體的參與，從定期或不定期的登山協會的年度路

線安排，來提升巡視次數與維護次數，除了山徑標示系統的維護或回報外，更藉由技術

性的手作步道施作、配合全線淨山的方式，讓山徑認養方式更加完善。 

(六) 及時更正地圖資訊：在 104、105 年設置完成阿玉山山徑、松羅湖山徑、巴博庫魯山山

徑、太加縱走山徑之後發現，有更多詳細的登山資訊被標準化，如登山口的位置、路線

的長度及沿線的里程牌、主要路線旁的地圖資訊等，都是依照使用已久的地名，加上配

合的里程位置，可以讓山友或搜救隊伍可以快速定位及了解所在位置（如太加縱走主要

路線上湖泊的名稱及位置標示部分有誤、巴博庫魯山山徑主流登山路線已更迭即避開危

險林道崩塌段），另外考量坊間紙本地圖資訊更新資訊及頻度較慢甚或有錯誤的資訊出

現，也因此跟臺灣登山地圖-魯地圖合作，將沿線的里程牌及重要叉路牌的位置標註在魯

地圖上面，即時更新地圖資訊，讓山友於現場所見即可在魯地圖上所得，也成為搜救隊

伍最常使用的地圖語言。5 

  由於上述的優點及多方宣傳下，因此相關單位陸續跟進設置，亦獲不少回饋，除羅東林

管處設置之阿玉山、松羅湖、巴博庫魯山、太加縱走 4 條路線外，加里山鹿場段、加里山大

坪段、北插天山-東滿段、北插天山-小烏來段、水漾森林（鹿屈前峰）、出關古道、水寨下古

道、蕃子寮山徑、北三段-（安東軍-奧萬大）、南三段-橫斷（瑞穗-郡大）、南三段-主稜（丹大

山-義西請馬至山）、南一段-（逕橋-特生）等路線，及目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與林務局東勢林

區管理處所認養設置之白姑大山路線，也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圖 4） 

 
圖 4.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認養設置白姑大山路線， 

行前邀請航跡管理器作者施冠州工程師介紹標準化軌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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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徑通訊標示系統 
  在臺灣常見的山域事故類型大致分為迷路和意外 2 大類，設置完成山徑標示系統後，依

據消防單位回報數據已經大幅減少迷途事件發生。但由於臺灣地形山高谷深，造成手機通訊

在深山地形受到限制無法普及，因此在臺灣登山環境中，若發生意外事故須通報時，最重要

的資訊就是可信的通訊位置，正確的通報及描述救援位置，更有助於救援速率和存活機會。 

  一般而言若在登山時全線開啟通訊甚至網路功能，常常導致在行徑間手機電力即耗盡，

或者因為要省電，因此常使用全線開飛航模式，但是萬一要通報或留守人員要聯絡相關資料

就無法順利聯繫，因此知道山徑沿線哪裡有穩定通訊位置，可以最為事先和留守人員安全回

報的位置和通訊資訊，也能減少飛航模式的訊號斷訊，在有訊號的位置作安全回報，其餘路

線採飛航模式，這樣可以兼顧安全和省電之需求，這樣的資訊也能作為搜救隊伍通報之用。 

  考量一般山友仍對坐標定位或回報坐標資訊尚有落差，因此設置通訊標示牌面原則如下： 

1. 請電信業者實際前往測試，由電信業者評斷訊號強度，若為穩定之訊號強度方可設置通訊

牌。6 

2. 為考量山友及救援隊伍需求，通訊牌面的設置和山徑標示位置統一，也就是在某一里程牌

下可以看到通訊牌，作為通訊時的參考位置，讓不會報坐標之山友也能通報自身所在位置。 

3. 重要叉路及據點設施也要量測訊號，此為重要迷途或山友停留地點，如此才能現場通訊資

訊的需求性。 

六、魯地圖呈現山徑里程及通訊資料 
  設置完山徑標示系統及通訊標示系統後，如何能廣為流傳讓山友得知，便是值得思考的

項目，因此若能將沿線的里程牌、重要叉路牌及通訊牌位置標註在臺灣登山時最常使用電子

地圖-魯地圖(http://rudy.basecamp.tw/taiwan_topo.html)上面，便能即時更新地圖資訊，讓山友

於現場所見即可在魯地圖上

所得，也成為搜救隊伍使用的

地圖語言。但要提供魯地圖使

用，必須提供政府開放資料，

因此林務局亦將通訊資料作

為開放資料項目之一及於相

關網站上公告，標註於魯地圖

上或山友也能自行下載及搜

尋，亦是另一種公私協力的合

作方式。7（圖 5） 圖 5.TGOS 林務局山區手機可通訊點（標示至 109 年 9 月
止，已設置 708 面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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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地圖的優點眾多，也逐漸吸引山友下載相關登山循跡 APP 及魯地圖使用，一般來說魯

地圖優勢如下： 

1. 可離線使用，提升戶外活動安全。 

2. 圖資更新速度快（每周╱每日） 

3. 路線豐富性高，登山路線區分主要路線╱艱難路線╱封閉路線等資訊。 

4. 下載安裝或可免費介接魯地圖。 

5. 高度應用及普及性，亦可配合相關軟硬體呈現。 

6. 藉由全民共筆方式更新路線資訊。 

7. 離線魯地圖搭配登山循跡 APP 能提升山友對路況之掌握及登山安全。 

8. 緊急通報時搭配山徑里程及通訊資料有助搜救隊伍研判搜救路線及攜帶相關裝備。（圖 6） 

七、山徑及通訊標示系統未來發展與設置 SOP 
  山徑及通訊標示系統在近年來持續使用及廣為推廣下，可減少多數迷途案件發生，也能

在緊急通報的部分發揮作用，希望能持續精進及擴充功能，因此本文建議未來發展及著重應

包含下列 4 項目標： 

1. 登山路線標準化、里程標示、通訊位置、山域事故熱點呈現。8（圖 7） 

2. 電信業者評估登山熱區及減少死角。 

3. 公私協力合作認養與即時更新路線資訊。 

4. 推廣作為搜救隊伍之參考地圖，研判救援路線、提升救援效率。 

  

圖 6.魯地圖

呈現山徑里

程及通訊資

料。 

圖 7.雪霸國

家公園公開

雪季登山步

道高風險路

段及近年雪

季山域事故

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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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希望可以做為後續相關單位設置之參考，本文提出山徑及通訊標示系統優化設置與功

能擴充之操作流程 SOP 如下： 

1. 軌跡收集：需事先彙整多山友多數軌跡並整合，繪出最主要之登山路線，並參考搜救單位

所提供山域事故通報位置及熱點資訊，避免產生路線資訊落差。建議使用航跡管理器

(https://mymap.tw/mode/public)做為標準化軌跡之網站。 

2. 預設里程位置：利用上述軌跡標準化之路線，進而依據里程數推斷建議設牌位置，並考量

山友及搜救隊伍需求，於登山口之確認、重要叉路及據點設施優先標示里程位置，進而前

後略為調整里程位置。 

3. 現勘里程位置：因台灣山林環境環境複雜且差異大，實際設置還需依照環境進行調整，並

前往山徑沿線踏查錄製軌跡，並與預設里程位置交叉比對。 

4. 標定里程坐標：經確認踏查軌跡、軌跡標準化之路線、預設里程位置及實際可施作位置，

施作釘牌、標定和紀錄工作。 

5. 登山口告示牌：同步設置登山口告示牌，讓山友進入此路線可以獲得最詳盡之資訊。 

6. 提供開放資料：相關單位提供步道路線及里程、山域搜救之山域事故熱點（坐標）作為開

放資料，俾利山友使用，或請山友現場標定相關坐標上傳魯地圖社群協助更新。 

7. 通訊業者測試：山徑標示系統完成後，應請電信業者前往進行專業測試。 

8. 通訊業者設牌：經確穩定之通訊位置，並與里程位置或相關重要牌誌搭配，施作釘牌、標

定和紀錄工作。 

9. 登山口告示牌：更新登山口告示牌，讓山友進入此路線可以獲得原先山徑標示之資訊外，

還有通訊位置資訊。 

10. 提供開放資料：相關單位提供步道沿線通訊位置(坐標)作為開放資料，俾利山友使用，或

請山友現場標定相關坐標上傳魯地圖社群協助更新。 

11. 後續維護更新：山徑及通訊標示系統設立後，希望透過民間團體與公部門的合作模式，進

行持續性的常態維護機制，配合教育訓練推廣，藉由民間團體的參與，從定期或不定期的

登山協會的年度路線安排，來提升巡視次數與維護次數，讓山徑及通訊標示系統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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