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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因為登山觀光化的關係，許多民眾參考網紅拍攝照片、影片、撰寫部落格專文推薦

之登山路線而規劃行程，卻因對於山域環境與自我能力沒有充分認知而導致意外發生。以 2020

年山域事故案件為例，事故熱點則集中於中級山（如加里山，劍龍稜）及名勝景點（如谷關

七雄、玉山及合歡山等）；分析民眾求援態樣，迷路及遲歸（失聯）占近五成為最大主因，推

測應與山友經驗不足及攜帶裝備不夠周全有關。 

  去年（2022 年）11 月山林開放政策檢討，立法委員王婉諭建議政府應提供完善登山資訊，

包含路線總類、總需時間、交通方式、安全資訊及困難等級等，讓民眾在登山前可做完善規

劃與準備降低山域事故；實際上政府官網上多有揭露相關資訊，但是訊息五花八門，民眾難

以精準查詢安全資訊，以至於很難去檢視自己對於欲前往步道是否有做好充足準備。 

  因此，針對熱門的山徑或步道，戶外安全推廣協會與農業部林業及自然保育署合作，以

登山者角度出發，設計一份以「安全資訊與行前準備」登山步道安全資訊指南書，揭露登山

路線的沿途地形、山域事故熱點、高度剖面圖與步道路況資訊、登山安全守則，並提供標有

重要資訊之軌跡檔。透過以上系統性的資訊，新手得以事先了解步道路況，按部就班做好登

山行程規劃，提升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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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再出發!」給新手的步道安全資訊指南	
林宛柔、吳采宸 

壹、前言 
  臺灣是群山之島，壯美的自然環境向來是極具吸引力的觀光遊憩資源。2019 年行政院推

動「開放山林」政策，加上 COVID_19 疫情衝擊影響，台灣登山人口急速增加，而山域意外

事故也成顯著性成長。內政部消防署公布的《110 年山域事故案件概況》顯示出山域事故發生

總人數在 2020 年與 2021 年分別為 655 人和 566 人；而發生總件數在 2020 年為 454 件，2021

年為 398 件，皆創下歷史新高；對比 2019 年發生總人數與總件數分別為 262 人、207 件，平

均高出約兩倍（內政部消防署，2021）。 

  分析事故頻增主因，多屬民眾輕忽事前準備，如未穿著適當衣物鞋子導致創傷，未攜帶

足夠糧食飲水導致虛弱、脫水、中暑等情節，並衍生報案時緊急求援態樣與獲救時狀態不符，

或趕不上旅遊行程，貪圖救護車後送、救援人員揹負下山等浮濫求援情節。此外，台灣的中

級山山徑錯綜複雜、氣候多變易起霧，如果民眾沒有做好萬全準備就上山，相當容易發生迷

途等事件。若無法適時跟外界取得聯繫、或是連繫後無法提供確切座標，加上多數人迷途後

的直覺反應就是往下坡、溪谷走，這些行為皆會讓搜救行動變得更加困難（蔡明奮，2021）。 

  登山新手教育與配套安全登山措施刻不容緩，無痕山林準則第一條為「事前充分的規劃

與準備」，若山友在出發前皆確實做好功課，理解欲登山路線的沿途地形、潛在風險，並蒐集

相關資訊，為自己的登山行為負責，方能有效降低登山風險。 

貳、步道安全資訊指南內容概述 
  本計畫以登山者角度出發，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之國有

林自然步道與熱門山徑，選取 10 條許多網紅拍攝照片、影片、撰

寫部落格專文推薦之登山步道或是山徑，也是意外事故的熱門區

域，如圖 1 所示，進行實地踏勘，更新最新路況資訊，揭露相關

安全訊息與事前準備注意事項。民眾在出發前只要在山林悠遊網

網頁一鍵下載此圖文並茂之步道安全資訊指南，便可事先了解步

道沿途地景風貌、獲取軌跡檔案，並依據文件資訊規劃行程。從

此以後，登山不再是說走就走，毫無準備的旅程。 

 
A.北插天山登山步道     B.福巴越嶺國家步道 
C.霞喀羅國家步道      D.加里山登山步道 

(含鹿場線及大坪線) 
E.唐麻丹山步道及八仙主峰步道 O 型縱走 F.郡大山登山步道 
G.水漾森林(含眠月線、豐山線及杉林線) H.北大武山步道 
I.浸水營古道(前段、東段、西段)   J.能高安東軍登山路線 
 
圖 1 預計現勘路線之地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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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步道安全資訊指南課題與對策 

一、主要山域意外事故成因分析 
  登山事故風險乃發生在預定行程中，遭遇突發事件而未能如期歸返者，如環境因素中因

天候欠佳，或地形路徑變動造成落石、山崩而墜崖跌落，或判斷錯誤造成迷途失蹤、寒濕失

溫或傷病造成傷亡，或遭遇動物傷害等。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10 年山域事故案件概況》統計

指出，2015 年到 2021 年山域事故求援樣態排名依序為：迷途與失聯(43%)、創傷(20%)、墜谷

(11%)和疾病(11%)（內政部消防署，2021）。 

  若就事故族群分析，則最大宗事故族群自組隊伍多為民眾親友或網路組團，自組團體其

中這一類活動團隊成員彼此素質參差不一，團體缺乏照應，甚至有部分商業團體業者，為趕

行程發生拋棄團員情事，以致發生次數攀高；而依 2015 年至 2010 年間全國山域事故救援案

件之年齡層分析，以 50 歲至 59 歲間中高齡者發生事故機率為高，其中又以迷路或遲歸占 59%

比例最高，其次為疾病、創傷與疲勞。山域意外事故有 70%發生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行政轄

區內，其中又以加里山、谷關七雄等大眾化路線為主，顯示國人容易輕忽登山安全（蔡明奮，

2021）。 

  迷途事件發生主要原因在於民眾不熟悉路線與行程、導航定位不嫻熟、山林經驗不足、

事前準備不及就貿然上山。創傷主要是當事人因現地地形（如濕滑、岩盤破碎、土質坍塌）

及重心轉移（如背負重裝跨越困難地形）導致踩空及滑落，造成創傷甚至墜谷；然而也有一

部分原因來自民眾輕忽（如未穿著適當衣物鞋子導致創傷），或僅因腳底破皮、瘀青、軟組織

受傷等非緊急創傷事件動則求援，致使救援單位疲於奔命。墜谷主要是因為地形陡峭、地質

碎裂、土質坍崩及結冰滑落等山域自身潛藏風險因素所致。 

二、登山環境危險因子與預防措施 
  山林開放的核心精神，是政府不因風險限制人民入山，將風險判斷的責任交由登山者自

負，因此，評估風險就成為登山者在這個時代，最迫切需要的能力。風險衡量的基礎是充分

的資訊，要對即將前往的登山路線有充分認識，才有做評估的依據（張元植，2021）。 

  山域活動的風險因子可分為自然環境（客觀）和登山者/團隊（主觀）兩大項目，每一項

目還可再細分為天候、地形、身體、心理、團隊等因子（張宗昌，余智生，解德春，2007）。

主觀因子隨著每個登山者能力與每支隊伍的隊員組成而有所不同；但是在客觀因子上，若民

眾在事前可以掌握路況、天氣、通訊等資訊，並做好相關準備，則可降低發生山域意外事故

機率。舉例而言，若民眾知道欲前往步道有破碎地形，則可以藉由攜帶適當裝備、熟稔繩索

確保系統與攀登技術、結伴同行等方式，避免發生墜谷意外；此外透過了解步道地形、里程

與高度差，也可以判斷團隊與自身的體能而擬定登山行程計畫。 

  風險管理的目的，是試著將活動產生的效益與風險取得平衡，在身心財及相關損失產生

前或產生時，能夠消弭或是停止，降低進一步可能擴大的災害。而在登山風險管理策略中，

包括如何風險規避、風險承擔、如何風險轉移與如何降低風險等（蔡奕緯，2021）。本安全資

訊指南透過現地調查並公開熱門山徑步道路況、揭露易造成人員發生迷途、墜谷等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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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提醒山友應注意和確認事項，便於民眾從事活動前查詢、準備及迴避潛藏風險地帶，

期能幫助山友可以有效降低風險，或是在活動中確實掌握可能發生之狀況，將風險控制在可

以掌握的範圍內。 

  登山風險類型與其可能會造成意外事故，以及本指南擬提供之資訊如表 1 所示： 

表 1 登山活動危險因子、意外事故類型及預防措施 

自然危險因子 

危險因子 主要意外事故類型 指南預防措施 

天氣如寒流、豪雨、冰雪等 失溫。 裝備清單與建議健行季節。 

地形如落石山崩、碎石陡坡、溪

流、原始森林等。 
墜崖或溺水。 

路況說明、裝備清單、危險(過

溪)地形標註。 

動物性傷害 動物或昆蟲咬傷。 
於事故熱點現地勘查後標註說

明、建議健行季節。 

步道與設施狀態 失足創傷。 路況說明。 

人為危險因子 

行程規劃欠缺周詳 疲勞、遲歸。 
高度剖面圖、路線距離、分段檢

查點與建議行進時間。 

登山風險認知不足(裝備與知能

不足) 
迷途、失溫、遲歸。 

裝備清單、軌跡檔下載、分段檢

查點。 

隊伍管理不佳(未能掌握全體成

員體能、技術狀況) 
迷途、脫隊。 

軌跡檔下載、第三方留守平台申

請。 

三、國外案例參考 
紐西蘭經典步道(Great Walks) 

  紐西蘭為健行觀光大國，步道與保護區轄管機關 DOC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保育

部)特別挑選全國 10 條具代表性的多日健行步道作為國家經典步道(Great Walks)，向全世界遊

客行銷紐西蘭健行文化。經典步道在紐西蘭步道分級制度中屬於簡單的多日健行步道(Easy 

Tramping Walks)，每年在健行季節吸引全球上萬名遊客前來探訪。為幫助民眾於出發前對於

健行步道有基礎認知，保育部製作了圖文並茂之行程資訊提供給民眾參考，其中包含自然步

道概要說明、基礎資訊、地形剖面圖與沿線基礎設施、步道分段圖文說明與、交通資訊、路

線軌跡、山屋申請資訊、行前準備注意事項、安全說明與無痕山林守則。民眾在尚未抵達目

的地前，即可藉由此文件資訊對於欲前往之步道有一清楚認知，以及為目的地的潛在風險做

一預防準備(Great Walk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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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紐西蘭保育部經典步道(Great Walks)安全資訊指南，提供包括步道概要、基礎資訊、 

高度剖面圖與路況說明、地圖、住宿地點、事前準備等安全資訊與注意事項。 

肆、步道安全資訊指南-從規劃到執行 

一、設計重點與格式說明 
  「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是山行前最重要的工作，登山者需要了解步道基礎資訊包括

路線距離、高度剖面、沿途設施、山域事故熱點、特殊地標等，步道沿線以照片搭配文字說

明方式，讓山友事先對於所走步道可能會遭遇之地形、植被等有所了解與準備，以做好風險

管理，降低形成風險；此外，在每一條步道的登山安全資訊指南中，也會提供該條步道的交

通資訊與住宿或宿營申請說明、裝備清單、留守服務申請、環境倫理宣導等事項，讓新手山

友可按圖索驥確認登山前的準備是否完善，也希望可以提升台灣登山環境素質，培養民眾風

險自負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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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繪製以「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數值地形模型資料」、魯地圖等高線地形圖為參考圖資，

提供正確且容易閱讀之地圖資料並繪製步道路線圖；繪製地形剖面圖，並於其上標示重要資

訊，以利山友評估自身體力，規劃每日的登山行進距離。 

  10 條步道的安全資訊指南擬以相同版型，但針對步道特性做細節調整，以利民眾閱讀；

此外，在版型設計上，以方便民眾於電腦、手機等即時閱讀，或是下載後方便列印為原則。 

二、山域資訊公開透明 
  登山及戶外活動首重安全，為提升民眾安全意識，政府在「山林開放」政策後，就積極

改善山區通訊，並在步道現地進行通訊點、救援樁、防迷走警示等硬體改善；消防署也公開

2019 至 2021 年山域意外事故清冊，內容包含意外事故類型與點位。然一般大眾不容易查找

或是整合此類與登山安全的相關資料，以至於在事前準備上或有疏漏。因此，團隊在現勘前

除研讀官方與民間之步道說明，也蒐集消防署山域事故點位與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通訊點位等

政府平台公開資訊，並整合至現勘紀錄表中；現勘成員在步道踏查時記錄現地狀況與設施，

針對事故熱點檢視周遭環境、通訊點位測試網路品質；現勘後整理軌跡檔並清楚標示點位，

揭露每一條熱門步道之風險因子，以期民眾可以在登山前查詢步道路線及地圖，深入了解該

步道的地形、里程及高程差，考量步道難易度及自身體能，確實做好風險管理，準備好再出

發。 

1.山區手機可通訊點 

  採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112 年 6 月 12 日於官方網站上公告之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山

區手機可通訊點標示資訊（更新至 112 年 5 月），全台共計設置 1,137 面（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山區手機可通訊點標示資訊，2023）。該資料標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山區手機可通訊參考點，

提供資料欄位包含：序號、步道名、標示地（標示牌地點描述）、縣市、TWD97/121 分帶坐標

系統 X 坐標與 Y 坐標、WGS84 坐標系統東經 X 坐標與北緯 Y 坐標)、中華電信通訊、遠傳

電信通訊、台灣大哥大通訊、台灣之星通訊、亞太電信通訊等資訊，然通訊易受山區地形、

氣候、電力供應等因素影響品質。除此之外，地圖產生器的電信業者訊號圖也作為電信通訊

參考輔助資料。 

2.山域意外事故點位 

  採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網站，由消防署所提供之 2019 年至 2021 年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

清冊（108 年至 110 年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清冊，2021），檔案之資料欄位包含縣市別、報

案時日、搜救時間、結案時間、超過 48 小時案件（是/否）、山域名稱、山域管理（制）、入山

口、目的地、出山口、座標、發生主因、消防單位出動人-轄區消防單位、消防單位出動人-鄰

近支援單位、警察出動人次、國家公園管理處出動人次、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出動人次、民間

搜救人次、國防部海鷗直升機出動架次、空勤總隊直升機出動架次、搜救犬出動次、無人空

拍機出動架次、是否違反相關登山法令、被救者人數-死亡、被救者人數-獲救、被救者人數-

健康狀況、被救者人數-失蹤、備註（是/否送醫）。 

  團隊在檢視山域意外事故原因後，篩選出包含迷途（路）、墜谷或創傷、動物或昆蟲攻擊

等受環境影響之山域事故類型，以 WGS84 座標格式提供給現勘人員該山域意外事故之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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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請其在現勘時特別註記周遭環境，並於步道安全資訊指南中揭露，讓民眾事先知道並

留意周遭環境，做好山行前準備。 

  以北插天山登山步道為例，將山區手機可通訊點標示資訊、山域意外事故點位，以及 KML

軌跡檔案匯入離線地圖 APP 後，如圖 3 所示。藍色線條代表欲現勘路線、綠色水滴表示 2019

年至 2021 年消防署統計山域意外

事故點位，電塔圖像則代表山區手

機可通訊點點位，工作人員即可在

出發前事先了解該步道於現勘時

應該注意的周遭環境、測試通話的

點位等。 
圖 3 北插天山現勘軌跡檔、山區可

通訊點位、山域意外事故點位。 

三、步道安全資訊指南內容規劃 
  以「登山安全」為主要訴求，從登山行前準備與規劃的角度出發，揭露步道的基礎資訊

與路況說明，讓民眾在出發前即對現地的地景、植被有初步概念。其他相關資訊包含交通、

營地申請、航跡、裝備清單等四散在各處的資訊也都會整合於此計畫書中，幫助民眾按部就

班做好行前準備；登山安全守則與資訊則是幫助民眾再次檢視計畫，提升風險意識，環境倫

理則提醒民眾如何確切落實無痕山林。此指南內容包括： 

1. 步道基本資訊：步道名稱、步道難度、步道距離、步道型態、建議健行時間、適合健行季

節。 

2. 步道整體概述：包含但不限於步道亮點、步道型態、步道牌誌標示、路面狀況、山域意外

事故熱點、通訊狀況、天候風險等。 

3. 步道安全資訊：針對該步道之路況地形、通訊狀況、天候特色等，給予登山者行前說明與

分段檢查點的提醒。 

4. 交通、住宿與申請資訊：交通接駁、山屋營地住宿、自然保護留區申請等。 

5. 登山安全守則：規劃行程、安排留守、留意天氣、知曉極限、備用裝備。 

6. 環境倫理說明：宣導於該步道落實無痕山林的具體作法，減低戶外活動的環境影響衝擊，

保護在地文化與自然生態。 

7. 步道地圖：包含標示步道所在之位置、步道周圍村落與觀光景點、公路、溪流、山頭、自

然保留區範圍的大範圍地圖；標示登山路線、周圍山徑步道、主路線之重要設施與自然景

點，底圖以等高線搭配地形圖顯示山形地貌的步道路線圖；標示登山路線高度落差、沿途

重要設施、山頭、危險路段、距離與建議健行時間的高度剖面圖。 

8. QR Code 下載：針對現勘軌跡檔、裝備清單、第三方留守平台等，需下載並於離線地圖 APP

使用、表格清單，或是服務平台提供 QR Code，如此不僅方便民眾即時下載與使用，也方

便管理者於日後更新即時且合適之檔案予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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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道安全資訊指南排版設計 
  此計畫書之出版目的是希望民眾在出發前，即可在線上閱覽欲前往步道路況資訊與安全

提醒，以期提早作好登山行程規劃準備，降低風險。因此，美術編輯在圖文編排與圖像解析

度上，即以線上閱讀或是下載至電子產品閱覽的規格為主。版面設計說明如下： 

  封面刊載步道名稱、所在之步道位置、步道分級、步道距離、建議健行時間與合適健行

季節，並搭配步道特色地景之圖片作為封面照片。 

  跨頁設計將路況說明、照片與步道高度剖面圖做相對應，民眾在出發前即可對於該路線

的爬升高度、距離、建議健行時間與沿途路況做相映照，民眾除可對欲前往地點的可能潛在

風險因子有所心理準備，更可以依此指南的建議做登

山行程的分段檢查點，若當實際健行時間遠超過指南

建議時間，則應自行評估撤退，避免摸黑造成山域意

外事故。以大小尺度地圖搭配交通說明與住宿/保留區

申請，並提供相關安全說明事項與實用清單連結。 

圖 4 步道安全資訊指南排版設

計，包含步道基礎資訊、特色

概要、高度剖面圖、距離與建

議時間、分段檢查點與路況說

明、地圖、交通資訊、安全守

則與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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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資訊指南執行時難處與對策 
  1.資訊完整性與取得之便利性：於政府開放平台資料庫取得消防署 2019 年至 2021 年山

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清冊與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現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山區手機可通訊點標

示資訊兩項重要資料。前者透過簡單統計分析可以顯示山域事故熱點，幫助現勘人員留意現

場狀況並回報；後者現勘人員可於現地測試通話品質。若可以直接做成點位圖層（而非單以

Excel 表單呈現），將有助於山友行前規劃與準備；此外，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清冊僅有近

三年的資料，雖說近三年因登山人口大增而山域事故也呈爆炸性成長，但若能有更長時間和

即時的資料數據參考，則可幫助團隊於現場勘查時紀錄，並於指南上提醒民眾注意相關風險。 

  2.現勘路線確認：台灣登山風氣旺盛，中級山徑路線眾多錯綜複雜，因此在勘查路線確認

上需要所有相關單位取得一致共識。以此次進行調查之 10 條步道為例，若為山林悠遊網上之

自然步道，則以網頁資訊路線路線為主；然若非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列管之熱門山徑，則須經

由內部會議取得共識後方能執行。而路線選定則以大眾化、山域事故熱點之熱門山徑為主，

希望透過宣導讓一般大眾可以更認知到登山風險以及該如何準備。 

  3.雨季、路況與必要行政協助：10 條步道需在 6 至 10 月踏查完成並提供圖、文與軌跡檔

案，其中有 3 條行經自然保留區、2 條須登記山屋/營地申請，而有 3 條目前有道路封閉、施

工等告示，這些都必須與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保持聯繫並請求必要之行政協助，才有可

能順利完成。此外，6 至 10 月是台灣的颱風季節，除有豪雨可能影響路況，山區也時常下午

後雷陣雨，考驗團隊的現勘與行政協調能力。 

伍、結語 
  本安全資訊指南目標為對於登山健行活動有興趣之一般大眾/新手山友。根據內政部消防

署山域意外事故資訊統計，迷途與失聯占近五成，其次為受傷與墜崖，疾病、環境急症（高

山症、失溫等），亦不在少數，其中，又以迷途與失聯最容易預防。迷途/失聯發生原因主要是

事前準備不足、高估體能狀況、低估路線難易度，以及未訂定撤退時間而摸黑。若山友可以

於事前閱讀安全資訊指南，研究地圖、登山路線與行程規劃，按部就班準備登山裝備、下載

軌跡檔於手機離線地圖、事前申請留守服務並於行進中按時回報等，即可以有效降低風險。 

  山林悠遊網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森林育樂場域官方網頁，全台喜愛健行民眾在規

畫行程時多會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而這份步道安全資訊指南，則綜整所有與該步道相關之重

要資訊與行前應準備事項，幫助山友在茫茫的資料海中定錨，按圖索驥規劃一個安全的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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