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四章 遊憩資源與旅遊活動 

第一節 遊憩資源之分佈與發展 

雪霸國家公園屬山岳型國家公園，園區內以雪山及大霸尖山最為著名，而圍

繞於四周 3,000 公尺以上之高山林立，不但具有特殊的地理環境和地形景觀，更

具有特殊的地質背景。本園區內由於地形複雜、落差大，不但孕育出繁複的植物

群落，同時也提供動物生長繁衍的環境。山高谷深的地形減少了人為的干擾，復

以森林保護得宜，因此甚具原始性，景觀及生態環境保持良好。更由於本島造山

運動遺留的褶皺、斷層痕跡處處可見，亦深具知性、感性之美，適合國民教育、

學術研究及遊憩等活動。 

基於保護國家自然風景、生態體系或地形、地質等特殊景觀資源與遊憩活動

安全的考慮，參考 83 至 87 年度委託研究「雪霸國家公園災害敏感地區之調查與

防範研究(武陵地區、觀霧地區、雪見地區、大雪山地區)」成果，本區不適宜高

密度的土地利用方式。為了有效的維護本區的自然特色與滿足人們的遊憩需求，

可將全區依環境現況配合地理特性與遊憩體驗區分為武陵四秀、雪山、大劍山、

大雪山、雪見以及大霸尖山地區等 6 區（參閱圖 4-1 雪霸國家公園遊憩資源分

區），各區的特性分析如後(參閱表 4-1 雪霸國家公園遊憩資源分區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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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憩資源與旅遊活動 

表 4-1 雪霸國家公園遊憩資源分區說明表 

 

4-1-1 武陵四秀地區 

位置 

 位於計畫區東側，北以塔克金溪，南以七家灣溪為界，包括武陵

四秀(品田山、池有山、桃山、喀拉業山)、羅葉尾山等山峰，以

及周邊之自然環境。 

可及性 

 遊客可從宜蘭經中部橫貫公路宜蘭支線(台 7甲線)或由東勢循中

部橫貫公路(台 8線)在梨山接宜蘭支線可達武陵，再利用登山步

道健行至桃山瀑布或攀登品田山、池有山、桃山及喀拉業山等山

峰。 

 88 年 921 大地震造成中部橫貫公路(台 8線)谷關至德基段中斷，

東勢至梨山以台 14 甲線為替代道路。 

景觀因子 

一、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地形地質景觀。 

二、七家灣溪河谷以及桃山瀑布景觀。 

三、二葉松林、鐵杉、冷杉林型景觀，冬季闊葉樹變色、落葉景觀。

四、瀕臨絕種魚類- 台灣櫻花鉤吻鮭。 

限制因子 

一、武陵四秀屬中級高山攀登路線，隊伍在攀登前需有充分之體能

訓練、完善裝備及登山計畫。 

二、本區公廁、山莊等大眾化服務設施設置不易，且位於台灣櫻花

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為維護鮭魚棲地環境，必須限制遊

客人數及活動範圍。 

土地利用 

一、本區海拔 1,000 至 3,200 公尺有大面積松林分布(尤其是南面向

陽坡)，冷杉、鐵杉林則以海拔 2,000 至 3,500 公尺為主要生育

地。 

二、全區除七家灣溪沿岸之造林地外，其餘均屬未經破壞之原始國

有林班地。 

設施現況 

一、武陵山莊備有住宿設施。 

二、新達池山屋、桃山山屋。 

三、武陵四秀（品田山、池有山、桃山及喀拉業山）登山步道、桃

山瀑布便道、桃山防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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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雪山地區 

位置 

 位於計畫區中央偏右，東以七家灣溪為界，南以四季郎溪為界。

包括雪山主峰、雪山東峰、雪山北峰、志佳陽山及圍繞周邊原始

山區。 

可及性 

一、遊客可由宜蘭羅東經中橫公路宜蘭支線(台 7甲線)或從東勢卓

蘭循中橫公路(台 8線)接中橫宜蘭支線(台 7甲線)抵達武陵，

欲登山者可由雪山登山口攀登雪山主（東）峰及翠池等。88 年

921 地震造成中橫(台 8 線)谷關--德基段中斷，以東勢至梨山轉

行台 14 甲線為此段替代道路。 

二、從環山部落進入本區可溯四季郎溪(司界蘭溪)攀登志佳陽山至

雪山主峰。 

景觀因子 

一、本區高山環境屬雪山山脈地壘區，其中雪山主峰海拔 3,886 公

尺為臺灣第二高峰，並有高山湖泊-翠池。 

二、氣象變化產生之雪景及四季不同之植物色彩。 

三、攀登雪山主峰途中經本諾夫山可觀賞白木林、冷杉、玉山圓柏

等純林，沿線尚可以觀察到高山鳥類、哺乳類動物等。 

限制因子 
 全區均屬原始自然環境，地形陡峻，在生態保育及登山安全之前

題下，大眾化服務設施設置不易，必須執行承載量之限制。 

土地利用 

一、七家灣溪以西的農墾地目前為武陵農場經營，其中有 8.1 公頃

為本處回收造林土地，四季郎溪(司界蘭溪)下游兩岸有小規模

農業開墾，其餘均屬未經破壞之原始國有林班地。 

二、海拔 1,000 至 2,500 公尺為針闊葉混淆林，海拔 2,500 公尺以

上為針葉林。 

設施現況 

一、國家公園設置之遊客中心、管理站及武陵警察小隊。 

二、行政院國軍退除官兵輔導委員會武陵農場設有武陵賓館提供住

宿服務。另有武陵富野渡假村。 

三、雪山主峰線有七卡山莊、三六九山莊、翠池山屋及生態廁所，

志佳陽登山沿線有避難小屋，聖稜線有素密達山屋、雪北山屋。

四、健行步道、登山步道、停車場、指示牌、解說牌及雪山東峰停

機坪等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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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大劍山地區 

位置 

 位於計畫區南側，東以四季郎溪為界，西以志樂溪為界。包括大

劍山、劍山、佳陽山、椎論山、油婆蘭山、武加加難山，以及周

圍之自然環境。 

可及性 

 可由東勢循中部橫貫公路(台 8線)經仁壽檢查哨進入登山口，攀

登椎論山、油婆蘭山、佳陽山、大劍山及劍山等山峰。出入本區

以攀登高難度山峰之登山者為主。88 年 921 大地震造成中部橫貫

公路(台 8 線)谷關至德基段中斷，東勢至梨山以台 14 甲線為替代

道路。 

景觀因子 

一、大劍山、劍山、椎論山之地形地質景觀及佳陽山峭壁景觀。 

二、雪景、油婆蘭山之高山草原景觀。 

三、分布於本區之冷杉、鐵杉、玉山圓柏、二葉松等森林景觀及孕

育其中之動物、植物資源。 

限制因子 

一、全區為雪山山脈南支稜，地勢陡峭、地形高聳，水源缺乏、冬

季積雪，在生態保育及登山安全之前題下，大眾化服務設施設

置不易，必須執行承載量之限制。 

二、大小劍線屬困難度較高之長程縱走路線，非具有相當體能、經

驗、裝備及計畫，不能前往攀登。 

土地利用  全區為未經破壞之原始國有林班地。 

設施現況  大小劍線登山步道、防火線及指示牌。 

 

4-1-4 大雪山地區 

位置 

 位於計畫區西南側，東以志樂溪為界，西以大雪山 210、230 林道

為界。包括火石山、頭鷹山、大雪山、中雪山、唐呂山等山峰，

以及周圍之自然環境。 

可及性 

 遊客可由東勢沿大雪山 200 林道，經 210、230 林道進入本區，喜

愛高難度登山活動者，可由登山步道攀登中雪山、大雪山、頭鷹

山、火石山及唐呂山等山峰。88 年 921 大地震造成大雪山林道嚴

重受創，目前大雪山 200 林道已修復。 

景觀因子 

一、本區屬雪山山脈之大雪山支稜，雄偉壯觀。 

二、大雪山之高山草原景觀，鐵杉、冷杉等森林景觀，以及冬季雪

景、四季變化之氣象景觀。 

三、沿著大雪山 210、230 林道行走，可以觀察到帝雉、藍腹鷴等瀕

臨滅絕之珍貴鳥類及山羊、山羌、獼猴等哺乳類動物。 

限制因子 一、大雪山 210、230 林道路況不佳，且部分區域地質脆弱，加上地

 4-4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震及天候後因素，路旁時有坍方發生，使行車受阻。 

二、本區屬雪山西稜線，為困難度較高之長程縱走登山路線，需有

較好之體力、經驗、裝備及計畫始能前往。 

三、本區地勢崎嶇、水源不足、冬季積雪，各項服務設施設置不易。

在生態保育及登山安全之前題下，必須執行承載量之限制。 

土地利用 
 海拔 2,500 公尺以下，均已進行林木施業，目前正執行造林撫育

工作。海拔 2,500 公尺以上為未經破壞之原始國有林班地。 

設施現況  登山步道、解說牌及道路指示牌。 

 

4-1-5 雪見地區 

位置 

 位於計畫區西側，北以雪山溪連接北坑山為界，南以大雪山 210、

230 林道為界。包括西勢山、老松山、合流山、南坑山等山峰，

以及周圍之自然環境。 

可及性 

 遊客可經由台 3線或 72 號快速道路至苗栗大湖、汶水等地，銜接

苗 61 經新興(司馬限)、梅園、二本松至雪見進入本區，再前至司

馬限林道或北坑溪古道，或可由台 3線至卓蘭後經白布帆大橋、

東崎路、士林、象鼻、梅園進入本區。 

景觀因子 

一、雪見遊憩區與司馬限林道東側可眺望雄偉俊峭雪霸聖稜、大雪

山稜脈景觀，及大安溪河谷景觀。 

二、區內原始林區可觀察二葉松、鐵杉、檜木等針闊葉林景觀與其

間孕育之野生動物棲息生態。 

三、除了美麗山林景致與多元生態環境，早期泰雅族聚落與人文史

蹟分佈，豐富雪見地區可看性。 

限制因子 
一、司馬限林道部分區域地質脆弱時有坍方，維護不易。 

二、聯外道路狹窄，進出不便。 

土地利用 

三、除雪見附近因造林改變原有林相外，其餘多屬未經破壞之原始

國有林班地。 

四、部分地區規劃為雪見遊憩區，提供登山遊憩使用。 

設施現況 

一、雪見遊憩區設有管理站、遊客中心、停車場、林間步道與環境

解說設施。 

二、周邊園區外二本松解說站、松林觀景平台與雪霸國家公園界碑

觀景點設置。 

三、沿司馬限林道抵達東洗山步道及北坑山步道登山口。惟司馬限

林道目前道路狀況不佳，及北坑溪古道目前全線中斷並已公告

全線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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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大霸尖山地區 

位置 

 位於計畫區北側，東以塔克金溪為界，南以雪山溪連接北坑山為

界，包括大霸尖山、小霸尖山、加利山、江澤山、榛山等山峰，

以及周圍之自然原始環境。 

可及性 

 進入大霸尖山途徑有二：其一西北側利用大鹿林道東線經馬達拉

溪登山口上山；另外東南方可從武陵農場經池有山、塔克金溪前

往。 

 從竹東經五峰走大鹿林道進入觀霧地區，可至大鹿林道西線、樂

山林道進行健行與自然觀察。 

景觀因子 

一、大霸尖山與中央尖山、達芬尖山合稱臺灣三尖，為臺灣百岳之

一，也是聖稜線起點。 

二、除了台灣冷杉、鐵杉及檜木等原始森林景觀，亦有高山草原與

特有種植物-棣慕華鳳仙花。 

三、登山健行過程中，可觀察不同之蝶類、鳥類及嚙齒類動物。 

限制因子 

一、本區位於雪山北側，大部分屬原始山區，大眾化服務設施設置

不易。 

二、大霸尖山登山步道沿途水源缺乏。 

三、大鹿林道部分區域地質脆弱，常有落石情形，不易維護，影響

遊客安全。 

土地利用 

一、大鹿林道東西線沿線海拔 2,500 公尺以下因林木施業及造林，

已改變原有林相。海拔 2,500 公尺以上為未經破壞之原始國有

林班地。 

二、國家公園規劃觀霧遊憩區，提供大眾化入園觀景遊憩使用。 

三、林務局規劃以觀霧國家森林遊樂區為核心的高山生態旅遊遊憩

帶，提供自然生態觀察、氣象景觀欣賞、林業文化體驗以及主

題性環境教育活動。 

設施現況 

一、國家公園設置之管理站、遊客中心，相關觀景服務設施與休閒

步道設置及觀霧警察小隊。 

二、九九山莊備有住宿設施。 

三、避難小屋。 

四、大鹿林道、樂山林道、檜山巨木群健行步道、大霸尖山登山步

道、雲霧步道及觀霧停機坪。 

五、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設置觀霧行政管理中心、遊客中心、觀

霧山莊；登山步道包含檜木巨木群森林浴步道、觀霧瀑布森林

浴步道、榛山森林浴步道、賞鳥步道及蜜月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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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憩活動種類與分析 

園區內遊憩活動，可利用現有獨特優美高山地景與及人文聚落發展發景觀

察、健行、登山、環境教育與學術研究等活動類別(參閱表 4-2 遊憩活動類別分

析表)。有關遊憩活動建議茲分述如下： 

一、植物觀察 

在自然或低密度使用的環境中，配合適當的解說設計，讓遊客在觀察植

物群落的過程中，瞭解植被對自然界的影響以及其在生態體系上扮演的角

色。在各山峰、登山步道、山屋、道路附近等植被良好的地方都適宜從事這

類型的活動。 

二、動物觀察 

在自然或低密度使用的環境中，配合適當的解說設計，讓遊客觀察動物

棲息的情形，瞭解動物或昆蟲生態，培養尊重大自然與愛護野生動物基本態

度。通常在腹地平廣區域、植被良好與較少人為干擾地帶皆適宜從事此類型

之活動，如分佈園區登山步道、林道、森林等地區。 

三、特殊地景觀察 

本園區屬於高山型國家公園，除了高山峻嶺風景壯麗外，境內峽谷地

形、險峻斷崖、高山植群、原始林、草原等地貌與變化萬千的氣象，亦豐富

區內賞景、觀察體驗的價值性。因此藉由適當步道設施與具安全考量的自導

式解說系統完整規劃，促使遊客充分瞭解當地高山地景演化狀況與生態美景

欣賞體驗，以達成環境教育目的所在。 

本活動亦可與近年倡行之節能減碳單車旅遊結合，適時導入登山健行與

營區活動內，作為高山生態旅遊發展契機點。 

四、一般賞景觀察 

除了園區特有高山地景觀察外，區內其餘自然及人文聚落亦可發展為遊

憩觀察、體驗之對象。特別在文化、地景之賞景體驗活動，或人為的景觀都

可作為一般觀賞、瀏覽活動的對象，尤其是車道附近的地區，更是本類型活

動的主要運作區。由於此類型活動大多在交通方便的地區，遊客可以在短時

間內獲得自然的體驗，可伴隨攝影、寫生、健行等活動，是唯一與動力性車

輛並存的遊憩活動。在武陵、大鹿林道、司馬限林道等可行車的道路，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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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作乘車賞景的活動。 

五、賞雪 

賞雪對於生長在亞熱帶的臺灣人民，是一項新奇且令人驚喜的遊憩體

驗。雪山、大霸尖山一帶面迎東北季風的高大稜脈，在冬季常常留存大量的

積雪，本園區內武陵、觀霧、雪見等地均可眺望到雪景。 

六、攝影 

本園區內一草一木與一景一物，都是攝影的良好題材。不論是專業攝影

或簡易的生活照等，都可以滿足個人的遊憩體驗。而攝影活動除可配合各類

活動普遍進行外，並可依季節變化之不同自然生態對象為題材，定期舉辦攝

影比賽，以增進大眾對自然的興趣與知識。 

七、寫生 

除攝影之外，寫生亦為深刻體認大自然最佳方法之一。經由觀賞、靜心

思考等，可以觀察到更細微的事物，利用紙、筆等介質將個人腦海中的意象

傳達出來，可獲得更透澈的遊憩體驗。一般可配合健行、觀賞自然等活動適

時寫生，並可在園區內各景觀優美、展望佳之地區展開寫生活動，並辦理作

品甄選、展示活動，以提高參與興趣。除與健行配合之寫生外，本園區內適

合大規模寫生活動地區有武陵、觀霧遊憩區及雪見遊憩區。 

八、健行 

是一種大眾化且簡易的活動，以徒步的方式，沿道路或步道移動；或是

攜帶食物、日用品等遠離主要道路及人群，更深入的體驗自然環境。健行可

與動、植物觀察、攝影、露營等活動配合進行。沿著步道系統、森林浴步道

等，是健行的主要活動地區。 

只有短時間，可從事短距離步行，以鬆弛身心、尋求愉悅的簡易活動。

適宜在公園的服務區、邊緣地區、森林等具有清新空氣的寧靜環境中實施，

可以獲得景物觀賞、社交的機會等。步徑的舖面、附屬設施等須與整體環境

配合，並須避開噪音、蟲咬、動力性車輛的干擾，本園區內適宜的地區有武

陵、觀霧及雪見等地。 

若有較長時間，可以隨身攜帶數日份的維生用品，進入人跡罕至的原野

地，沿著步道解說系統從事各類的野地活動、欣賞周遭特殊自然景物，並獲

得適當的運動與認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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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露營 

暫時性的離開都市或人群密集處，攜帶營帳、睡袋、炊具等設備前往野

外過夜，享受孤獨、寧靜，並藉機參與其他的遊憩活動。露營的地點可選擇

平緩、避風、鄰近水源(但至少保持 100 公尺以上距離)處所，其簡易廁所的

位置須注意避免影響水源。要有相當面積的地區作原野式(低密度)與一般式

(中密度)露營，但兩者的地點不宜並存在一起。例如本園區內之武陵農場可

以發展一般式露營；登山步道通過的地區，如新達池、瓢簞池、翠池、推論

池等地點，可配合避難小屋作原野式的露營，但需嚴格防範環境的污染與破

壞。 

十、登山 

本園區的登山活動係沿著雪山山脈做放射狀攀登，集中在雪山和大霸尖

山一帶，只要有 3到 4天的假日，就可從事此項活動。其他山區因為路途遙

遠、地形陡峭，需要較佳的體力、裝備和時間，但仍吸引相當數量的登山隊

伍前來。本園區內大致可以依稜脈的走向分為雪山-大霸尖山、雪山-大雪

山、雪山-大劍山、雪山-志佳陽山、雪山-武陵四秀等 6大區 13 條主要移動

路線。 

十一、環境教育 

大自然的奧秘、動植物生態演育，或是其他的環境景象，可以利用摺頁、

解說手冊、照片簡報、影片欣賞、現場說明等方式作環境解說，提供遊客教

育、認知、增廣見聞的機會。本園區內的景觀資源富饒，可在遊客中心、遊

憩區、步道等地加強環境解說計畫及措施，使遊客能更深入的體驗大自然。 

十二、學術研究 

國家公園境內自然景觀與充沛高山生態資源，提供自然環境教學與生態

研究的最佳場所。為顧及安全性與研究者適應性考量，研究區有必要伴隨研

究對象差異進行調整。以中、小學戶外教學而言，傾向觀霧、武陵與雪見 3

個遊憩區相鄰地帶，以及國家公園邊境，較具完善安全設施區域為主，青年

學生就可以加上若干探險的成份，深入新達池、雪山、大霸尖山、中雪山等

地區作調查研究。而其中標本採集是收集動、植物、礦物、岩石等的標本以

供研究，使學術研究者獲得觀賞自然生態、教育、知識的機會。為了保護國

家公園區域內的自然資源，採集標本時應避免影響自然生態，除為學術研究

或管理上的必需，並經管理處的許可外，不可採集任何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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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遊憩活動類別分析表 

適合遊憩活動 

 

 

 

遊憩分區及據點 

植

物

觀

察

動

物

觀

察

特

殊

地

景

觀

察

一

般

觀

景

觀

察

賞

雪

攝

影

寫

生

健

行

露

營 

登

山 

環

境

教

育 

學

術

研

究

武陵四秀 

地區 

桃山瀑布 ＊ ＊  ＊  ＊ ＊ ＊     ＊  

池有山、品田山 ＊ ＊ ＊  ＊ ＊     ＊    

桃山、喀拉業山 ＊ ＊   ＊ ＊     ＊    

新達營地 ＊ ＊ ＊  ＊ ＊   ＊      

雪山地區 

七家灣溪沿線  ＊  ＊  ＊ ＊ ＊     ＊ ＊

武陵 ＊ ＊  ＊  ＊ ＊ ＊ ＊   ＊  

雪山主東峰線 ＊ ＊ ＊  ＊ ＊     ＊ ＊ ＊

翠池 ＊ ＊ ＊   ＊          

聖稜線 ＊ ＊ ＊   ＊     ＊    

志佳陽線 ＊ ＊         ＊    

大劍山地區 

油婆蘭山、椎論山 ＊ ＊         ＊    

佳陽山、劍山 ＊ ＊         ＊    

大劍山 ＊ ＊         ＊    

大雪山地區 

中雪山線 ＊ ＊      ＊   ＊    

頭鷹山、大雪山 ＊ ＊   ＊ ＊     ＊    

大雪山 230 林道 ＊ ＊    ＊  ＊     ＊ ＊

大雪山 210 林道 ＊ ＊    ＊  ＊     ＊ ＊

雪見地區 

司馬限林道 ＊ ＊    ＊ ＊ ＊     ＊  

北坑山步道 ＊ ＊  ＊  ＊ ＊ ＊   ＊ ＊ ＊

東洗水山步道 ＊ ＊  ＊  ＊ ＊ ＊   ＊ ＊ ＊

雪見 ＊ ＊    ＊  ＊     ＊ ＊

大霸尖山 

地區 

樂山林道 ＊ ＊  ＊  ＊ ＊ ＊     ＊  

觀霧 ＊ ＊  ＊  ＊ ＊ ＊     ＊ ＊

大鹿林道東西線 ＊ ＊    ＊ ＊ ＊     ＊ ＊

大霸尖山線 ＊ ＊ ＊  ＊ ＊     ＊   ＊

註：「＊」代表適合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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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憩資源發展潛力分析 

依循本計畫遊憩分區原則，分析武陵四秀地區、雪山地區、大劍山地區、大

雪山地區、雪見地區及大霸尖山地區六大分區遊憩景點、活動性質後，將園區內

可供作為遊憩之據點及資源特性、適宜活動項目與發展限制等分別說明如表 4-3

遊憩資源與發展限制分析表所述。 

表 4-3  遊憩資源與發展限制分析表 

4-3-1  武陵四秀地區 

遊憩據點 資源特性 適合活動 發展限制 備註 

桃山瀑布 瀑布景觀、俯視

七家灣溪谷地 

健行、攝影、寫

生、植物觀察、動

物觀察、一般觀賞

瀏覽、環境教育 

遊憩活動與台灣櫻

花鉤吻鮭生態保育

之平衡。 

已設置安全措施

及生態維護與保

育解說告示。 

池有山、 

品田山 

岩峰景觀、地層

褶皺、斷崖碎石 

登山、觀察特殊自

然景觀、植物觀

察、動物觀察、賞

雪、攝影 

屬山岳型攀登路

線，沿線腹地狹

小、山徑陡峭，需

顧及登山安全。 

完成步道整修、

解說設施、步道

指示牌、告示牌

及人數控制。 

桃山、 

喀拉業山 

高山箭竹草原、

山岳景觀 

登山、植物觀察、

動物觀察、賞雪、

攝影 

路途遙遠、眺望點

少、水源不足 

完成步道整修、

解說設施、步道

指 示 牌 、 告 示

牌、人數控制及

防火設施。已設

置山屋。 

新達營地 

 

高山湖泊、高山

植群 

觀察特殊自然景

觀、植物觀察、動

物觀察、賞雪、攝

影、原野式露營 

坡地、腹地有限、

水池易乾 

加強環境清潔管

理及宣導、宿營

地之管制措施、

防火措施。已設

置山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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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雪山地區 

遊憩據點 資源特性 適合活動 發展限制 備註 

七家灣溪

沿線 

瀕臨滅絕魚類

台灣櫻花鉤吻

鮭、溪流景觀、

高山植物景觀 

健行、攝影、寫生、植

物觀察、動物觀察、一

般觀賞瀏覽、環境教育

遊憩活動與台

灣櫻花鉤吻鮭

生態保育平衡。 

沿岸設有觀魚

台、告示牌及解

說牌示。 

武陵 文化遺址、植物

生態景觀、溪流

景觀、氣象景觀 

健行、一般觀賞瀏覽、

動物觀察、植物觀察、

攝影、寫生、環境教育、

露營 

農墾地發展改

變原有環境生

態 

已 設 置 管 理

站、遊客中心、

生態解說牌示

及污水處理設

施。 

雪 山 主

(東)峰線 

臺 灣 第 二 高

峰、冷杉生態林

體驗、特殊圈谷

地形、高山植物

景觀 

登山、觀察特殊自然景

觀、植物觀察、動物觀

察、賞雪、攝影、學術

研究、環境教育 

天候因素影響

登山活動 

已設置登山步

道安全系統、解

說設施，七卡山

莊及三六九山

莊 已 整 修 完

成，並設立高山

生態廁所及貯

水設施。 

翠池 高山湖泊、高山

植群 

觀察特殊自然景觀、植

物觀察、動物觀察、攝

影 

高山偏遠不易

抵達、冬季積雪 

設有簡易山屋

及高山生態廁

所。 

聖稜線 

 

沿線特殊圈谷

地形及地質景

觀、高山植物景

觀 

登山(高難度)、觀察特

殊自然景觀、植物觀

察、動物觀察、攝影 

路途遙遠、地形

險峻 

加強登山安全

設施、設有雪北

山屋及素密達

山屋。 

志佳陽線 高山草原、高山

植群 

登山、植物觀察、動物

觀察 

路途遙遠服務

設施設置不易 

已設置登山安

全設施、解說牌

示及防火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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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大劍山地區 

遊憩據點 資源特性 適合活動 發展限制 備註 

油婆蘭山、 

椎論山 

山岳景觀、高山

草原景觀、氣象

景觀 

登山(高難度)、植物

觀察、動物觀察 

 

天乾物燥、水

源缺乏 

整 修 登 山 步

道，加強防火

應變措施。 

佳陽山、 

劍山 

山岳景觀、氣象

景觀 

登山(高難度)、植物

觀察、動物觀察 

地形險阻、路

途遙遠而不易

攀登、水源缺

乏 

整 修 登 山 步

道，加強防火

應變措施。 

大劍山 整 修 登 山 步

道，加強防火應

變措施。 

登山(高難度)、植物

觀察、動物觀察 

地形險阻、路

途遙遠而不易

攀登、水源缺

乏 

整 修 登 山 步

道，加強防火

應變措施。 

 

4-3-4  大雪山地區 

遊憩據點 資源特性 適合活動 發展限制 備註 

中雪山線 高山植物景觀 健行、登山、植物觀

察、動物觀察 

腹地小、眺望

點少 

加 強 解 說 牌

示。 

頭鷹山、 

大雪山 

高山草原景觀 登山、植物觀察、動

物觀察、攝影、賞雪

山徑狹小、水

源缺乏、受天

候影響大 

加強登山安全

設施及生態解

說設施 

大雪山 230

林道 

瀕臨滅絕鳥類

( 帝 雉 、 藍 腹

鷴)、動物資源、

高山植物與特殊

林木景觀 

健行、植物觀察、動

物觀察、攝影、學術

研究、環境教育 

道路易坍方、

腹地小 

加 強 林 道 維

護。 

大雪山 210

林道 

瀕臨滅絕鳥類

( 帝 雉 、 藍 腹

鷴)、動物、高山

植物景觀 

健行、植物觀察、動

物觀察、攝影、學術

研究、環境教育 

道路易坍方、

腹地小 

加 強 林 道 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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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雪見地區 

遊憩據點 資源特性 適合活動 發展限制 備註 

司馬限林道 道路沿線眺望雪山
聖稜、動物資源、
變化萬千高山景
緻。 

自行車、健行、植
物觀察、動物觀
察、攝影、寫生、
環境教育 

腹地小、眺望
點少 

規劃為景觀道
路並完成解說
牌示設置及林
道維護。 

北坑山步道 沿途可觀賞雪霸連
峰及聖稜線，景觀
秀麗、人文史蹟。

登山、健行、植物
觀察、動物觀察、
攝影、寫生、環境
教育、學術研究

受司馬限林道
狀況所影響 

有昔日伐木留
下之木馬道、
完成告示及指
示牌設置。 

東洗水山步
道 

沿途可觀賞雪霸連
峰及聖稜線，景觀
秀麗。 

登山、健行、植物
觀察、動物觀察、
攝影、寫生、環境
教育、學術研究

步道較為陡峭
及受司馬限林
道狀況所影響

完成告示及指
示牌設置。 

雪見 瀕臨滅絕鳥類(帝
雉、藍腹鷴)、動物
資源、植物資源、
人文史蹟 

健行、植物觀察、
動物觀察、攝影、
學術研究、環境教
育 

道路易坍方、
腹地小 

設置遊客中心
與管理站。 

 

4-3-6  大霸尖山地區 

遊憩據點 資源特性 適合活動 發展限制 備註 

樂山林道 可眺望聖稜線，並
觀察高山植物、巨
木群、氣象景觀(日
出、夕陽) 

健行、植物觀察、
動物觀察、一般觀
賞瀏覽、寫生、攝
影、環境教育 

林 道 維 護 困
難、聯外道路狹
窄 

已開闢環形
步道及設置
指示牌、解說
牌示。 

觀霧 大鹿林道重要據
點，可眺望聖稜
線，並觀察高山植
物、稀有珍貴蝶類
寬尾鳳蝶、觀霧山
椒魚、瀑布、氣象
景觀(雲海) 

健行、植物觀察、
動物觀察、一般觀
賞瀏覽、攝影、寫
生、學術研究、環
境教育 

聯 外 道 路 狹
窄、林道部分區
域易坍方 

設 置 管 理
站、遊客中
心、解說設施
及停機坪。 

大鹿林道東
西線 

可眺望聖稜線，並
觀察高山植物、動
物、氣象景觀 

健行、植物觀察、
動物觀察、攝影、
寫生、學術研究、
環境教育 

聯 外 道 路 狹
窄、林道部分區
域易坍方 

加強林道維
護。 

大霸尖山線 高山草原、岩峰、
高山植物景觀 

登山、植物觀察、
動物觀察、攝影、
環境教育、觀察特
殊自然景觀、賞
雪、學術研究 

步道易受雨雪
沖蝕、天候因素
影響大、腹地
小、聯外道路部
分區域易坍方 

加強登山安
全設施、解說
牌及防火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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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憩資源與旅遊活動 

第四節 旅遊現況 

一、旅遊現況 

雪霸國家公園成立初始是為保護境內高山生態資源，爰此雪霸國家公園

也積極進行高山生態旅遊執行作業。目前，雪霸國家公園遊憩服務據點主要

依現況資源與聯外系統差異，規劃 3處遊憩區，包括雪見、觀霧、武陵等地，

目前已完成建置，並積極辦理細部計畫。現階段則由各權責單位經營管理

中。本計畫就前列之 3處遊憩區活動現況與遊憩性質分別陳述於下。 

(一)觀霧遊憩區 

觀霧地區因原始天然林風貌、氣象萬千之日出雲霧景觀，每年吸引近

10 萬名遊客前來賞景，已成為國人重要旅遊據點之一，其中大霸尖山（名

列臺灣 12 名勝之一的世紀奇峰）與觀霧、清泉風景特定區及五峰鄉賽夏族

原住民社區等地，成為國內盛名之森林遊樂景點之一。雪霸國家公園為使此

區遊憩資源能夠永續經營，同時兼顧自然生態保育維護工作，將此區規劃觀

霧遊憩區，並配合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之觀霧國家森林遊樂區遊憩經營業

務。 

觀霧遊憩區目前遊憩設施主要有遊客中心、管理站、警察小隊、停機坪

以及相鄰休閒步道。然因近年來颱風豪雨成災，常使當地唯一聯外之大鹿林

道受創，目前園區與新竹林管處已完成修復，開放供遊客使用。 

(二)武陵遊憩區 

武陵農場南谷土地已規劃為雪霸國家公園武陵遊憩區，並以生態保育、

資源解說與遊憩服務為其經營管理目標。現階段區內各項遊憩設施皆已規劃

興建完畢，成為本國家公園主要入口之一。武陵地區除了休閒農業亦兼具遊

憩功能，而國寶魚台灣櫻花鉤吻鮭更具生態保育上重要意義，吸引不少遊客

前來觀賞。 

(三)雪見遊憩區 

雪見遊憩區位於苗栗縣泰安鄉，居雪霸公園的西北隅，為雪霸國家公園

積極發展第 3 處遊憩區。「雪見」其盛名之處在於可觀賞大霸尖山到雪山十

餘公里長的聖稜線雪景，而充滿泰雅族人文色彩的部落社區更強化當地遊憩

特性。遊憩區以二本松為中心，循司馬限林道往北到北坑山沿途可看見美麗

的山景與多樣生態棲地，山間清新空氣，更令人神清氣爽，鄰近原住民風格

民宿與高山蔬果，使人品味遠離塵囂的清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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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表 4-4  雪霸國家公園遊憩區遊憩資源說明表 

遊憩區 
面積 

（公頃） 
地理條件 遊憩資源 服務設施 

觀霧遊憩區 29 

雪霸國家公園西
北端。由竹東接新
竹縣道122通往觀
霧地區入口處。 

當地早期為林務局造
林、伐林工作站。動、植
物資源豐富，高山景致壯
闊，可眺望岩稜高聳的聖
稜線景觀，是進行環境教
育、生態解說與教育的場
域。 

觀 霧 管 理
站、林務局新
竹林區管理
處觀霧行政
管理中心、觀
霧山莊、遊客
服務中心、登
山 健 行 步
道、停機坪。
 

武陵遊憩區 44.23 

雪霸國家公園東
南處。由中橫宜蘭
支線（台 7甲）至
武陵地區入口處。

七家灣溪流域沿線地
形、地質景觀、高山生態
棲地多樣性，豐富武陵地
區生態遊憩。台灣櫻花鉤
吻鮭棲地環境優美，適合
作為戶外環境解說教室。 

武 陵 管 理
站、遊客服務
中心、武陵賓
館、休閒健
行、登山步道
與觀景台。 

雪見遊憩區 9 

雪霸國家公園西
側。由台 3線或 72
號快速道路至苗
栗大湖、汶水，經
新興、二本松至雪
見進入本區，或由
台3線至卓蘭轉士
林、象鼻、梅園進
入本區。 

當地有豐富自然資然與
部落文化。登山健行步道
包含司馬限林道、北坑山
步道及東洗水山步道，另
有日治時期留下來的歷
史遺址。 

雪 見 管 理
站、遊客服務
中心、休閒健
行、登山步道
與觀景台。 

 

二、旅遊活動 

目前園區遊憩活動除了高山地景、生態體驗觀察外，亦包括賞雪、攝影、

寫生、健行、露營、登山、環境教育、學術研究等。遊憩活動範圍多以車行

可及之處，諸如武陵農場通往七卡山莊、三六九山莊、大鹿林道通往觀霧、

司馬限林道往雪見方向。 

無法行車的道路或地區，尤其是深山峻嶺，除原住民偶有行走外，必須

要有完備之登山裝備才能進入，活動性質需冒險與耗體力。此類活動區主要

以雪山為中心向外成六道稜脊延伸而出，其中雪山主(東)峰線、大霸群峰

線、武陵四秀線與聖稜線等登山路線最為熱門。 

本園區內的旅遊活動是在不違背保育的原則下進行，其旅遊活動的相關

設備、經營管理措施需與自然環境互相配合，以最少的建設，以期對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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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憩資源與旅遊活動 

態之干擾程度降至最低。 

第五節 旅遊模式 

雪霸國家公園遊憩模式可依交通工具與景點易達性概分為大眾乘車旅遊、遊

憩健行旅遊與高山攀登體驗三種不同旅遊模式。另外，伴隨人們對於環境生態保

育意識日漸提升之際，國家公園亦極力推廣深度生態旅遊模式，目的藉由實質環

境體驗過程，達到自然生態保育之環境教育意義，並尋求綠色價值觀點蛻變，提

升全民環境意識與環境倫理。以下將以大眾乘車旅遊、遊憩健行旅遊、高山攀登

旅遊以及深度生態旅遊四種不同旅遊模式分別陳列說明。 

一、大眾乘車旅遊 

大眾化乘車旅遊主要依賴區內對外聯絡系統。目前雪霸國家公園聯外道

路除了位處計畫區南緣，沿大甲溪帶狀分佈之中部橫貫公路（台 8 線），與

通往武陵遊憩區的橫宜蘭支線（台 7甲）外，亦包括觀霧地區聯外之大鹿林

道路網以及雪見遊憩區唯一聯外道路-司馬限林道為最佳乘車賞遊路徑，相

關乘車路線與沿途景觀說明茲分別陳述於下： 

(一)中部橫貫公路（台 8線） 

1.乘車路線 

(1)中橫公路（台 7線）：由臺中經南投草屯、埔里、霧社、合歡

山、大禹嶺、梨山接中橫宜蘭支線至武陵（921 地震後，中橫谷

關--德基段中斷，目前道路封閉，必須由埔里走台 14 甲線經霧

社、合歡山至大禹嶺達梨山，再轉接中橫宜蘭支線至武陵）。 

(2)中橫宜蘭支線（台 7甲）：由宜蘭或羅東經中橫宜蘭支線（台 7

甲線），經南山、思源埡口至武陵。 

(3)花蓮中部橫貫公路（台 8線）橫經天祥、洛韶、大禹嶺、梨山，

接中橫宜蘭支線至武陵。 

2.沿途景觀 

中部橫貫公路是進入武陵地區的重要通道，亦是乘車賞景好路線。

由東勢至梨山之處包括賞遊馳名的谷關溫泉、翠綠蒼勁的森林景觀與湖

光秀色的德基水庫和河階台地；另外，花蓮至梨山方向則可一覽聞名中

外的太魯閣峽谷地形，伴隨道路延伸直至武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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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二)大鹿林道 

1.乘車路線 

往竹東方向前進，接新竹 122 縣道往五峰、清泉至土場後前行大鹿

林道主線至觀霧。 

2.沿途景觀 

大鹿林道東線為攀登大霸尖山必經之路，全長 35 公里，沿線分佈

珍貴的台灣檫樹等植物資源與馬達拉溪溪谷瀑布、幽谷、曲流、深潭、

溫泉等溪流景觀，還有深秋季節五峰山腰染紅的楓葉與白芒花岸搖曳，

使沿途賞景更具多樣性，但林道狀況不佳，且位於山地經常管制區，遊

客非經申請許可不得進入。 

(三)司馬限林道 

1.乘車路線 

由台 3線或 72 號快速道路至苗栗大湖、汶水等地，銜接苗 61 經新

興、二本松至雪見進入本區，或由台 3線至卓蘭後經白布帆大橋、東崎

路、士林、象鼻、梅園進入本區，再前至司馬限林道。 

2.沿途景觀 

台 3 線及苗 61 線等是國家公園雪見遊憩區主要聯外要道，沿線由

鄉村景緻的大湖到二本松再轉入林相完整、史蹟遺址豐富的雪見地區，

其沿路蜿蜒，頗有柳暗花明又一村感受。由司馬限林道沿線向東可眺望

雄偉壯麗的聖稜線景觀。 

(四)大雪山林道 

1.交通路線 

由東勢往谷關方向接大雪山 200 林道至大雪山國家森林遊樂區。 

2.沿途景觀 

本路線由東勢至大雪山森林遊樂區沿線森林景觀是臺灣林相精華

地帶，除了林相優美，大雪山地區也是臺灣最佳賞鳥地點。隨著大雪山

230 林道可延伸進入大雪山登山口，其間溪谷、草坡、翠嵐景緻一覽無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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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憩健行旅遊 

(一)武陵桃山瀑布步道 

本路線是沿著七家灣溪至桃山瀑布，沿途可觀賞富變化的中高海拔林

相、溪中悠游自在的台灣櫻花鉤吻鮭、眺望武陵農場谷地及觀賞桃山瀑布景

觀，為一相當大眾化之健行步道。其中桃山瀑布步道全長 4 公里，步行來回

需時約 4小時。 

(二)觀霧地區步道系統 

以觀霧山莊為中心，有多數呈放射狀分布的森林步道，步道路長皆在 4

公里以下，步行來回需時約從 30 分鐘至 4 小時之間，主要有登榛山、觀賞

觀霧瀑布、檜山巨木及賞鳥步道，以健行方式穿梭在原始森林為主要特點。  

(三)北坑溪古道 

北坑溪古道原為大安溪泰雅族原住民遷徙、狩獵的山徑，目前古道沿途

尚存原住民和日治時期留下的遺蹟。因受艾莉風災之故，目前多處路段嚴重

坍方中斷，已公告全線封閉。 

三、高山攀登旅遊 

(一)雪東線 

以雪山主峰為起點，山稜線往東延伸，於雪山東峰後陡落於七家灣溪河

谷。隨著武陵農場的開發，林務局大甲林管處即利用農場內道路，沿著短陵

向上闢建一條經過雪山東峰，登頂雪山主峰的捷徑，途經七卡山莊與三六九

山莊，便捷登峰途徑與完善的住宿設施，讓此路段迅速成為熱門的高山攀登

路線。沿途可體驗黑森林冷杉純林與圈谷冰河遺跡。 

(二)雪山西棱線(大雪線) 

雪山西稜線也有人稱為雪山西南稜，這條既長又支稜分歧的稜脈從雪山

主峰西主稜的翠池三叉山岔出後，先向北突出約 2 公里餘，再轉西南向延

伸，其間 3,000 公尺級高峰計有 18 座，真可為峰峰相連，巨嶺逶邐。大多

數的山頭尚有喬木長成，嶺線下冷杉，鐵杉繁茂，林中則是旺盛的玉山箭竹，

登山步徑穿行其中，猶如在高密的箭竹海中撥游，頗具挑戰。 

(三)雪山聖稜線 

連結雪山主峰與大霸尖山稜脈，海拔高度均在 3,100 公尺以上。沿線高

峰簇擁密接，稜線步道蜿蜒。由於此段岩石主要由板岩、硬頁岩與變質砂質

沉積岩、石英岩組成，因而斷崖峭壁險峻，因此本路線成為挑戰臺灣山岳客

而言，成為考驗體力之最佳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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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陵四秀線 

武陵四秀為武陵地區四連峰(桃山、池有山、品田山、喀拉業山)之名，

為四座各具特色之山峰，由武陵進入桃山瀑布步道轉入登山口，從壯麗的桃

山瀑布開始，沿途行於草坡山徑中，可下望七家灣溪、武陵農場谷地風光，

還可遠眺雪山至大霸尖山間的山野森林景緻。 

(五)大霸線 

大霸群峰因得〝世紀奇峰〞大霸尖山之賜，成為登山界諸峰中最具名氣

也最引人心動的登山路線。大霸群峰位於雪山彙的北部，是雪山山脈主脊從

布秀蘭山分岔伸出的大支脈，這條峻秀的山脊以大霸尖山為軸點，各向東、

北、西三面分出長短不一的四條支稜。東邊是巉巖危崖、五座連峰的東霸尖

山稜線；正西是巑屼峭聳、孤峰稱奇的小霸尖山短稜；北邊分出兩稜，綿延

北伸的馬洋山支脈，幅園散佈於塔克金溪與薩克亞金溪之間，成為新竹線尖

石鄉的主要山地，孕育著鎮西堡、新光、泰崗…等泰雅原住子民；西北伸出

再轉折西延的是江澤山支脈，也是大霸群山的主稜脈，擁有迤邐 5公里長的

3,000 公尺高嶺。 

(六)志佳陽線 

由環山部落，循志佳陽大山稜線到達雪山主峰。志佳陽大山，海拔 3,345

公尺，基點位於東南的 3,289 公尺峰上，東南草坡凹谷有瓢簞池，擁有山光

水色之美，而途徑的司界蘭溪更具雅致的溪谷風光，環山地區的泰雅原住民

部落，也是一個美麗又深具歷史意義的原鄉，走一趟歷史高山步道－志佳陽

線，可讓人留下雋永的回憶。 

(七)雪劍線（雪山—大劍山） 

本路段是昔日獵人行走獵徑，雖然已有登山路網建構，但過去路徑規模

與去向是其他步道所沒有的。本路線起伏大、處處箭竹阻路、亦沒有水池，

缺水情形嚴重，也因此本路線全程縱走登山客也較稀少，相對沿途自然生態

環境破壞少，仍保持原始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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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旅遊發展 

全球旅遊風氣逐漸朝向具永續概念，驅使重視「自然生態資源永續利用

發展」的理念，催化生態旅遊（ecotourism）新的概念型態。所謂的生態旅

遊(ecotourism)，即以實際的環境體驗、教育來強化遊客對生態保育主動關

心與增加旅遊過程中對環境維護責任感，促使當地特殊環境資源得以永續。 

雪霸國家公園境內區內 7條主要高山步道：雪山東峰線步道、大霸群峰

線步道、武陵四秀線步道、志佳陽線步道、雪劍線步道、雪山西稜線步道、

聖稜線步道。雪霸國公園管理處優先發展之高山型生態旅遊路線分別為：1.

雪山主東峰、2.品田、桃山、池有、3.志佳陽線、4.大霸群峰，說明如下(參

閱表 4-5 各路線之生態旅遊資源特色表)： 

(一)雪山主東峰： 

第一日：七家灣溪沿線、雪山登山口至七卡山莊自然生態體驗。 

第二日：七卡至雪山東峰步道體驗（中海拔二葉松、杜鵑花(春)、楓

(秋)、鳥類）→哭坡觀景台，中央尖山群峰風光→東峰至三

六九山莊：高海拔林相、杜鵑、巒大花楸(秋)→三六九山莊

住宿。 

第三日：黑森林冷杉純林生態體驗 →雪山圈谷冰河遺跡之旅→整裝下

山。 

(二)品田、桃山、池有： 

第一日：開車抵達武陵吊橋停車場，步行上煙聲(桃山)瀑布→煙聲(桃

山)瀑布森林浴→新達山屋住宿。 

第二日：新達池至池有山一帶：欣賞大霸群峰、聖稜群峰→步行至桃

山山屋：步道生態體驗 → 桃山山屋住宿。 

第三日：桃山主峰：欣賞詩崙溪、桃山山溪谷風光→步行下桃山：中、

高海拔動植物生態。 

(三)志佳陽線： 

第一日：開車至環山部落登山口→登瓢簞山屋夜宿。 

第二日：志佳陽大山眺望雪山南峰斷崖、瓢單池、雪山主峰遠眺→下

山至環山部落，可於環山部落住宿。 

(四)大霸群峰線： 

第一日：開車抵觀霧，步行進入大鹿林道東線：生態體驗、棣慕華鳳

仙花、寬尾鳯蝶→大霸登山口。 

第二日：步行前往九九山莊，安頓行李→3050 高地欣賞大霸群峰→返

回九九山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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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九九山莊出發→中霸→大、小霸尖山→返回九九山莊住宿。 

第四日：整裝→ 回登山口→步行回大鹿林道東線起點。 

 

表 4-5  各路線之生態旅遊資源特色 

 雪山主東峰 品田、桃山、池有 志佳陽線 大霸群峰線 

路線特色 

雪山圈谷冰河遺

跡、中海拔動植

物生態、覽聖稜

線全線、四季景

致。 

武陵四秀登山路

線、中海拔動植物

生態、覽聖稜線全

線。 

雪山南線之登

山路線，眺望四

季郎溪溪谷，雪

山南峰斷崖、瓢

簞池 

聖稜線路線另

一起點、世紀

奇 峰 大 霸 尖

山、觀霧山椒

魚棲地。 

海拔及旅

遊時程 

2,200~3,000 公

尺以上，需 3日。 

3,000 公 尺 以

上，需 3 日以上。

3,000 公 尺 以

上，需 2~3 日。 

3,000 公尺以

上，需 4日。

體力需求 

屬於國際步道分

級的二級步道，

需基本的登山體

能及登山裝備。 

屬於國際步道分

級的三級步道，需

較好的登山體能

及登山裝備。 

屬於國際步道

分級的三級步

道，需較好的登

山體能及登山

裝備。 

屬於國際步道

分級的二級步

道，需基本的

登山體能及登

山裝備。 

入山入園

管制 

需申請 需申請 需申請 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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