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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 土壤侵蝕、步道截面、Kuraves 

 

本調查計畫之目的在於建立步道沿線所設立樣點的土壤侵蝕基礎資料，並

建立土壤侵蝕資料，供作後續研究參考。亦可供作推展生態旅遊，及從事高山生

態系基礎研究與保育上極為重要的參考。 

本調查主要為計算步道土壤侵蝕量，侵蝕最嚴重的路段為雪山東線的 3.5

～4.0，4.1～4.3，8.3，8.5，大霸線的 5～6，9.5，10.4，8.1～8.4 等路段。 

 
 

Erosion of Mountain Hiking Trail in Shei-pa National Park, Taiwan 
 
ABSTRACT 

 
This survey was at Wuling Area and Daba of Shei-pa National park, aiming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 erosion of two hiking trails. Morning was carried out from May 

to November 2008. This survey was carried out by cross-sect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According to data ,the most impartment serious is at 3.5～4.0，4.1～4.3，8.3，

8.5 at Sheishan Trail，5～6，9.5，10.4，8.1～8.4 at Daba Trail.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to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rail erosion in th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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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研究目的 

本計畫為民國九十年雪霸國家公園步道之土壤侵蝕監測－以雪山東線、四

秀線、大霸尖山線為例之延續計畫，由於近來年國內民眾對戶外旅遊活動需求大

增，而國家公園向為民眾之所首選，因此為能在遊憩與環保中取得平衡，擬定之

政策能兼顧兩者之需求，因此有必要繼續針對相關的環境指標做長期的監測。 

自民國 60 年起，隨著登山技術的提昇與登山社團的活絡，台灣的登山運

動漸趨普及，加以近年來週休二日制度的影響，更引領戶外休閒風氣的蓬勃發

展。根據相關調查統計資料顯示，觀賞自然景觀與野外登山、健行已成為最受國

人喜愛的十大遊憩活動之一。然而，許多休閒旅遊的方式常對脆弱的資源造成嚴

重的衝擊，尤其是集中在某些特定時段及地點的高密度使用，更易導致相關的環

境破壞。在野外登山活動盛行的國外，登山步道的土壤侵蝕幾乎是每個山岳型的

國立公園管理上都會面對的問題。也因此遊憩生態學領域在國外已行之有年，其

中步道土壤與步道兩側植被衝擊的研究已累積相當多的經驗，而國內仍在剛起步

之階段，累積的研究仍不多。遊憩生態學也著眼於過度且密集的遊憩使用，步道

與營地也是常被關注的焦點。登山步道的土壤侵蝕可以說是很清楚的反應人類在

大自然中的行為所造成的影響，本調查希望能夠透過長期監測，發現日益增多的

登山人口是否對登山步道造成衝擊，而這些衝擊有哪些，是否隨之擴大。 

登山步道的侵蝕只是人類對大自然造成的傷害之一，但是卻也是顯而易

見，除了運用良好的排水設施、木棧道來減少侵蝕之外，在登山活動越來越興盛

的台灣，依據國外相關的研究指出，土壤侵蝕只會越來越加劇。本調查計畫之目

的蒐集土壤侵蝕基礎資料，並預估可能的侵蝕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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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調查範圍選定雪霸國家公園内的主要登山步道，雪山東線，及大霸

尖山線。 

雪山為五岳之ㄧ，也是台灣第二高峰，是許多山友必登之名山，因此長久

以來都是台灣山區很受注目的明星山區。上雪山的最大眾化路線為雪山東峰線，

它也是台灣登山愛好者的熱門登山路線，所以攀登的山友絡繹不絕。在入山證開

放免高山嚮導陪同之政策後，與週休二日政策的推動下，攀登的遊客數量有增無

減，無形之中對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負荷，因此有必要對步道進行步道踐踏後土壤

侵蝕的長期監測。 

雪山東線調查範圍由雪山登山口至雪山山頂，共 10.9 公里。調查範圍的海

拔為 1700~3886 公尺。沿線包含二葉松林、次生林和原始針闊葉林等生態系。 

大霸尖山線亦為近年來國人甚愛攀登之熱門路線。由於目前大霸尖山地區

仍為管制地區，尚未對外開放，因此對此地區進行監測，可以蒐集到精準的土壤

自然侵蝕資料，對將來本區域開放後，可以做更有效的管理。大霸尖山線調查範

圍自大霸尖山登山口至大霸尖山霸基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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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調查範圍圖－雪山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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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調查範圍圖－大霸尖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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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內容 

本調查計劃將重心放在步道土壤侵蝕的監測，因此不討論其它遊憩衝擊

現象。本調查計畫主要內容為： 

 

一、調查雪山東線及大霸線步道之土壤侵蝕速率。 

二、調查雪山東線及大霸線步道之可能侵蝕深度推測。 

三、與前期計畫之侵蝕量進行分析比較。 

四、提供登山步道維持管理與承載量所需之土壤侵蝕資料。 

 

本調查將持續性定期紀錄步道上所設立之樣點，土壤流失及踐踏的狀

況，以作為步道經營管理措施擬定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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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方法與調查流程 

本年度之調查主要在於雪霸國家公園主要的條登山步道土壤侵蝕之基礎資

料收集及分析，希望透過長期監測來了解登山步道上土壤衝擊的範圍是否隨使用

者的增加而擴大，是否受到地形與氣候的影響。調查結果可成為經營管理上重要

參考之一，用以制定管理策略。而依據監測衝擊程度，則可作為管理策略的參考。

本年度之調查主要在探討雪霸國家公園武陵地區登山步道土壤侵蝕之基礎資料

收集及分析，研究者希望透過長期監測來了解登山步道上土壤衝擊的範圍是否隨

使用者的增加而擴大，是否受到地形與氣候的影響。可成為經營管理上重要的措

施之一，來制定管理策略，並應時常監測衝擊程度，以修正管理策略。 

 

 

第一節 相關調查方法 

壹、步道衝擊之研究方法 

國內外有關遊憩活動對步道沿線生態衝擊之研究，常以下列三種方式進行

1.既成事實之分析(after-the-fact analysis)；2.對改變現象作長期監測

(monitoring of change through time) 及 3. 模 擬 試 驗 (simulation 

experiment)(Cole 1979；蘇鴻傑 1987；劉儒淵 1989，林秀娟 1996)。以上三

種遊憩衝擊研究法，均以實體為調查對象，包括天然植群、土壤、野生動物、空

氣及水資源等，觀察之樣區遭受衝擊或未遭受衝擊或遭受不同程度量的衝擊之樣

區，加以對照比較。在國內已開放之戶外遊憩區，如欲在短期內對各步道之遊憩

衝擊效應有所瞭解，並施行各項防治措施，可採用「既成事實之分析」方法進行

調查研究。但為能達到環境品質與遊憩品質兼顧，有效掌控遊憩衝擊程度，則儘

可能在人力及經費許可下，進行定期之衝擊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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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步道衝擊監測技術 

戶外遊憩區的衝擊經營實務上，常被用來作為評估步道環境改變的監測技

術可概略的區分為三種類型，包括步道分段小樣本的重複測量(replicable 

measurements)、大尺度取樣的快速調查(rapid survey samples)，以及完整地

審視步道狀況之普查技術(census techniques)等(Hammitt & Cole 1998)： 

(一)重複測量：以系統或隨機抽樣設置若干永久樣點，定期且精確地觀測

步道變化之定量監測法，例如設立固定樁，連續觀測步道橫斷面積之改變，可探

知土壤沖蝕或沈積情形等細微的變化(Cole l983)。本調查即採用立體攝影來量

測步道橫斷面積的技術，定期定點拍攝步道，作為研判步道沖蝕的依據。 

(二)快速調查：步道沿線每間隔若干距離，選取數個樣區作快速調查的測

量法。調查的介量包括步道寬度、路面凹陷深度、植被覆蓋度，或其他足以反應

遊憩衝擊的步道狀況，由研究者或經營者視實際需要選擇 1～2 項進行調查，由

於不設固定觀測樣點，調查工作較為簡便。 

(三)普查技術：另一種步道監測技術則是針對整個步道系統進行普查。先

設計一份清單，列出各種步道狀況之調查項目，如土壤沖蝕、凹陷、積水、泥潭、

植被消失、樹根裸露、岩石露出、車輛輪溝等等，各項並分別訂有不同程度之分

級。接著將所有步道加以分段(例如以 0.5 公里為一單元)，比照快速測量法之方

式實地調查描述單元內各項步道情況之數目與等級，最後統計顯示全區步道各單

項因子遭受衝擊之百分比(Cole l983)。 

前述幾種步道之調查監測方法各有其優缺點，經營者可視其經營目標、精

密度的需求、人力與經費上之考量等不同，選擇適用之方法施行之(劉儒淵

1995)。此外在某些情況下，航空攝影(aerial photography )不失為有效而經濟

的衝擊監測方式，只要沒有樹冠遮蔽，航空照片是監測遊憩用地劣化面積、數目

與過程的良好方法。 

 

第二節 本計畫調查方法 

依前述相關調查方法之介紹，本調查將長期在同樣的樣點上蒐集資料，以

第一次蒐集的土壤侵蝕斷面資料為控制組資料。在野外資料收集作業方面，將在

步道選定調查範圍約每隔一百~兩百公尺設立一樣點，進行斷面量測，完整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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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呈現土壤侵蝕之狀況。 

 

壹、步道侵蝕量 

步道侵蝕量過去多以線與鉛錘來進行斷面積測量（圖 4），以此推知土壤侵

蝕量(Cole, 1983），雖然這種方式作業簡便，卻無法測量侵蝕量體積。除此之

外，為求測量上的精確，往往必須長時間在野外作業。Warner(1995)與 Warner 

Kvaerner(1998)以照相測量的方式來縮短野外作業的時間。 

 

圖 3Cole 的步道斷面積測量方式 

不過由於台灣植被較茂密，經過多年試行，採用照相測量容易產生極大誤

差，因此能採用斷面積測量測量的方式來取得土壤侵蝕的資料。 

 
貳、母岩可能位置探測 

                                                       圖 4 簡易貫入試驗儀器 Panda2 

本調查使用法國 Sol-Solution 公司所生產的

PANDA2（簡易式貫入試驗器）來探測母岩的可能深

度。該器具重約 20 公斤，能夠攜帶進入山區進行

調查，並備有資料紀錄器，調查後可與電腦連接，

將資料輸出。本研究便採用簡易貫入試驗來推判坡

面土層之強度與深度，其優點為經濟、簡單且方

便，並可大範圍施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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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調查流程 

下圖為調查流程與資料分析： 

 

    

 

 

 

 

 

 

 

 

 

 

 

 

 

 

 

 

 

 

 

 

 

 

 

 

 

圖 5 研究流程圖 

步道土壤侵蝕監測 

測量土壤厚度 測量土壤侵蝕速率 

運用物理探查方式探查土壤

厚度 
採用斷面積測量模式 

建立步道土壤侵蝕基礎資料

及侵蝕至基盤速率估計 

提供步道管理及侵蝕防治的

基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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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果展現-雪山線 

第一節 環境概況 

雪山主峰線為目前登雪山最大眾化的路線，也是雪霸國家公園內的熱門登山路線。由大

水池登山口經兩公里可抵七卡山莊（可住宿 160 人），四公里處可抵觀景台及「哭坡」。「哭

坡」之後路途則較緩。雪山東峰位於五公里處。三六九山莊（可住宿 100 人）設立於七公里

處，步行至 10.9K 則可抵雪山主峰。 

武陵農場附近環境由於早期經退輔會森開處開發，人為干擾較嚴重，常見景觀為果園

區、高冷蔬菜、金針花田外，較引人注目的就是山櫻花與緋寒櫻成片的櫻花海了。自大水池

登山口起登，海拔約 2000 公尺，腳邊常可見到豆科的白花三葉草，其實是種外來的歸化植物，

本是農場為了替改良土壤，用以固氮而引入，卻逐漸生長至登山口。登山口至七卡山莊坡度

逐漸緩升，之字坡的步道形成了背陽與向陽交替的環境，菊科的台灣澤蘭與禾本科的高山芒

組成了基本的下層植物相，一路高山芒分布不曾間斷，偶然可見稀有的闊葉樹種化香樹。路

旁玉山金絲桃、一枝黃花、黃苑與貓兒菊，透過上層針葉樹林灑下的光線，金黃色的花海映

入眼簾；偶爾也點綴著粉色系、花形似康乃馨的玉山石竹、開著白花的虎耳草科－梅花草、

有如紫色鈴鐺的高山殺參，以及百合科的台灣藜蘆、台灣粉條兒菜；上層的木本植物，部份

路段散生了昆欄樹、三斗石櫟、錐果櫟以及紅葉植物的台灣紅榨槭。 

七卡山莊海拔約 2500 公尺，上升至哭坡約 3000 公尺，向陽之字坡漸增，前段上層植物

多由赤楊、栓皮櫟、台灣二葉松、雲杉等形成較優勢的森林，偶爾夾雜青剛櫟、楊梅、台灣

五葉松與華山松等針闊混淆林，林下灌木叢多為杜鵑花科的台灣馬醉木、金毛杜鵑與南燭。

當路轉至背陽面時，下層植物如高山破傘菊有著破傘般的葉片令人印象深刻；秋冬季節必然

見到的高山指標植物：玉山抱莖籟蕭，人稱白花香青，常形成一條白色花廊。路徑稍至開闊

處，免不了有著高大常見的草本，蓼科植物－虎杖，結果期時有如風信子花般一大叢果序就

是他的註冊商標；一路上也有著玉山莢蒾、葉色多變的玉山繡線菊為點綴。 

哭坡以上進入 3000 公尺的稜線帶，上層的台灣二葉松越見稀疏，開始出現一小片草原

般的環境，零星的分布著高山櫟、高山杜鵑，離開此段草原，便進入台灣鐵杉與台灣冷杉的

混合林中，一直行至雪山東峰前，才又出現高山芒與玉山箭竹的高山草原環境。自雪山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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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三六九山莊望去，除了高山草原外，偶有冷杉林及為數不少的白木林，其實這原是片冷杉

純林，經過多次的森林大火之後所形成。深綠色的冷杉黑森林夾著一大片白木林，與金黃色

的玉山箭竹原相互輝映。進入這一大片樹幹通直、生長鬱閉良好的冷杉純林（俗稱黑森林），

緊接著上至雪山圈谷邊緣，海拔約 3500 公尺，映入眼簾的為一片碎石裸岩區，沿著登山路徑

至稜線附近，空曠處夾雜零星的巒大花楸、台灣茶麃子、玉山小檗、玉山杜鵑、玉山野薔薇；

地被責由蘚苔類所覆蓋，及山酢漿草、玉山鬼督郵、刺果猪殃殃、山薰香、玉山水苦藚與曲

芒髮草。圈谷底部則為高山矮灌叢與高山草本植物所形成，由玉山杜鵑與玉山圓柏形成高山

矮灌叢，草本則為雪山馬蘭、雪山翻白草、長柄毛茛與難得一見的稀有植物雙黃花堇菜。 

從登山口起至雪山主峰步道高度分布約為 2200m 至 3886m。三六九山莊前沿途每隔 100

公尺設置一個樣點，三六九山莊之後每隔 150 公尺設置一個樣點，步道全段原設置 100 個樣

點。二零零五年九月曾經作過事前調查建立基礎資料，由於樣點鋁樁遭到破壞，因此實際有

效的量測點僅為六十七個。 

 

 

第二節 土壤侵蝕量之調查結果 

本年度於五月及十一月各進行一次調查，下頁為雪山東線侵蝕量資料及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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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雪山東線侵蝕量資料表(2008.11-2009.11) 

 

地點 
侵蝕量 

(cm2) 
地點 

侵蝕量 

(cm2) 
地點 

侵蝕量 

(cm2) 

三六九山莊之前 三六九山莊之後 

4 19.82 51 121.42 2 244.39 

6 14.82 53 41.86 3 208.23 

7 7.94 54 10.65 5 126.57 

9 17.34 55 107.83 6 131.26 

10 140.53 57 57.43 7 113.71 

11 35.53 58 73.01 8 148.10 

12 23.28 62 58.97 10 107.73 

13 35.00 63 110.19 12 71.32 

14 23.19 65 76.53 13 70.52 

15 51.73 67 56.89 15 92.62 

16 44.68 68 96.83 16 83.45 

17 24.51 69 99.45 18 40.31 

18 29.92 70 48.01 19 20.97 

19 50.15   20 90.00 

20 39.58   21 91.05 

21 20.80   22 74.15 

22 71.27   23 81.02 

25 80.25   24 93.11 

26 77.25   25 65.45 

27 40.65   26 47.47 

28 57.00   27 68.36 

29 77.76   28 202.93 

31 54.49   30 24.28 

32 206.61     

34 27.36     

35 170.04     

38 275.98     

40 144.41     

41 106.52     

43 183.97     

45 223.19     

46 1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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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6.71     

50 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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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雪山東線侵蝕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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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母岩可能深度推測之調查結果 

母岩可能深度調查於五月間執行，於雪山東線進行 70 處的簡易貫入試驗，下表為母岩可能深

度推測表： 

表 2 雪東線母岩可能深度推測表 

地点 可能深度 cm 地点 可能深度 cm 地点 可能深度 cm 

三六九山莊之前 三六九山莊之後 

4 255 50 143 2 229 

6 172 51 149 3 145 

7 297 53 72 5 152 

9 161 54 130 6 223 

10 228 55 80 7 169 

11 128 57 108 8 233 

12 277 58 93 10 220 

13 231 62 69 12 257 

14 181 63 195 13 206 

15 272 65 136 15 298 

16 288 67 132 16 231 

17 135 68 147 18 241 

18 113 69 104 19 180 

19 258 70 123 20 120 

20 281   21 81 

21 218   22 32 

22 152   23 25 

25 222   24 10 

26 102   25 91 

27 237   26 45 

28 259   27 55 

29 148   28 98 

31 268   30 35 

32 163     

34 298     

35 172     

38 252     

40 125     

41 136     

4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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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69     

46 155     

48 87     

第四節 可能侵蝕深度推測 

經由調查取得侵蝕量及母岩可能深度後，即可依據歷年之侵蝕量來推估，在國家公園管

理處如果沒有進行任何的步道維護狀態下，尚有幾年就會侵蝕到母岩的所在位置。 

 

 
 

圖 7 推估示意圖 

 

以 S04 為例，2005 至 2009 四年間，斷面最大落差為 6.5 公分，最小為 5.2 公分，S04

母岩可能深度為 255cm，則可能侵蝕至母岩之年限最快為 2048 年，最慢為 2058 年。 

 

下頁為侵蝕量及母岩可能深度等數據推估之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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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雪山東線可能侵蝕深度推測表 

 

地点 年限 地点 年限 年限 地点 年限 

4 39～49 50 143 25～35 2 15～35 

6 24～34 51 149 27～32 3 14～16 

7 37～40 53 72 33～37 5 19～26 

9 36～45 54 130 24～31 6 20～23 

10 14～19 55 80 19～27 7 17～19 

11 37～46 57 108 22~35 8 16～30 

12 21～28 58 93 30~39 10 14～16 

13 28~38 62 69 34~42 12 28～37 

14 24~33 63 195 22~31 13 34~42 

15 27~36 65 136 27~35 15 22~35 

16 22~35 67 132 19～37 16 14～15 

17 34~42 68 147 34～41 18 22~31 

18 27~35 69 104 34~42 19 30～34 

19 32~40 70 123 24～29 20 27～35 

20 26~36      21 29～36 

21 24~32      22 30～32 

22 34~42      23 37～45 

25 22~31      24 30~39 

26 39~48      25 47～60 

27 39~49      26 37～42 

28 30~39      27 38～50 

29 28~36      28 18～20 

31 37~45      30 35～49 

32 10～15          

34 34～41          

35 26~35          

38 32～41          

40 24～29          

41 11～15          

43 14～19          

45 15～16          

46 16～20          

48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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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果展現-大霸線 

第一節 環境概況 

大霸尖山線過去為相當熱門之登山路線，過去因聯絡道路中斷，無法入山，自 2009 年

下半年重新開放。 

從登山口起至大霸尖山步道高度分布約 1250m 至 3400m。每隔 200 公尺設置一個樣點，

步道全段共設置 54 個樣點。 

自大鹿林道東線，由觀霧往東沿馬達拉溪北側而行，至上游境界山西側，18K 左右為大

霸登山口。而大鹿林道顧名思義，為早年林木砍伐用途，因此原生木本植物較少，所見景觀

多為台灣二葉松、香杉、紅檜、台灣扁柏與柳杉等造林地，而下層地被則多為高山芒，偶有

夾雜零星的台灣檫樹。其餘較原始之次生林，向陽坡面多為台灣二葉松、台灣赤楊及栓皮櫟

等，夾雜零星阿里山千金榆、台灣胡桃、台灣紅榨槭、尖葉槭或化香樹；背陽面分布高山新

木薑子、大葉石櫟、赤皮等闊葉樹。 

    馬達拉溪登山口，海拔 1700 公尺，自馬達拉溪吊橋旁，一路之字腰繞向上，坡度

陡，至 2500 公尺支稜前，林相均為針闊葉混淆林，針葉樹如紅檜、台灣扁柏；闊葉樹則以殼

斗科的森氏櫟、長尾栲、短尾葉石櫟、校櫟；樟科的紅楠、漸尖葉新木薑子、高山新木薑子、

變葉新木薑子等所組成。 

    接上支稜一路往 2700 公尺爬升，此時最上層林相轉變為台灣鐵杉、台灣二葉松、

華山松、零星的扁柏及香杉，中層則仍由樟科、殼斗科等闊葉樹組成，而下層開始出現稀疏

的森氏杜鵑。待行經一大段人造林後，森氏杜鵑的族群密度漸漸變高，腳下攀根錯結也都是

其傑作。 

    此後坡度逐漸趨緩，表示已接上寬大的主稜，稜線上的植物相又稍有不同，檜木林

逐漸不見蹤影，放眼望去較高者幾乎是台灣二葉松的天下，腳下的道路越走越平坦，身旁開

始出現高山芒及玉山箭竹，這表示海拔 2699 公尺的九九山莊近在眼前。 

    而從九九山莊以後，高度都在 3000 公尺以上，風勢強勁，高大的森林不復見，轉

為玉山箭竹佔據最優勢的生態環境，而高山的草本植物在此最為豐富，如台灣龍膽、阿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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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膽、台灣藜蘆、粉條兒菜、台灣繡線菊、白花香青、巒大當藥、玉山金絲桃、地刷子等，

眾多植物在合適的月份皆可見其開花綻放。 

    上至以高度俗稱的 3050 高地，也是加利山的登山口，自此開始不論是走至伊澤山、

加利山、中霸山屋以至大霸霸基，高度從 3000 至 3400 公尺，多為岩礫碎石灌叢或低矮箭竹

草坡等地形，木本如刺柏、台灣馬醉木、高山杜鵑、紅毛杜鵑以及玉山圓柏等，但高度皆不

高，伊澤山山腳下還有些許零星的冷杉；其餘地被植物，台灣龍膽、早田氏香葉草、曲芒髮

草、大霸尖山酢漿草等。接近霸基則稍有變化，木本多為玉山圓柏，但因稜線風勢最強勁處，

多成傾斜匍匐狀，草本則有高山烏頭、白梅花草、奇萊紅蘭、鹿藥、高山沙參、玉山金絲桃、

玉山佛甲草、玉山蠅子草、玉山薄雪草、曲芒髮草，最優勢則仍為玉山箭竹。 

 

 

第二節 土壤侵蝕量之調查結果 

本年度於五月及十一月各進行一次調查，下表為大霸線侵蝕量資料及分佈情形。 

表 4 大霸線侵蝕量資料表 

  地點 侵蝕量  地點 侵蝕量  地點 侵蝕量  

D1 34.44 D19 42.54 D37 48.63 

D2 36.68 D20 43.32 D38 53.54 

D3 56.70 D21 39.42 D39 46.23 

D4 38.68 D22 47.86 D40 33.86 

D5 58.34 D23 48.72 D41 92.61 

D6 59.34 D24 194.88 D42 37.54 

D7 60.66 D25 187.77 D43 82.24 

D8 58.00 D26 149.57 D44 119.90 

D9 61.60 D27 179.10 D45 154.36 

D10 39.70 D28 160.93 D46 87.06 

D11 41.48 D29 169.71 D47 49.61 

D12 57.49 D30 161.53 D48 131.50 

D13 36.25 D31 197.07 D49 127.70 

D14 27.60 D32 186.02 D50 107.07 

D15 39.71 D33 26.13 D51 86.44 

D16 55.85 D34 25.92 D52 143.42 

D17 44.34 D35 60.43 D53 120.41 

D18 45.82 D36 28.51 D54 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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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大霸尖山線侵蝕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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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母岩可能深度推測之調查結果 

 

母岩可能深度調查於五月間執行，於大霸線進行 54 處的簡易貫入試驗，下表為

母岩可能深度推測表： 

表 5 大霸線母岩可能深度推測表 

 

地點 深度（cm） 地點 深度（cm） 地點 深度（cm） 

D1 130 D19 112 D37 152 

D2 120 D20 121 D38 36 

D3 44 D21 150 D39 97 

D4 36 D22 23 D40 73 

D5 99 D23 35 D41 55 

D6 131 D24 78 D42 44 

D7 20 D25 90 D43 90 

D8 58 D26 123 D44 90 

D9 110 D27 104 D45 17 

D10 152 D28 132 D46 151 

D11 30 D29 63 D47 65 

D12 96 D30 152 D48 111 

D13 56 D31 28 D49 7 

D14 73 D32 97 D50 33 

D15 23 D33 32 D51 129 

D16 109 D34 101 D52 151 

D17 37 D35 128 D53 115 

D18 47 D36 133 D54 49 

 

 

 

第四節 可能侵蝕深度推測 

下頁為侵蝕量及母岩可能深度等數據推估之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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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可能侵蝕深度推測表 

 

地點 年限 地點 年限 地點 年限 

D1 30～35 D19 33～39 D37 30～46 

D2 35～45 D20 31～34 D38 28～29 

D3 44～46 D21 25～36 D39 37～39 

D4 36～45 D22 39～43 D40 27～39 

D5 41～47 D23 40～31 D41 37～46 

D6 43～45 D24 24~36 D42 34～39 

D7 32～40 D25 10~19 D43 38～45 

D8 35～42 D26 17～20 D44 27～30 

D9 32～45 D27 27～34 D45 15～26 

D10 15～34 D28 13～20 D46 35～49 

D11 40～45 D29 8～13 D47 50～56 

D12 40～47 D30 18～27 D48 20～37 

D13 41～39 D31 15～19 D49 17～19 

D14 37～39 D32 20～25 D50 13～25 

D15 36～38 D33 40～49 D51 34～39 

D16 30～36 D34 37～47 D52 39～49 

D17 32～39 D35 39～45 D53 35～39 

D18 34～39 D36 39～43 D54 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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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議事項 

第一節 步道管理與維護 

國家公園的成立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

之育樂及研究，而步道正串起人與大自然的介面，然而當步道的整修維護過當

時，反而會導致自然景緻上的破壞。另一方面，當步道失去引導人群行走的功能，

或是步道的整理維護不當時，卻又容易造成植生與地表土壤的破壞，因此步道工

程如何調和自然景觀與兼顧自然生態保護實屬難題。 

目前調查範圍的兩條步道均已有簡易的步道工程，以排水設施為主，少數

為階梯設施。然而長年在雨水沖刷及遊客行走之下，部份設施因土壤沖刷情形嚴

重已有崩壞現象產生，建議下表幾處優先處理： 

 

地點 里程範圍 狀況 

雪山東線 3.5～4.0，4.1～4.3 複線化，侵蝕嚴重 

雪山東線 8.3，8.5 樹根裸露嚴重 

大霸線 5～6，9.5，10.4 複線化，侵蝕嚴重 

大霸線 8.1～8.4 樹根裸露嚴重 

 

短期内可利用高山志工的人力資源，針對上述路段（脆落且侵蝕大）實施

登山道修復作業。可利用沙包作為暫時性設施，減緩侵蝕及沖刷。長期則宜由管

理處針對上述路段整理整頓，一方面可減緩步道沖蝕現象，另一方面也可有效保

障登山者的安全。 



雪霸國家公園步道之土壤侵蝕監測及可能侵蝕深度推測                                                 第五章 

建議事項 

25 

第二節 環境教育與宣導 

目前在國外的研究指出登山者的行為會加劇登山步道的侵蝕與擴大，目前

雪霸國家公園均已在三條步道設立解說牌告知登山客應行走於步道，勿離開步道

以免踐踏植生造成植物死亡，且勿行走於捷徑，以免造成侵蝕加劇。 

然而目前仍有登山客圖方便而使用捷徑，影響水土保持。 

此外，隨著戶外運動的發達，登山器材普及及登山安全及健康照護觀念的

提昇，目前使用登山杖人口越來越多。在日本的研究指出，登山杖的尖端易破壞

土壤表層，挖蝕容易造成土壤鬆動，因此目前日本登山界普遍推動登山杖尖端加

蓋的觀念，以減緩人為影響層面所造成的步道沖刷。 

因此建議管理處可於登山宣導影片或是透過高山志工駐站值勤時加強宣導

上述觀念，亦可順便推行 LNT 概念，輕減山林的負擔，創造人與自然共和共生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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