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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處依據 FSC-GUI-30-009 V1-0 (High Conservation Value Guidance for Forest Managers)及

「02-FM-006 高保護價值評估程序書」成立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並參考國際之實施案例，

針對管理區域內所存在的高保育價值資源進行判定，提出經營管理目標、方法策略、以及監

測之方法。透過學者專家之意見提供、專業研究報告的檢視、以及利害關係人之查訪、並經

由本處及獨立於本處專家的審核，判定本轄區內所擁有的高保育價值資源。 

高保育價值第一類—「插天山自然保留區」、「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及「雪霸自

然保護區」，判定依據的資料包括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經營管

理計畫書、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服務報告；諮詢專家學者為世新大學觀光

學系 王正平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林俊全教授、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良

恭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盧道杰教授。本處對於高保育價值資源所採取的

具體保護措施包含：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採承載量管制、教育宣導及監測等策略來避免敏感區

域或路段受衝擊，輔以定期巡視監測及以紅外線照相機監測動物資源，並可委託專業團隊進

行全區動植物調查監測。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可透過加強違反法令規章之取締工作、

限制一般遊憩活動進入、定期巡視監測及紅外線相機監測，以落實經營管理。雪霸自然保護

區分為核心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三區進行管理，經營管理部分由東勢林區管理處主政、

本處配合辦理，本處將持續進行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測，東勢林區管理處則是每 5 年進行一

次調查監測。高保育價值第二類—「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則依據棲蘭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植群生態調查之研究與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呂金誠教授的意見諮詢所判定，具體

保護措施以加強巡邏、定期巡視等方式，防止重要資源遭人破壞，並維持完整的生態系。高

保育價值第三類—「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乃依據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生態監測與復育報告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徐堉峰教授建議，具體措

施以以針對寬尾鳳蝶幼蟲專一的食用植物「台灣檫樹」進行復育，並選定台灣檫樹植株進行

定期監測。 

高保育價值第四類—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龜裂，判定的資料包含本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

探及監測分析工作報告及利害關係人（各該地點所轄鄉鎮公所及部落居民）之意見。烏來工

作站旁邊坡後方原卵石擋土牆陸續發生前端排水溝變形產生裂隙、擋土牆開裂、水泥鋪面破

損及擋土牆基腳處隆起等情形，可能危及同仁辦公場域及下方烏來台車與遊客之安全。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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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措施透過新建置的設備進行監測，以蒐集背景基礎資料並分析瞭解本區致災原因，以供

後續整體治理工程規劃設計對策方案及人員疏散撤離作業警戒基準之參考。高保育價值第五

類經由本處秘書室、作業課、育樂課、林政課、治山課等處內相關專家以及外聘專家確認，

目前無第五類高保育價值項目。高保育價值第六類—「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判定依據霞

喀羅國家步道沿線地區原住民部落（清泉、石鹿、秀巒及養老）生態旅遊培力發展輔導計畫

新竹縣尖石鄉養老 yulu 文化生態發展協會（理事長 比令瓦旦）之利害關係人意見，白石吊橋

與白石駐在所面臨遊客在秋冬季時大量增加，造成垃圾、噪音、環境汙染等問題，管理與維

護措施分別為委託在地部落人員進行白石駐在所周邊營地管理，並定期巡視白石吊橋及白石

駐在所，監測使用狀況。本處作業活動前均採預防性方式確實依程序書判定高保育價值資源

的存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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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估範圍 

1.1 地理位置 

本區所轄範圍含括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等縣市，總面

積計 168,881.54 公頃，其中以林班地面積佔總面積 88%最多，原省有地（區外國

有地）佔 7%次之，詳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新竹林區轄域面積                  單位：公頃 

項目 
縣市 

林班地 
原省有地 

（區外國有地） 
區外保 
安林地 

接管林 
業用地 

合計 

新北市 30,461.77 10,453.82 671.19 729,72 41,586.78 
桃園市 29,202.85 1,360.76 1,745.16 133.23 32,442.00 
新竹縣 58,728.30 3.76 853.55 634.70 60,220.31 
苗栗縣 30,807.08 320.93 1,539.04 1,189.06 33,856.11 
新竹市 0.00 0.00 46.61 0.00 46.61 
合計 149,200.00 12,139.27 4,855.56 2,686.71 168,881.54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100-109 年新竹林區經營計畫。 

1.2 森林資源現況 

本區除擁有北部最大原生檜木林外，其他巨木、台灣黑熊、台灣石虎、台灣

寬尾鳳蝶、大紫蛺蝶、台灣檫樹、香杉等動植物資源豐富。景觀資源方面，有高

山、斷崖、瀑布、溫泉、動物、紅葉、巨木、樹海、原始林、高山箭竹、溪流等

不同景觀資源，提供民眾多樣性的生態旅遊選擇；轄區森林覆蓋率達 97％以上，

除穩定提供水資源外，同時也減少崩塌地及土石流的發生，避免水土資源的消失。 

本區將林地分區規劃為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森林育樂區及林木經營區

等 4 個分區，各區面積如表 1-2。為提供台灣黑熊、台灣石虎、台灣寬尾鳳蝶、

大紫蛺蝶、山羌、台灣野山羊等野生動物棲息的場所，已先後劃設雪霸自然保護

區、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保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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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新竹林區林地分區規劃面積 

林地分區別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自然保護區 49,724.95 33.32  
國土保安區 69,666.12 46.71  
森林育樂區 4,168.60 2.79  

林木經營區 25,640.33 17.18 
未列計國家森林遊樂區

內之林木經營區。 
合計 149,200.00 10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100-109 年新竹林區經營計畫。 

林木經營區方面，天然林與人工林的總蓄積量為 3,274,666 立方公尺、總面

積為 11,770.76 公頃。就蓄積量及面積而言，均以人工林佔絕大多數，其中針葉

樹林蓄積最高，其次為針闊葉混和林，如表 1-3。 

表 1-3 林木經營區林型別蓄積面積比統計 

林型 
蓄積 
(m3) 

年平均生

長量(%) 
年生長量 

(m3) 
面積 
(ha) 

蓄積/面積 

(m3/ha) 
天然林 竹針闊混林 8,142 4.83 393.25 101.74 80.03 

人工林 

針葉樹林 2,056,024 6.14 126,239.87 6,909.84 297.55 
針闊混林 759,861 1.53 11,625.87 2,837.52 267.79 
闊葉樹林 442,467 2.91 12,875.78 1,802.69 245.45 
竹闊混林 8,172 7.75 633.33 118.97 68.69 
小計 3,266,524  151,375.00 11,669.00  

合計 3,274,666  151,768.10 11,770.76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100-109 年新竹林區經營計畫。 

人工林蓄積量總計為 5,313,257 立方公尺，針葉樹的部分，以柳杉佔針葉樹

蓄積量的 73%為最多、杉木次之，台灣杉最少；其他闊葉樹佔闊葉樹蓄積量的

50%為最多，其次為楠木類，樟樹最少，如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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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林木經營區人工林樹種群別年淨生長統計 

樹種種類 生長率(%) 蓄積(m3) 年淨生長(m3) 

針葉樹 

松類 2.83 83,216 2,355.01 
柳杉 5.62 1,618,400 90,954.08 
杉木 4.92 278,782 13,716.07 
台灣杉 2.24 60,996 1,366.31 
其他針葉樹 0.67 168,855 1,131.32 

針葉樹小計 2,210,249 109,522.80 

闊葉樹 

台灣櫸 2.12 183,311 3,886.19 
樟樹 4.86 84,153 4,089.83 
楠木類 3.00 765,956 22,978.68 
櫧櫟類 1.35 530,982 7,168.25 
其他闊葉樹 3.93 1,538,606 60,467.21 

闊葉樹小計 3,103,008 98,590.18 
總計 5,313,257 208,112.98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100-109 年新竹林區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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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保育價值評估程序 

2.1 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與專家諮詢會議成員和資格 

本處依高保育價值作業程序組成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表 2-1），判定小組由

本處的經營團隊，包括：新竹林區管理處秘書室、作業課、育樂課、林政課與治

山課處內相關領域之專家，以及外聘專家：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王正平教授、國

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盧道杰教授與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良恭教

授組成，依據現有研究報告及社區居民、原住民的訪談，進行高保育價值判定。 

表 2-1 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 

成員 單位 專業背景 
與生物性價值/社會

性價值相關技術 

吳學平 
新竹林區管理處 

秘書 
林地管理、森林育

樂、生態保育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林純徵 
顏翊卉 

新竹林區管理處 
作業課 

造林生產、森林企劃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周以哲 
周文郅 
林葭瑀 
梁竣傑 

新竹林區管理處 
育樂課 

森林育樂、生態保育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羅玉財 
新竹林區管理處 

林政課 
林地管理、保安林經

營管理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林宜群 
新竹林區管理處 

治山課 
治山防洪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王正平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生態保育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盧道杰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

境暨資源學系 
生態保育 

原住民社區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林良恭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生態保育 
■生物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資料來源：本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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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料來源和收集方法 

本處進行高保育價值評估內容（包括判定、管理與監測）的資料來源是以最

佳可用的資料來源進行收集。除透過專家判定之外，也參考相關研究及本處主動

委託調查之各類研究報告並進行利害相關方諮詢訪談。其中相關研究及本處主動

委託調查之各類研究報告包括：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火炎山自然保

留區經營管理計畫書、減緩苗栗淺山地區野生動物與人類衝突之行動研究、雪霸

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服務報告書、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生態監測與復育報告、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霞喀

羅國家步道沿線地區原住民部落（清泉、石鹿、秀巒及養老）生態旅遊培力發展

輔導計畫等；利害相關方諮詢訪談則包括：原住民、相關專家學者及相關行政單

位。詳細最佳可用資料來源如表 2-2。 

表 2-2 各項高保育價值的最佳可用資料來源 

類別 項目 最佳可用的資料來源 

第 
一 
類 

插天山

自然保

留區 

 地圖、數據、文件：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專家意見：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王正平教授 
 實地調查分析：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苗栗三

義火炎

山自然

保留區 

 地圖、數據、文件：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經營管理計畫

書、減緩苗栗淺山地區野生動物與人類衝突之行動研

究 
 專家意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林俊全教授 
 實地調查分析：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經營管理計畫書、減

緩苗栗淺山地區野生動物與人類衝突之行動研究 

雪霸自

然保護

區 

 地圖、數據、文件：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

研擬服務報告書 
 專家意見：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良恭教授、國立台灣

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盧道杰教授 
 實地調查分析：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

服務報告 

第 
二 
類 

棲蘭野

生動物

重要棲

息環境 

 地圖、數據、文件：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植群生

態調查之研究 
 專家意見：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呂金誠教授 
 實地調查分析：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植群生態調

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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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項高保育價值的最佳可用資料來源（續） 

資料來源：本處整理 

  

類別 項目 最佳可用的資料來源 

第 
三 
類 

觀霧寬

尾鳳蝶

野生動

物重要

棲息環

境 

 地圖、數據、文件：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生態監測與復育報告 
 委員專家意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徐堉峰教

授 
 實地調查分析：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生態

監測與復育報告 

第 
四 
類 

烏來工

作站旁

邊坡 

 地圖、數據、文件：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

測分析工作 
 利害關係人意見：各該地點所轄鄉鎮公所及部落居民 
 實地調查分析：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

析工作 

第 
五 
類 

無 

 專家意見：新竹林區管理處秘書 吳學平，作業課 林純

徵、顏翊卉，育樂課 周以哲、周文郅、林葭瑀、梁竣

傑，林政課 羅玉財，治山課 林宜群；國立台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盧道杰教授 

第 
六 
類 

白石吊

橋與白

石駐在

所 

 地圖、數據、文件：霞喀羅國家步道沿線地區原住民部

落（清泉、石鹿、秀巒及養老）生態旅遊培力發展輔

導計畫 
 利害關係人意見：新竹縣尖石鄉養老 yulu 文化生態發展

協會（理事長 比令瓦旦） 
 實地調查分析：霞喀羅國家步道沿線地區原住民部落

（清泉、石鹿、秀巒及養老）生態旅遊培力發展輔導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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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保育價值的判定 

3.1 高保育價值的狀態及地理位置 

3.1.1 高保育價值第一類 

3.1.1.1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有豐富多樣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在地理上屬於雪山山脈北

段，以魯培山為轉折點，北段地勢呈東北-西南走向，南段呈西北-東南走向，四

周圍繞有東眼山、北插天山、多崖山、樂佩山、卡保山、檜山、美奎西莫山、塔

曼山、夫婦山及南插天山等，為石門水庫和翡翠水庫的主要集水區（參見圖 3-1），

總面積約 7703.3309 公頃。 

 

圖 3-1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位置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2)。插天山自然保

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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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範圍涵蓋新北市三峽區有木里、烏來區信賢里、福山里，以及桃園市復

興區霞雲里、義盛里、高義里和華陵里。屬新竹林區管理處烏來事業區第 18、

41、42、43、44、45、49、50、51、52、53 林班全部及 35 林班部分，以及大溪

事業區第 13、14、15、24、25、26、32 林班全部及 33 林班部分。地籍分屬新北

市茶墾段、檜山段、馬岸段、羅培段及插角段熊空小段等段號，及桃園市赫威段、

達觀段、卡普段、夫婦山段及華陵段等段號，共計 154 筆土地，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段籍與地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2)。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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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在野生動物方面，擁有珍貴稀有或瀕臨減絕種之保育類野

生動物。根據 1993 年「插天山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相調查」及 1994 年「插天山

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相調查(II)」之研究調查資料記載，共記錄到下列類別： 

(1) 哺乳類 

哺乳類共 5 目 12 科 18 種，其中台灣黑熊、台灣石虎現為瀕臨絕種之保育類

野生動物，麝香貓、白鼻心、食蟹獴、穿山甲、台灣水鹿、台灣野山羊屬珍貴稀

有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台灣獼猴則已調降為一般類野生動物。 

(2) 鳥類 

鳥類共 11 目 29 科 84 種，現屬瀕臨絕種野生動物者有林鵰，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有藍腹鷴、褐林鴞、白頭鶇、松雀鷹、鳳頭蒼鷹、大冠鷲、鵂鶹、黃嘴角鴞、

大赤啄木、綠啄木、黃山雀、赤腹山雀、白喉笑鶇、竹鳥、小剪尾，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物包括深山竹雞、煤山雀、青背山雀、紋翼畫眉、白尾鴝、鉛色水鶇、

火冠戴菊鳥、黃腹琉璃、紅尾伯勞等。 

(3) 兩棲類 

兩棲類有 1 目 3 科 8 種，其中橙腹樹蛙為台灣特有種，且被列為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物。 

(4) 爬蟲類 

爬蟲類有 1 目 4 科 7 種，其中菊池氏龜殼花、標蛇及金絲蛇為台灣特有種，

金絲蛇現列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菊池氏龜殼花則為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5) 魚蝦蟹類 

魚蝦蟹類共有 2 目 3 科 4 種，包含台灣鏟頜魚、台灣石（魚賓）、澤蟹屬、

以及沼蝦屬等物種，其中台灣石（魚賓）為台灣特有種。 

(6) 昆蟲 

根據 1999 年「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昆蟲相調查研究」及 1999 年「插天山自然

保留區昆蟲相調查研究(2)」之調查鑑定學名者，鞘翅目有金龜子科 83 種、天牛

科 51 種、鍬形蟲 24 種、吉丁蟲科 4 種、埋葬蟲科 3 種、步行蟲科 9 蟲、叩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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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4 種、地膽科 2 種，其他尚有 11 目 53 科 195 種的標本尚待鑑定學名。調查期

間記錄許多保育類昆蟲，其中現屬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有台灣寬尾鳳蝶、大紫蛺蝶，

列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者為無霸勾蜓、長角大鍬形蟲，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為台灣長臂金龜、台灣大鍬形蟲及霧社深山天牛。此外自 2001 年至 2002 年由新

竹林區管理處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在北插天山進行之台灣特有種蝶

類夸父綠小灰蝶之生態學研究中，同時也記錄到拉拉山三尾小灰蝶、拉拉山綠小

灰蝶、紅小灰蝶等三種特稀有物種。 

在植物方面，根據 1995 年「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植被調查研究(I)」及 1996 年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植被調查研究(II)」成果，調查有總計有蕨類植物類 30 科 141

種、裸子植物類 5 科 11 種，雙子葉植物類 103 科 492 種、單子葉植物類 11 科

106 種。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內的植物相，在較低海拔處為榕楠林帶，區內位處中

海拔的大部分森林均為楠櫧林帶，針葉林則多分布於 1,800 公尺以上之東南隅，

以扁柏、紅檜、鐵杉為主，檜木林主要是以赫威巨木成名，約十餘株，平均樹齡

約 800～1,500 年。林相可分為常綠闊葉樹林、針葉闊葉混交林、珍貴之夏綠林，

常綠闊葉樹林隨生育環境呈現多樣化的狀態，針葉闊葉混交林主要是檜木與闊葉

樹之混淆林，而夏綠林即為台灣水青岡群落。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最具代表性的植物為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珍稀植物—

台灣水青岡(Facus hayatae)。台灣水青岡又名台灣山毛櫸、早田氏山毛櫸，種小

名中的「早田」(はやた; Hayata)是為紀念日治時代研究台灣植物的分類學家早田

文藏。台灣水青岡屬於殼斗科水青岡屬，為落葉性大喬木，樹高可達 20 公尺以

上，胸高直徑可達 70 公分以上，多生長在山稜線附近，於本區形成大面積之純

林也甚具特色（見圖 3-3、3-4）；台灣水青岡由於林下受箭竹林覆蓋，種子不易

發芽，加上自然體驗者衝擊，因此小苗之數量少。台灣水青岡生育地位處多風稜

脊附近，伴生的稀有植物尚有紅星杜鵑（目前分類處理已併入玉山杜鵑）、吊鐘

花、台灣一葉蘭等。本區之台灣水青岡落葉林頗為稀罕珍貴，深具學術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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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春天的台灣水青岡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8)。追尋

珍稀植物－台灣水青岡的蹤跡。 

圖 3-4 台灣水青岡秋景空照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8)。追尋

珍稀植物－台灣水青岡的蹤跡。 

台灣水青岡於本區主要分佈於稜線地區，鐘補勤、章樂民(1954)發表「南插

天山森林生態初步調查」，最早論及台灣水青岡之植群，提到南插天山在 1800 m

以上可見台灣水青岡大群叢(Fagus hayatae consociation)，在海拔 2000 m 以上，

台灣水青岡則與台灣杜鵑、錐果櫟、台灣扁柏、鐵杉混交。邱清安(1996)調查插

天山自然保留區之植相與植群，發現台灣水青岡最主要的分布地點為拉拉山至魯

培山的稜線上，東北延向保留區外的卡保山。生態氣候圖顯示插天山台灣水青岡

分佈於海拔 1,600m 以上，年均溫 14℃，年降雨量為 2,908mm，整體而言為低溫

濕潤之環境（見圖 3-5）。 

 

圖 3-5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台灣水青岡之生態氣候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2)。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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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蘊含豐富多樣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同時也是台灣

南、北氣候的分水嶺，原為礫岩紅土台地，經大安溪溪水的切割，加上侵蝕、崩

塌作用，而形成壁立山峰、礫石層、卵石流、地下伏流等特殊地形景觀（見圖 3-

6、圖 3-7）。 

  

圖 3-6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9)。苗栗

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圖 3-7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9)。苗栗

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火炎山自然保留區位於苗栗縣三義鄉與苑裡鎮交界處，東臨中山高速公路，

西接苑裡海岸平原，北面是海拔高約 600 公尺的丘陵地，包括火炎山地形特徵發

達的地區，即火炎山主峰（602 公尺）南側集水區，南臨大安溪和台中市的后里

區相對，全區隸屬於新竹林區管理處大安溪第 3 林班。東及西的方向有小稜線圍

繞，南側則以大安溪為界（東西邊界各以小稜線外側約 100 公尺為界），如圖 3-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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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行政區域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經營管理計畫書。 

本區的植物相歧異可概分為砂地、卵石流地、崩塌地、一般山地以及溪谷溼

地等五種不同植物社會。蔡進來(1990)於火炎山自然保留區植物調查報告中指出，

區內原生馬尾松植群為台灣地區面積較大的馬尾松林分之一，稜線上原生馬尾松

雖隨著礫石而不斷地崩落，但在峭壁上的馬尾松又多量天然下種，演替為純林。

馬尾松崩落與再生之動態演替過程相當具有特色，除原生馬尾松群落之外，尚有

相思樹、楓香、烏桕、大頭茶、杜鵑等闊葉樹林與多種蕨類植物，亦具區域代表

性。大部份的植物均屬演替先期的陽性植物，當地最大的松樹胸徑為 60 公分左

右，為舊日原有松林經過火災之後的倖存者，一般而言，松林為強陽性之先趨植

物，難成全然鬱閉的森林。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歷年調查成果顯示，本區有 401 種維管束植物，

根據台灣植物紅皮書的評估，其中包含 2 種瀕臨絕滅、1 種易受害及 2 種接近威

脅的物種，其餘 319 種安全無虞的物種和 3 種資料不足、51 種在地區等級被視

為沒有資格評估的分類群及 23 種未根據基準進行評估的分類群物種。經實地調

查發現共有 108 科 293 屬 373 種 7 亞種 24 變種 2 品種，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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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維管束植物分類統計 

 
類 

 
 

群 

階級 
 

 科 屬 種 亞種 變種 品種 

種 

子 

植 

物 

 蕨類植物 25 51 63 3 4 0 
被 

子 

植 

物 

裸子植物 1 1 1 0 0 0 
雙子葉植物 74 197 248 3 18 2 

單子葉植物 8 44 61 1 2 0 

小計 82 241 309 4 20 2 

合計 108 293 373 7 24 2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經營管理計畫書。 

根據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的結果，自然保留區內以闊葉樹林型為主要

的林相分布，其次為裸露地，在保留區西側則分布少部分為竹林，在南側（靠近

第 5 號沖蝕溝）則有一些竹闊混淆林，林相分布如圖 3-9 所示。 

 
圖 3-9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林相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火炎山自然保

留區經營管理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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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的動物資源經實地調查共發現有百餘種，根據林務局 108 年 1 月 9 日公

告修正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區內包含 1 種瀕臨絕種哺乳類、2 種珍貴稀有哺

乳類及 2 種其他應予保育之哺乳類，以及 8 種珍貴稀有鳥類和 4 種其他應予保育

鳥類。 

根據陳永福(1991)進行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動物調查報告，共發現有

69 科 111 屬 129 種動物資源，其中包含哺乳動物 1 種、鳥類 42 種、兩棲類 2 種、

蜥蜴類 2 種、魚類 1 種、昆蟲類 74 種、蜘蛛類 7 種，依動物生育地環境約可分

述如下： 

卵石流地：環境特性為陽光充足而開闊，動物相較為單純，常見昆蟲以草葉

為主食的有台灣大蝗、稻蝗、負蝗以及螽亞目的草螽。 

崩崖地：動物相亦頗為單純，可見蜘蛛類的金蛛、人面蜘蛛於樹間結網，偶

而可見赤腹松鼠啃食松樹的毬果。 

闊葉林：因植物種類龐雜，動物相也最為豐富。昆蟲方面，在闊葉林下的陰

暗地常見蛇目蝶科的蝴蝶，此類蝴蝶因具有良好的保護色，非經驚擾很少飛

翔，在林間的開闊地則可見到大群美麗的鳳蝶科蝴蝶在馬纓丹上吸食花蜜；

鳥類方面，較常見活動於樹林中、上層之間的鳥類，有白頭翁、紅嘴黑鵯、

綠繡眼等。在樹林下層以及林緣的灌叢之間活動者，則主要為小彎嘴、山紅

頭、粉紅鸚嘴等。 

溪谷濕地：因位於背風帶，冬季常可見到黃蝶、青斑蝶等蝶類於此避風。溪

谷的小水流可看到棲水性昆蟲及好水性的昆蟲、兩棲類、爬蟲類，如水黽、

蜻蜓、稜蝗、蛙類、麗紋石龍子等。另外，於小水流中發現的赤斑吻鯸虎魚

為台灣近年來所發現的新種。 

此區的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台灣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在生

態系食物鏈中屬於頂層的消費者，有極重要的生態與保育價值，為健全生態系之

指標物種。台灣石虎主要分布與利用的棲地以低海拔淺山地區為主，通常僅於苗

栗縣、台中市、南投縣有記錄（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姜博仁、王豫

煌、林良恭，2017），近兩年則在彰化縣八卦山區有零星紀錄，但幾乎位於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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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邊，嘉義縣則於 2018 年有 20 年來的第一筆台灣石虎發現紀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989 年將台灣石虎公告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於 2008 年再將台灣石虎從原先之「珍貴稀有」保育類等級提升為第一級「瀕

臨絕種」保育類。根據台灣石虎棲地分布分析估算目前台灣石虎僅存約 468–669

隻（姜博仁等，2017），若以最小可存活族群量(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 MVP)

的 500至 1,000隻建議(Franklin, 1980;Thomas, 1990;Franklin and Frankham, 1998)，

任何一隻的台灣石虎死亡，都可能對台灣石虎族群的存續產生衝擊。 

3.2.1.3 雪霸自然保護區 

雪霸自然保護區擁有豐富多樣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位於雪山山脈，海拔高度

介於 1,100~3,886 公尺，區內特殊地形，地質景觀如大霸尖山、大雪山北峰崩壁

及冰河遺跡所形成之圈谷等，皆具有重要的自然與文化價值。本區主要以翠池地

區玉山圓柏純林、針闊葉林、特殊地形景觀、冰河遺跡及野生動物等為保護對象

（見圖 3-10），保護區的東、西、南、北向山脈與河流的天然界線如下： 

(1) 東界：北自大霸尖山(3,492m)起，向南經雪山北峰、雪山主峰、大劍山、佳

陽山、劍山至大甲溪谷。 

(2) 南界：以八仙山事業區第 76 林班至大甲溪谷為界。 

(3) 西界：自八仙山事業區第 76 林班起，向北經大雪山、頭鷹山、火石山，沿

大安溪事業區第 64 林班至雪山溪、馬達拉溪、班山。 

(4) 北界：自馬達拉溪向東，經班山、伊澤山、中霸尖山至大霸尖山。 

 

圖 3-10 雪霸自然保護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雪霸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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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涵蓋台中、高海拔各類型生態系，包含高山生態系、森林生態系及溪流

生態系等，行政範圍橫跨苗栗縣及台中市，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與「東勢林區管理處」共管區域，總面積為 20,506.08 公頃。新竹林

區管理處轄有大安溪事業區第 53、54 及 56-60 林班，面積 5,587.61 公頃；東勢

林區管理處轄有大安溪事業區第 61-64 林班及八仙山事業區第 76-84 林班，面積

14,918.48 公頃，位置與範圍如圖 3-11。 

 

圖 3-11 雪霸自然保護區位置與範圍 
資料來源：東海大學(2020)。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服務第一次查核報告書。 

本區範圍的動物分類群統計如表 3-2 所示，從科數或種數來看，皆以無脊椎

動物的數量較多，其中以昆蟲（含水棲無脊椎）佔大多數；脊椎動物則以鳥類最

多、哺乳類次之。 

 



 

18 
 

表 3-2 雪霸自然保護區動物分類群統計 

類別 科數 種數 

脊椎動物 

哺乳類 13 30 
鳥類 34 80 
兩生類 4 9 
爬蟲類 5 7 

無脊椎動物 
昆蟲（含水棲無脊椎） 95 459 

貝類 10 39 
總計 161 624 

資料來源：東海大學(2020)。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服務第一次查核報告書。 

(1) 哺乳類 

哺乳類共記錄 7 目 13 科 30 種，其中特有物種數比例達 83.3%，包括 10 種

特有種及 15 種特有亞種。此區有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哺乳動物 1 種（台灣黑熊）、

珍貴稀有保育類哺乳動物 4 種（台灣水鹿、台灣野山羊、黃喉貂、穿山甲），及

其他應予保育類哺乳動物 5 種（台灣水鼩、山羌、台灣獼猴、白鼻心、台灣小黃

鼠狼）。 

(2) 鳥類 

鳥類共記錄到 8 目 34 科 80 種，其中特有種數比例達 65.0%，包括 19 種特

有種及 33 種特有亞種。保育類鳥類共計 30 種，包括林鵰、熊鷹、遊隼等 3 種瀕

臨絕種的保育類鳥類，藍腹鷴、黑長尾雉、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黃嘴角

鴞、黃魚鴞、鵂鶹、褐林鴞、灰林鴞、大赤啄木、綠啄木、黃山雀、棕噪眉、小

剪尾、白頭鶇等 16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鳥類，及台灣山鷓鴣、台灣藍鵲、煤山雀、

青背山雀、火冠戴菊鳥、紋翼畫眉、黃腹琉璃、小翼鶇、白尾鴝、白眉林鴝、鉛

色水鶇等 11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鳥類。 

(3) 兩生類 

兩生類共記錄到 2 目 4 科 9 種、爬蟲類 1 目 5 科 7 種，其中兩生類特有物種

數比例達 88.9%，計有 8 種特有種；爬蟲類特有物種數比例達 57.1%，計有 4 種

特有種。瀕臨絕種的保育共計 3 種，包括台灣山椒魚、南湖山椒魚與觀霧山椒魚，

台灣山椒魚棲息於志樂溪流域，南湖山椒魚則在翠池有發現紀錄，觀霧山椒魚在

馬達拉溪及霸南山屋下方塔克金溪溪谷有發現紀錄；保育類爬蟲類共計 4 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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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台灣赤鍊蛇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及短肢攀蜥、菊池氏龜殼花、高砂蛇

等 3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爬蟲類。 

(4) 昆蟲 

昆蟲共記錄9目77科411種（未包含水棲昆蟲），其中特有種數比例達38.0%，

包括 131 種特有種及 25 種特有亞種。保育類昆蟲共計 3 種，包括虹彩叩頭蟲、

長角大鍬形蟲等 2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以及台灣長臂金龜等 1 種其他應

予保育類野生動物。若以已知分布流域來看，三個流域中志樂溪流域共記錄 7 目

73 科 380 種昆蟲，馬達拉溪流域紀錄有 1 目 5 科 39 種蝶類，雪山溪記錄有 6 目

9 科 17 種昆蟲。整體而言，除了志樂溪已經有較完整的昆蟲相調查外，其餘兩

個流域的昆蟲相調查仍需加強。 

(5) 貝類 

貝類共記錄 2 綱 2 目 10 科 39 種，包括志樂溪流域記錄有陸棲貝類腹足綱

柄眼目 9 科 38 種，及翠池記錄有雙蛤綱簾蛤目碗豆蜆科高山碗豆蜆 1 科 1 種的

水棲貝類。其中，陸棲貝類特有物種數比例達 50%，計有 19 種特有種；水棲貝

類高山碗豆蜆則廣布於溫帶平地水塘，在台灣為零散分布於高山湖沼中。 

本保護區範圍的植物則記錄到 144 科 418 屬 890 種（見表 3-3），其中有 276

種特有種植物，佔本區總維管束植物中的 31.0%，包含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的珍

貴稀有植物「南湖柳葉菜」。另有 75 種稀有植物，依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

等級進行整理，可分為嚴重瀕臨絶滅(CR)1 種、瀕臨絶滅(EN)5 種、易受害(VU)31

種、接近威脅(NT)38 種，由於本區氣候濕潤且涵蓋高山及河谷兩類型生態體系，

蕨類種數豐富，共記錄到 164 種蕨類植物。 

表 3-3 雪霸自然保護區維管束植物分類群統計 

類別 科數 屬數 種數（含以下分類群） 
蕨類植物 27 67 164 
裸子植物 5 12 17 
雙子葉植物 103 275 596 
單子葉植物 9 64 113 

總計 144 418 890 
資料來源：東海大學(2020)。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服務第一次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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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高保育價值第二類 

3.1.2.1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範圍海拔分布自 200 公尺至 3,500 公尺，最高

峰為南湖北山，全區多山、多丘陵，氣候涵蓋亞熱帶、暖溫帶、冷溫帶及亞寒帶，

地形富變化，森林覆蓋率高且植被完密，提供野生動物最佳的棲息場所。本區位

於台北、宜蘭、新竹、及桃園等四縣市之行政交界處，屬於烏來事業區第 54~71

林班、大溪事業區第 39、40、45~66、83～84、87~100、109～118、127~130、3

林班、宜蘭事業區第 74～77、81~84 林班及太平山事業區第 1~73 林班，總面積

達 61,081 公頃。 

在動物資源方面，保育類動物如台灣黑熊、台灣野山羊、台灣水鹿、黃喉貂、

林雕、藍腹鷴、黑長尾雉、灰林鴞等；兩棲爬蟲類如褐樹蛙、莫氏樹蛙、翡翠樹

蛙、台北赤蛙…等，在此區均有發現紀錄，顯示動物資源極為豐富。 

另外，此區氣候溫涼濕潤，故植物種類繁多而生態歧異度高，包括天然原始

林、次生林、森林溪流及沼澤湖泊等多種生態體系（見圖 3-12、3-13），尤其在

棲蘭山區以及鴛鴦湖保護區一帶仍保有相當面積之天然原始檜木林等，多樣化的

棲息環境孕育豐富野生動物資源。保護區內植群類型歧異繁多，生育地因子的差

異或因處於不同演替不同階段，呈現非常複雜之鑲嵌構造(mosaic structure)。 

  

圖 3-12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6)。棲蘭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圖 3-13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6)。棲蘭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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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植群區分為下列 18 種植群型：1.台灣櫸型；2.

蘭嵌鵝耳櫪—香楠型；3.阿里山楊桐—變葉新木薑子型；4.烏皮九芎型；5.台灣杜

鵑型；6.西施花—二葉松型；7.錐果櫟型；8.台灣黄杉型；9.台灣扁柏—台灣鐵杉

型；10 紅檜型；11.小葉台灣灰木—森氏櫟型；12.雲葉型；13.竹葉楠型；14.烏心

石型；15.大葉石櫟—長梗紫苧麻型；16.水亞木型；17.玉山假沙梨型；18.台灣檫

樹型。 

植物種類調查結果顯示維管束植物達 120 科 283 屬 618 種，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各類植物統計表 

種類 科 屬 種 
蕨類植物 25 56 122 
裸子植物 5 9 11 
被子植物 88 218 485 
雙子葉植物 79 182 418 
單子葉植物 11 36 67 

合計 120 283 618 
資料來源：呂金誠等人(2003)。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植群生態調查之研究。 

3.1.3 高保育價值第三類 

3.1.3.1 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位於觀霧地區，在新竹縣五峰鄉與苗栗

縣泰安鄉交界處，屬於雪霸國家公園西北端新竹林區管理處之轄區，範圍約

907.42 公頃，而「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設置係為保育此瀕臨

絕種野生動物。民國 89 年 10 月 1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

告將國有林大安溪事業區第 49 林班劃設來保育該瀕臨絕種野生蝶種，整個保護

區面積共 23.5 公頃，海拔高約 1,700 至 2,350 公尺，與雪霸國家公園的北界相鄰，

區內有大鹿林道東線可以通達，其內主要有相當數量的台灣寬尾鳳蝶幼蟲攝食所

需的台灣檫樹（見圖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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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台灣寬尾鳳蝶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5)。

104 年業務宣導月曆。 

圖 3-15 台灣檫樹成樹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2019)。

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生態監測與復育。 

台灣寬尾鳳蝶(Papilio maraho)為台灣特有的珍稀保育類蝴蝶，依行政院農委

會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中，名列第一級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最初於 1932 年於台北州羅東郡烏帽子川原（今宜蘭縣大同鄉蘭陽溪中之獨立山

附近）首度由日人鈴木利一發現，隨後由素木得一、楚南仁博將其命名為 Papilio 

maraho（素木得一、楚南仁博，1934），其後松村松年以該物種作為屬的模式種，

建立 Agehana 屬(Matsumura, 1936)，在 1936 年之前總共只有 3 雄 2 雌個體之記

載，當時被視為稀世珍種。Wu et al. (2015)藉由分子親緣分析發現台灣寬尾鳳蝶

類蝴蝶起源自美洲，祖先於中新世早期藉由白令地峽來到亞洲並分化，親緣關係

最近的蝶種則見於中美洲，Agehana 屬因此應與鳳蝶屬的亞屬 Pterourus 合併。

此項研究證實台灣寬尾鳳蝶類蝴蝶是遠古歐亞與美洲生物相交流的證據，彌足珍

貴。 

世界上約有 573 種鳳蝶(Scoble, 1992)，在後翅具有寬大的尾狀突起，而其內

有兩根翅脈貫穿者只有台灣特有的台灣寬尾鳳蝶及分布於長江流域的中華寬尾

鳳蝶(Papilio elwesi)(Wu et al., 2015)。 

台灣寬尾鳳蝶一直被視為珍貴稀有的物種（白水隆，1960；陳維壽，1974；

顏聖紘、楊平世，2000；Yen ＆ Yang, 2001）。日據時代結束後，台灣寬尾鳳蝶

新發現的棲息地增加，觀察、採集紀錄也稍微增加（山中正夫，1971），但整體

而言台灣寬尾鳳蝶仍被視為最美麗且珍貴的蝶種，以致當時有人倡言可視之為國

蝶（陳維壽，1974）。由於其形態特殊、色彩美麗、加上數量稀少使之承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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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採集壓力，有鑑於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84 年將之公告為保育類第一

類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予以保護（楊耀隆，1996）。在國際上，亦將台灣寬

尾鳳蝶視為亟待保育的蝶種，於民國 85 年（1996 年）列入 IUCN 的紅皮書中

（IUCN, 2006）。台灣寬尾鳳蝶的寄主植物－台灣檫樹(Sassafras randaiense)亦被

認為是台灣特有的珍稀樹種（呂勝由，1996），也被列入 IUCN 之紅皮書中(Lu & 

Pan, 1998)。 

台灣檫樹是台灣寬尾鳳蝶的唯一寄主，分布於宜蘭、桃園、苗栗、阿里山和

東部的花蓮、台東等地之山區（如圖 3-16），生育地海拔高度介於 900-2,400 公

尺，並多位於中海拔櫟林帶的上層霧林帶。台灣檫樹屬於陽性樹種，易隨著自然

演替的過程被其他陰性樹種所取代，而且因遮蔽程度隨著環境演替增加，導致其

種子萌發情況不佳，造成其幼苗更新不易，日照不足的枝幹在不久之後就會弱化

枯死。此情形將導致台灣寬尾鳳蝶能夠利用的植株數量減少，可供產卵的枝葉層

也隨著森林演替過程而減少，對台灣寬尾鳳蝶野外族群數量有不利影響。 

 

圖 3-16 台灣檫樹在台灣的分布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2019)。觀霧寬尾鳳蝶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生態監測與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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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於 2018-2019 年針對大鹿林道東線沿途不同林相

以及台灣檫樹生育環境、蜜源植物分布之生育地進行生態調查，共計調查有 73

科屬 211 種，其中蕨類有 10 科 22 種，裸子植物有 3 科 10 種，雙子葉植物有 54

科 167 種，單子葉植物有 6 科 12 種，其中含 70 個台灣特有種、特有亞種或變

種，及 1 個外來歸化種。其設置 51 個植群樣區，利用 TWINSPAN 將植物社會分

成 8 個植群型：1.長尾柯-巒大杉型、2.大葉石櫟-假長葉楠型、3.台灣二葉松型、

4.台灣赤楊型、5.台灣杜鵑型、6.海州常山型、7.冇骨消型、8.芒型。調查中記錄

到台灣檫樹的成樹多分布在長尾柯-巒大杉型之人工林裡，也分布於林緣的海州

常山型，及少數的崩塌地森林台灣赤楊型，而未出現於演替晚期的假長葉楠-大

葉石櫟型、乾燥的台灣二葉松型、及稜線的台灣杜鵑型，如圖 3-17。 

 

圖 3-17 台灣檫樹分布之植群社會型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2019)。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生態監

測與復育。 

3.1.4 高保育價值第四類 

3.1.4.1 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龜裂 

烏來工作站座落於新北市烏來區東南方（如圖 3-18、3-19），根據新北市民

政局統計，截至民國 109 年 3 月，烏來區人口總計 6,373 人，其中烏來里為 2,852

人。烏來觀光風景區透過公所與市政府的大力推動，針對烏來四季變化規劃活動，

如櫻花溫泉季、賞螢活動、採筍、秋天的甜柿採集等，為烏來帶入不少由台灣各

地來的觀光客，商業活動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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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烏來工作站及旁邊坡範圍 
資料來源：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1)。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 

 

圖 3-19 烏來工作站及旁邊坡 
資料來源：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1)。新竹處烏來工作站

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 

查詢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的結果顯示，烏來站旁邊坡及周邊區域位於地質敏

感區（山崩與地滑）潛在大規模崩塌區域內（圖 3-20），編號為新北市-烏來區-

D006，面積 233.3 公頃，平均坡度 25 度，高差 706 公尺。 

烏來工作站 (TWD97)

X:305651，Y:2750427

500公尺
改繪自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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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烏來工作站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資料來源：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1)。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 

烏來工作站旁邊坡原卵石擋土牆因嚴重龜裂，於民國 92 年起接連施作混凝

土擋土牆及防落石柵等防護工程，以保障烏來站同仁生命財產安全。近期受極端

氣候的影響，民國 104 年蘇迪勒颱風襲台，主要降雨集中於新北及宜蘭山區，造

成台 9 甲沿線忠治、孝義、西羅岸、信賢、福山及馬岸等聚落多處坍方，而烏來

工作站附近之烏來老街周邊商家、住戶都有積水、淹水的情況，且因南勢溪溪水

高漲，烏來老街之覽勝大橋護欄有破壞的情形；忠治地區因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

颱風侵襲，重大土砂災害造成道路損毀，台 9 甲線 10.2K 及上邊坡區域發生大範

圍土石流崩塌，導致交通中斷。過往歷史災害如表 3-5。 

表 3-5 烏來地區歷年災害 

災害發生時間(事件) 發生地點 致災原因 

101 年 7 月 30 日~8 月 3 日 
(蘇拉颱風) 

桶後溪兩岸 
南勢溪河水暴漲、沒過堤岸，造成多

處道路中斷 

104 年 8 月 6 日~8 月 9 日 
(蘇迪勒颱風) 

覽勝大橋、

台 9 甲線沿

線 10.2K 

南勢溪水位高漲，覽勝大橋護欄遭破

壞、台 9 甲線新烏路 10.2K 道路坍方 

104 年 9 月 27 日~9 月 29 日 
(杜鵑颱風) 

新烏路 9K 
新烏路 9k 處半邊橋因地勢較低，有

淹水災情 
105 年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 

(梅姬颱風) 
台 9 甲線新

烏路 10.2K 
台 9 甲線新烏路 10.2K，山坡受大雨

沖刷再度崩塌，烏來聯外道路中斷 
資料來源：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1)。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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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高保育價值第五類 

經由本處秘書室、作業課、育樂課、林政課、治山課等內部專家以及外聘專

家確認，本處目前無符合第五類高保育價值之項目。 

3.1.6 高保育價值第六類 

3.1.6.1 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 

跨越薩克亞金溪主流的白石吊橋建於 1921 年（大正 10 年），於 1947 年二度

修建，橋長 145 公尺、寬 90 公分，是早期當地部落的聯外交通要道，吊橋附近

為峽谷地形，兩岸山壁春天櫻花錯落、秋天紅葉繽紛，吸引許多遊客專程前來賞

景（如圖 3-21），白石吊橋為串聯霞喀羅步道之關鍵設施；白石駐在所（圖 3-22）

也稱為薩克亞金駐在所，是大正 11 年霞喀羅道路開通後被視為極重要的戰略據

點，目前現存為翻修後的建物。日治時期在駐在所東側小丘上設有砲台，在西側

山稜上設瞭望台，基地四周並有削尖木樁及夯土雙層圍牆，現皆已不存在，形成

駐在所周邊的寬廣腹地。 

  

圖 3-21 白石吊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5)。

104 年業務宣導月曆。 
圖 3-22 白石駐在所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2019)。

Syakaro！霞喀羅國家步道春日裡的泰雅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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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保育價值的管理與監測 

4.1 高保育價值第一類 

4.1.1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的管理與監測 

4.1.1.1 管理目標 

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

條規定，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內具有代表性生態體系，且為具有基因保存永久觀察、

教育研究價值之區域，其中包含珍貴之稀有植物—台灣水青岡。因此本自然保留

區之設立，以保存特有之植物、族群數量稀少或有絕滅危機之植物為基礎，管理

目標為保護插天山的櫟林帶、稀有動、植物資源及其生態系，並提供科學研究與

環境教育。 

4.1.1.2 管理策略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擁有珍貴的自然資源及生態系統，但因臨近都會區及民眾

對自然體驗需求的增加，導致保留區面臨顯著的使用壓力和衝擊。目前插天山自

然保留區即面臨自然保留區設立目的（資源保護）與民眾需求（自然體驗使用）

之價值衝突，除了面臨使用者不當使用步道或破壞步道沿途設施或景觀的行為，

台灣水青岡棲地與自然體驗步道重疊的情形，更加深管理維護上的困難。 

為因應都會區對登山及自然體驗需求可能帶來的影響，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視各路段的衝擊程度，採承載量管制、教育宣導及監測等策略來避免敏感區域或

路段受嚴重衝擊。此外可透過溝通及招募方式，將步道重度使用者和組織納入步

道志工或保育志工，協助步道修復、維護及資源保護工作。 

4.1.1.3 監測方法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之監測項目包含動植物資源及自然體驗衝擊等監測工作，

監測項目彙整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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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監測項目與方法 

監測類別 監測方法 

動植物生態 

 每十年委託專業團隊辦理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動植物調查監

測，更新保留區維管束植物及保育類動物名錄，並規劃設置

代表性植物永久樣區。 
 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進行動物監測，每月進行相片資料回

收、自動照相機的資料分析，主要包括物種名錄、活動模式

及出現頻度。 
 巡視人員每月巡視監測生態狀況。 

自然體驗衝擊 
 巡視人員每月巡視監測區內自然步道狀況。 
 與在地登山團體合作步道認養，每季巡視監測。 

4.1.2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的管理與監測 

4.1.2.1 管理目標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的管理目標主要有三項：第一、保護區內自然地

理景觀之完整，使其永續保存；第二、建立保護區之自然生態基本資料庫，提供

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之用；第三、宣導自然生態的價值，以增進國人的保育觀念。 

4.1.2.2 管理策略 

針對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之經營管理層面，有地形變動過大、土石崩

塌及經營管理資源缺少之難題。火炎山向源侵蝕發達、地質脆弱，每逢豪雨或颱

風常造成大量土石堆積，影響下方道路及隧道的安全外，同時也造成保留區景觀

的改變。 

台灣石虎分布與利用的棲地主要為低海拔淺山地區，這些棲地相當靠近人類

活動的區域，特別是農地與森林鑲嵌的土地利用型態，隨著愈來愈多的土地開發，

造成台灣石虎原始棲地的萎縮與破碎化，也增加人類與台灣石虎的衝突威脅。台

灣石虎捕食淺山放養之家禽造成經濟上的損失，養殖農戶為求降低經濟損失，以

農藥毒殺或捕獵的方式移除台灣石虎，台灣石虎與人類的衝突會因為持續的開發

案拓展而增加，導致台灣石虎可能面臨的族群滅絕的威脅。 

因應上列問題，可委託學術機構長期收集相關自然、人文資料，如動植物相

調查、棲息地調查、生態及環境變化監測。經營管理方面，依森林法、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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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嚴加執行，加強違反法令規章之取締工作，以達經營管

理效果，並限制一般遊憩活動進入。 

對於台灣石虎與放養家禽衝突的問題，解決方法包含建置完善的籠舍與圍網，

故可透過輔導養禽戶進行圍網試辦，並因應各場域環境條件差異評估搭建防治圍

網方式之多樣性，尋求合理補助標準與友善防治標準作業模式，以為後續野生動

物危害農林作物補助政策擬訂參考，並同時達到試辦圍網推廣之成效。 

4.1.2.3 監測方法 

針對動植物及地質地形的監測方法彙整為表 4-2。 

表 4-2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監測項目與方法 

類別 方法 

動植物

生態 

 每五年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動植物調查，建立特稀有植物名錄、繪製植

群圖。 
 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進行動物監測，每月進行相片資料回收、自動

照相機的資料分析，主要包括物種名錄、活動模式及出現頻度。 
 巡視人員每月巡視監測生態狀況。 

地質地

形 

 巡視人員每月巡視監測地質狀況。 
 每五年進行一次地質監測之全盤調查，包含收集農航所的航空照片

並進行觀察土石堆積的情形，及以照片或設置監測樁的方式，了

解邊坡後退的情形。 

台灣石虎的監測使用上表提及的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以蒐集防治成效，並機

動檢討圍網架設方式。自動照相機可架設於圍網周邊與外圍台灣石虎活動區域，

視場域環境與圍網方式選擇適合架設位置，監測台灣石虎對圍網的反應與是否可

以翻越圍網，進而評估友善防治成效。 

4.1.3 雪霸自然保護區的管理與監測 

4.1.3.1 管理目標 

雪霸自然保護區的管理目標為保存完整生態系，包括中高海拔的原始林相、

高山湖泊生態系、特殊地形地景（如：大霸尖山、冰河地形、大崩壁）、翠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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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直立狀玉山圓柏，以及保護特殊或珍稀動植物，如熊鷹、台灣黑熊、山椒魚、

孑遺植物等。雪霸自然保護區範圍含括本處與東勢林區管理處所轄林地，保護區

事務由東勢林區管理處主政，本處配合。 

4.1.3.2 管理策略 

根據 2021 年執行經營管理效能評量結果，雪霸自然保護區所面臨的管理問

題共計 10 項：(1)狩獵與採集陸域動物：盜獵；(2)木材採伐：樹瘤採集；(3)遊憩

活動：登山；(4)防火與滅火：近五年有野火；(5)水壩與水管理/使用：志樂壩引

水降低志樂溪的水流量；(6)外來入侵物種：於志樂溪入口，如咸豐草；(7)乾旱：

影響冷杉抽芽；(8)極端氣溫：玉山杜鵑、冷杉似有提早開花的現象；(9)文化連

結、傳統知識及/或經營管理作法的喪失：特殊文化與社會逐漸消失；(10)對治理

角色和責任的困惑：入園管理、土地管理、林火等議題。 

針對上述的管理問題，因應的策略主要分為四項：(1)加強關鍵指標物種的調

查與監測；(2)強化與在地部落的關係：因部落文化已逐漸流失，管理處應加強文

化方面的調查，也可以藉由提供保護區相關工作或議題提升與居民的關係；(3)氣

候變遷和碳捕捉：經營管理的策略上需要有更深入的討論；(4)巡護與查緝：不定

期巡護，搭配一年 1-2 次深山特遣。 

另外，也將本保護區進行分區規劃的管理，以現有建物（如山屋、志樂壩周

遭設施）、現行登山步道或路線為永續利用區，路際五十公尺內為緩衝區，其他

為核心區。 

(1) 核心區 

A. 目的：指受保護對象之主要生存、棲息、繁衍及族群最集中或地質地形最

脆弱敏感之區域，並具易辨識區隔之天然或人為界線，著重生態系統之監

測與維持，以保持原始天然狀態、珍貴稀有動植物其生育地之多樣性及平

衡。 

B. 範圍：保護區內除永續利用區與緩衝區外之區域。 

C. 保護及利用事項：僅供棲地巡護、科學研究、生態調查及原住民舊部落文

化尋根等活動。若本區發生森林病蟲害、外來種入侵、森林火災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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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進入施行防治工作。 

(2) 緩衝區 

A. 目的：指位於核心區外圍，隔離外界與核心區，以減少外在衝擊對核心區

之影響。 

B. 範圍：永續利用區之路際五十公尺內為緩衝區。 

C. 保護及利用事項：可進行與核心區相關之棲地巡護、科學研究、生態調查

及原住民舊部落文化尋根活動。若本區發生森林病蟲害、外來種入侵、森

林火災等情形，得以進入施行防治工作。不定期調查本區生態資源與干擾

之衝擊變遷。 

(3) 永續利用區 

A. 目的：位於緩衝區外圍，以維護保育對象的生存、繁衍，容許區內進行有

限度之利用。 

B. 範圍：現有建物（如山屋、志樂壩周遭設施）、現行登山步道或路線為永

續利用區。 

C. 保護及利用事項：提供進行嚴謹的登山活動、可進行與緩衝區相關之科學

研究及原住民舊部落文化尋根。 

4.1.3.3 監測方法 

在動物、植物、關鍵物種及其他資源的調查監測方面，本處將持續進行保護

區巡視監測及使用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測生態資源，東勢林區管理處每 5 年進行

一次調查監測，東勢林區管理處於雪霸自然保護區詳細監測項目如下： 

(1) 關鍵指標物種：植物的部分為玉山圓柏、香杉；動物的部分以二級以上保

育類動物為關鍵指標物種，包含台灣黑熊、台灣水鹿、台灣野山羊、黃喉

貂、藍腹鷴、黑長尾雉、台灣山椒魚、觀霧山椒魚。 

(2) 一般定期資源調查項目：每 5 年一次的定期調查，粗略可分為植群和動物

兩個大項目，動物可包含哺乳類、蝙蝠、兩棲爬蟲類、鳥類和昆蟲等。 

(3) 棲地監測：志樂溪流域、玉山圓柏林。 

(4)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量：每 5 年應進行一次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量，

檢討保育目標，釐清威脅壓力與經營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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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保育價值第二類 

4.2.1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管理與監測 

4.2.1.1 管理目標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動植物種類豐富，因此管理目標為維持此生態

系的完整性。 

4.2.1.2 管理策略 

調查結果顯示，本區域的檜木林型族群結構相當完整，台灣扁柏無論天然更

新以及各齡級階段均存在相當之數量，因此需要加以保育以維持此完整性。另外，

也發現本區內存有相當的香杉族群，且多以大徑級之大喬木存留，但偶爾發現不

肖之徒之盜取，有關單位也加強巡邏，以防止此重要之自然資源遭受破壞。 

4.2.1.3 監測方法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監測方法為每月進行巡視監測。 

4.3 高保育價值第三類 

4.3.1 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管理與監測 

4.3.1.1 管理目標 

台灣檫樹為台灣寬尾鳳蝶幼蟲專一的食用植物，台灣檫樹能否在觀霧地區族

群更新與順利生長為寬尾鳳蝶存活的重要因素，因此以觀霧地區台灣檫樹的復育

為管理目標。 

4.3.1.2 管理策略 

過去台灣檫樹重要棲息環境內的天然下種更新困難，並且鬱閉生長狀況不良，

因此規劃階段首先確認台灣檫樹的分布以及種植小苗的可行性。將重要棲息環境

的成熟台灣檫樹規劃做為母樹林，以便日後提供生產復育台灣檫樹小苗的種子來

源。 

為改善保護區內台灣檫數族群生長狀況，未來可適度移除台灣赤楊等雜木，

避免與台灣檫樹競爭，使台灣檫樹順利生長，促進族群的天然更新狀況，並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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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狀況優良的台灣檫樹母樹進行採種，採人工育苗之方式，於適合栽植之生育

地環境復育台灣檫樹，復育初期應積極進行精緻除草與養護，定期除去幼苗周圍

之高草、雜木等競爭物種，以增加幼苗存活機率。 

台灣檫樹保護的經營規劃上，可透過無人機產製的正射影像選定優先保護之

目標樹及預訂伐除的對象及範圍，並於疏伐整理後持續監測台灣檫樹的生長改善

狀況，搭配定期監測，以釐清台灣檫樹分布的植物社會組成與疏伐前後森林組成

變化，提供未來移地保育的地點選擇與經營手段的重要依據。 

4.3.1.3 監測方法 

本區監測以每月進行巡視監測為主。在台灣檫樹物候的監測可選定林道兩側

較易觀察的台灣檫樹植株或復育種植的台灣檫樹植株，定期監測記錄其生長狀況。

未來可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寬尾鳳蝶族群量之觀測評估。 

4.4 高保育價值第四類 

4.4.1 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龜裂的管理與監測 

4.4.1.1 管理目標 

烏來工作站旁邊坡的管理目標為維持旁邊坡的穩定，並事先進行人員疏散撤

離的規劃，以保障烏來站同仁及遊客的生命財產安全。 

4.4.1.2 管理策略 

烏來工作站旁邊坡後方原卵石擋土牆陸續發生前端排水溝變形產生裂隙、擋

土牆開裂、水泥鋪面破損及擋土牆基腳處隆起等情形，可能危及同仁辦公場域及

下方烏來台車與遊客之安全。藉由蒐集烏來工作站旁邊坡的背景基礎資料，並透

過新建置之監測設備資料，瞭解地下水位分佈情形，以分析瞭解本區之致災原因，

並規劃區域整體治理改善建議方向並訂定警戒基準，以供後續整體治理工程規劃

設計對策方案及人員疏散撤離作業警戒基準之參考。 

4.4.1.3 監測方法 

本處於民國 109 年進行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以新建置的

設備進行監測，監測儀器數量與設置目的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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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烏來工作站旁邊坡監測儀器數量與設置目的 

監測儀器  儀器編號 設置目的 

傾斜管 
 

SI-1 
上邊坡地滑監測，檢視本工區是否

受到大規模崩塌影響，作為災害模

式判定 

傾斜管 
 

SI-2 
監測擋土牆背側上邊坡地層滑動情

形，破壞面發生深度，判斷災害範

圍 
分層觀測水位

井 
(自計式水位

計) 

 

OW-1 

監測擋土牆背側上邊坡水位升降情

形，可檢視是否有擋土牆背側水壓

宣洩不及問題，並作為後續邊坡穩

定分析水位設定依據 
分層觀測水位

井 
(自計式水位

計) 

 

OW-2 
監測工作站周邊水位升降情形，與

上邊坡水位進行比對，並作為後續

邊坡穩定分析水位設定依據 

傾斜管兼水位

井 

 

SIOW-1 

監測擋土牆背側上邊坡地層滑動與

水位升降情形，判斷災害範圍，及

作為後續邊坡穩定分析水位設定依

據 

傾斜管兼水位

井 

 
SIOW-2 

監測工作站前地層滑動情形，破壞

面發生深與水位升降情形，判斷災

害範圍 

傾度盤 
 TI-1、TI-

2、TI-3、
TI-4 

監測工作站上邊坡擋土牆結構傾斜

變化情形 

傾度盤  TI-5、TI-6 監測工作站結構物傾斜情形 

傾度盤 
 TI-7、TI-

8、TI-9、
TI-10 

監測工作站下邊坡擋土牆結構傾斜

變化情形 

雨量筒 
 

- 
收集本工區雨量資料，作為後續地

下水位升降比對及未來預警值判定

使用 
資料來源：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1)。新竹處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 

4.5 高保育價值第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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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處秘書室、作業課、育樂課、林政課、治山課等內部專家以及外聘專

家確認，本處目前無符合第五類高保育價值之項目。 

4.6 高保育價值第六類 

4.6.1 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的管理與監測 

4.6.1.1 管理目標 

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發展生態旅遊之時，也應減少遊憩活動所帶來的環境

衝擊，因此妥善維護環境為重要的管理目標。 

4.6.1.2 管理策略 

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的遊客在秋冬季時大量增加，超過環境承載量的同時，

也造成垃圾、噪音等問題，駐在所周遭遊客隨意棄置廚餘，而因遊客量大增，導

致簡易廁所不敷使用，而影響整體生態環境的維護，許多遊客紛紛提出白石駐在

所營位集中且限量管理之建議。 

再者，因遊客於秋冬季時大量增加，外部的登山協作團體則開始在白石駐在

所經營紮營食宿之遊憩服務，目前以「新竹縣五峰鄉原住民山岳發展協會」（東

線一批熊團隊）及「新北市山林休閒協會」（梁大霸高山服務團隊）為兩大進駐

協作團，但為經營方便而將私人協作團之用具（包含食材、炊具、睡袋等）堆放

於白石駐在所的問題逐漸產生。 

因應上述問題，白石吊橋以專業橋樑檢測以維持安全（參見附件一訪談紀錄

表），橋樑檢測頻度為兩年。白石駐在所的維護管理策略則分為下列五項： 

(1) 進行白石駐在所的內部油漆更新及外部營位之劃設工作。 

(2) 設置簡易乾式廁所，並委託在地部落協助清潔維護。 

(3) 秋冬季設置管理人員，並持續委由在地部落進行白石駐在所周邊營地的管

理，規劃營位預約平台，協助遊客安排宿營位置避免佔用行為發生，且白

石駐在所內與前方空地禁止紮營及堆放雜物，並維持建物及周圍之環境整

潔，提醒遊客自行將廚餘與垃圾帶下山，亦在遊客進行炊事行為之時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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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最後須進行簡易廁所之清潔維護工作。 

(4) 約束及管理登山協作團體，屬願意配合管理之協作團體可提供部分營位，

登山協作團體須配合現場管理措施、拔營時將廚餘及垃圾攜出步道、優先

雇用在地部落族人、維護清潔白石駐在所旁簡易廁所等事項，並協助霞喀

羅步道周邊山域意外事故的協勤救援。 

4.6.1.3 監測方法 

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的監測方法由巡視人員進行每月巡查，監測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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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 

本處依據 FSC-GUI-30-009 V1-0 (High Conservation Value Guidance for Forest 

Managers)及「02-FM-006 高保護價值評估程序書」成立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並

參考國際之實施案例，針對管理區域內所存在的高保育價值資源進行判定，提出

經營管理目標、方法策略、以及監測之方法。透過學者專家之意見提供、專業研

究報告的檢視、以及利害關係人之查訪、並經由本處及獨立於本處專家的審核，

判定本轄區內所擁有的高保育價值資源。 

高保育價值第一類—插天山自然保留區、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及雪霸

自然保護區之判定依據的資料包括插天山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火炎山自然

保留區經營管理計畫書、雪霸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行動策略研擬服務報告；諮詢

專家學者為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王正平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林

俊全教授、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良恭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

系 盧道杰教授。插天山自然保留區除了面臨使用者不當使用步道、台灣水青岡

棲地與自然體驗步道重疊的情形，保留區採承載量管制、教育宣導及監測等策略

來避免敏感區域或路段受嚴重衝擊，定期巡視監測及以紅外線照相機監測動物資

源，並可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全區動植物調查。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面臨地

形變動過大、土石崩塌及經營管理資源缺少之難題，因應策略可委託學術機構長

期收集相關自然、人文資料，在經營管理方面，則加強違反法令規章之取締工作，

限制一般遊憩活動進入，並定期巡視監測。雪霸自然保護區面臨的管理問題主要

有盜獵、樹瘤採集、野火、外來物種入侵、乾旱等，因應策略為加強關鍵指標物

種的調查與監測、強化與在地部落的關係、加強巡護與查緝，另將保護區分為核

心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三區進行管理，經營管理部分由東勢林區管理處主政、

本處配合辦理，本處將持續進行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測，東勢林區管理處則是每

5 年進行一次調查監測。 

高保育價值第二類—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為依據棲蘭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植群生態調查之研究與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呂金誠教授的意見諮詢

所判定。本區內存有相當的香杉族群，但偶爾會發現盜取行為，因此需加強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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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巡視，防止重要資源遭人破壞，並維持完整的生態系。 

高保育價值第三類—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判定乃依據觀

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生態監測與復育報告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徐堉峰教授建議。台灣檫樹為寬尾鳳蝶幼蟲專一的食用植物，本區

面臨台灣檫樹的天然下種更新困難，生長狀況不佳，因應策略可適時移除台灣赤

楊等雜木，避免與台灣檫樹競爭陽光，並針對生長狀況優良的台灣檫樹母樹進行

採種、定期除去幼苗周圍之高草、雜木等競爭物種，以增加幼苗存活機率，監測

方式包含為選定台灣檫樹植株進行定期監測。 

高保育價值第四類—烏來工作站旁邊坡龜裂判定的資料包含本處烏來工作

站旁邊坡鑽探及監測分析工作報告及利害關係人（各該地點所轄鄉鎮公所及部落

居民）之意見。烏來工作站旁邊坡後方原卵石擋土牆陸續發生前端排水溝變形產

生裂隙、擋土牆開裂、水泥鋪面破損及擋土牆基腳處隆起等情形，可能危及同仁

辦公場域及下方烏來台車與遊客之安全。藉由新建置的設備進行監測，以蒐集背

景基礎資料並分析瞭解本區致災原因，以供後續整體治理工程規劃設計對策方案

及人員疏散撤離作業警戒基準之參考。 

高保育價值第五類經由本處秘書室、作業課、育樂課、林政課、治山課等處

內相關專家以及外聘專家確認，目前無第五類高保育價值項目。 

高保育價值第六類—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之判定為依據霞喀羅國家步道

沿線地區原住民部落（清泉、石鹿、秀巒及養老）生態旅遊培力發展輔導計畫新

竹縣尖石鄉養老 yulu 文化生態發展協會（理事長 比令瓦旦）之利害關係人意見。

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面臨遊客在秋冬季時大量增加，造成垃圾、噪音、環境汙

染等問題，管理與維護策略分別為委託在地部落人員進行白石駐在所周邊營地管

理、定期巡視白石吊橋及白石駐在所，監測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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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保育價值第六類—白石吊橋與白石駐在所 訪談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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