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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橫公路時間序

阿里山鐵道著手評估、勘查

阿里山鐵道主線開始客運

自忠至哆哆咖鐵路竣工
林場砍伐業務結束

東埔線路基改做新中橫公路

阿里山公路正式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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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伯颱風

921921921921大地震

莫拉克颱風

民國
時期

日治
時期 20

14

再造阿里山風華

壹 受評路段介紹 話說從前：阿里山公路壹 受評路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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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阿里山公路柔腸寸斷，重建艱辛
重建過程同時推動公路景觀改善，打造優美路外空間

壹 受評路段介紹 話說從前：阿里山公路壹 受評路段介紹



壹 受評路段介紹 話說從前：阿里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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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受評路段介紹

生態棲地營造與原生動植物的復育是最終目標



阿里山公路の節奏

6

• 台18線起點為嘉義高鐵站，終點為塔塔加遊客中心，全長共109.3公里。

• 台18線過觸口後開始攀升為高山公路，至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為長約54公里的
迎賓路段，迎接遊客前往遊樂區，為大部分遊客的遊憩終點。

• 本參賽路段為二萬坪往上至自忠，海拔2000公尺以上，林相與生態更為豐富，
雲霧氣候變化萬千，遊客相對減少，也是高山生態復育最適宜的路段，最能感
受森林公路之美。

壹 受評路段介紹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嘉義高鐵站 塔塔加
88K0K / 起點 109.3K / 終點

觸口
34K

平原/高鐵大道 聚落 高山公路 迎賓 高山公路 森の路

2400m
1800m
1200m

600m

海拔高度

本次受評路段
二萬坪85K→自忠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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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棹

十字路

阿里山

自忠 塔塔加

奮
起
湖

`

二萬坪二萬坪二萬坪二萬坪85K

自忠自忠自忠自忠95K

二萬坪－自忠（85K~95K）

壹 受評路段介紹 受評路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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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雉（臺灣珍稀特有種）

紅頭山雀

阿里山鬼督郵

西施花(阿里山杜鵑)

玉山假沙梨

珍貴森林資源與豐富自然生態

• 本考評路段位於溫帶林區，阿里山五木－鐵杉、臺灣扁柏、華山松、臺
灣杉與紅檜主要分布於此。

• 臺灣珍稀特有種、高山植物豐富且多樣。

壹 受評路段介紹

藍腹鷴( 臺灣特有種）

鄒族( 真正的鳥）

繍眼畫眉

鄒族( 占卜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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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自然景觀壹 受評路段介紹

89K+500層層疊疊的山巒一覽無遺 9



阿里山五奇

雲海晚霞

日出 森林

鐵道

壹 受評路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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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4年阿里山遊客達271萬人

• 因阿里山有如此多美麗的自然風貌，成為遊客訪台或連假出遊的熱門景點。

• 台18線又為遊客前往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之主要公路，為國家重要觀光景點
之門戶，台18線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 沿線不同的林相景觀與自然生態，更具備營造國際觀光路線的雄厚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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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隙地停車夯壓、破壞草地、壓實根系、
垃圾遺留、攀折樹枝、遊客安全疑慮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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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小客車

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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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入園遊客(萬人次)

壹 受評路段介紹 阿里山朝聖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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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上邊坡 隙地 下邊坡

管線隨意附掛邊坡，視覺凌亂1

邊坡下緣除草，破壞原生植群2

邊坡植生不易，經常裸露3

現況問題．Before
經常停車，導致土壤裸露夯實，

喬木根系無法伸展
4

既有原生地被遭受破壞5
路外雜草叢生，透視性差6

缺乏變葉或開花喬木與特色灌木7

非必要混凝土護欄影響景觀8

道路標線不清，平整度欠佳9

壹 受評路段介紹 問題分析



• 重點 利用坍方落石、在地土方、倒木製成木屑等再利用於隙地活化。

• 重點 復育在地植群與生物棲地，創造生物多樣性與視覺豐富度。

• 重點 強化隙地休憩、觀景與環境教育之機能。

• 重點 創造平順公路線形、提升路面平整度。

13

執行重點與目標．Goal

1

2

3

4

80％ 自然生態維護

20％ 隙地景觀營造

目標

塑造以生態、多樣性並兼
顧休憩的高山景觀道路。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公路整體景觀改善重點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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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上邊坡 隙地 下邊坡

因應對策．After

管線清理或收束整理於側溝1
邊坡下緣人工拔草，減少
原生植群破壞

2

上邊坡掛網進行坡地復育3

維護側溝苔生植物環境4

以界石區隔隙地與車道；停車頻率高區域以碎木
屑鋪設停車區，並以石塊等天然材質設置車擋

5

復育原生與在地植物，促使自然繁衍6
清理路外雜草，以木樁繩索設置安全警告圍籬7

配植開花與誘蝶誘鳥喬灌木，增加生態豐富性8

設置石桌椅及解說牌面，強化隙地使用機能9

拆除混凝土護欄或改設透空性護欄10

改善道路，提升路面平整度11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因應對策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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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對策 管線清理或收束整理於側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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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邊坡下緣人工拔草，減少原生植群破壞2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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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上邊坡掛網種植原生樹種進行坡地復育，並強化水土保持3

Before After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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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維護側溝良好之苔生植物環境4

94K+20094K+20094K+20094K+200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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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隙地改善原則－環境整備5 6 7 8 9

清除路側不良景
觀及非必要設施

保留生長狀況較
佳之既有植栽

坍方土石級配回
填、過篩、整地

隙地改善設計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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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隙地改善原則－規劃設計5 6 7 8 9

坍方土石再利用

栽植原生及觀花
葉、誘蝶鳥植物

提供安全活動、
眺景、解說場域

配合林務局等相
關單位停車疏運

路肩填土及改良、孤石造景、天然石車擋、
邊坡阻隔、天然石桌椅、造景、石籠等。

如櫻花、青楓、梅、桃、臺灣赤楊、
羅氏鹽膚木、冇骨消、火炭母草等。

以天然石及植栽區隔停車與休憩空
間，設置休憩及解說設施，創造安
全舒適之活動區域。

部分隙地配合阿里山花季初步整理為透水
性停車空間，並噴植草種綠化。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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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以界石區隔隙地與車道；以石塊等天然材質設置車擋，
保護喬木及植栽

5

91K+450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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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停車頻度高區域：以樹木殘枝碎木屑拌合基材鋪設停車區5

回填鋪面基材拌合

絞成木屑殘枝整理堆置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對策 復育原生及在地植物，促使自然繁衍6

阿里山龍膽 大葉溲疏 阿里山通泉草

本路段沿線大多為柳杉造林，偶見檜木林及臺灣二葉松。

喬、灌木

地被
草本

臺灣赤楊純林、大葉溲疏、玉山假沙梨、臺灣紅榨楓、森氏杜鵑、道路
旁行道樹（青楓、山櫻花）、散生的山胡椒及少數的阿里山榆純林等。

蕨類、生命力強勁的皺葉酸模、有毒的植物（如毛地黃）、鐵線蓮屬、
通泉草、懸鉤子屬、山薔葳（全路段僅存一株）、黃斑龍膽、臺灣款冬、
玉山抱莖籟簫、鬼督郵、金錢薄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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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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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復育原生及在地植物，促使自然繁衍6

•地被、草花及灌木細微變化與應用，才是串起整個景觀的關鍵。

•地被植物不只禾本科，局部地方種植開花地被，更顯得隙地的精緻。

中高海拔地被－白花三葉草中高海拔地被－倒地蜈蚣 中高海拔小喬木/灌木－山胡椒

山胡椒(馬告)為鄒族人常用的香
料植物，相當具有觀賞性。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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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清理路外雜草，以木樁繩索設置安全警告圍籬7

•自隙地邊緣退縮一公尺防止遊客墜落

BeforeAfter

89K+500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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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配植開花與誘蝶誘鳥喬灌木，增加生態豐富性8

以複層栽植方式、配植誘蝶誘鳥及開花植物，營造自然錯落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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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層

灌木層

喬木層

山櫻花 青楓 羅氏鹽膚木 臺灣赤楊

火炭母草 白花三葉草

冇骨消

複層植栽配置示意圖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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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8線歷年來種植豔紫荊、梅、櫻花、桃花及青楓，已構築為賞花楓紅路線。
•路肩及隙地栽植開花性植物3,100株及變葉植物991株已具相當成效，未來將著
重於景觀維護，視隙地整理增加面積補植植栽。

↑青楓楓紅景觀

←山櫻花開花盛況

27

對策 配植開花喬木：賞花、楓紅8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白耳畫眉 青背山雀 白尾黑蔭蝶雙環鳳蝶

•本段沿線已階段性完成櫻花、梅花及桃花等誘鳥植物之種植。
•路肩綠地、邊坡部分：

原生草花
灌叢及枯
枝、葉

昆蟲棲地
遭破壞

生態環境
弱化

減少割草面積
減少昆蟲
棲地破壞

栽植多樣食草、蜜源、
誘鳥及地被植物

創造多樣化
生物環境

28

對策 配植誘鳥、誘蝶植物8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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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設置石桌椅及解說牌面，強化隙地使用機能9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改善對策與成果



Before
After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91K+85091K+85091K+85091K+850 30

對策 拆除混凝土護欄或改設透空性護欄10

改善對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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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11對策 改善道路，提升路面平整度-採國際糙度指標(IRI)管控

改善對策與成果



地區人文或自然景觀資源
與特色之配合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融入地方人文色彩－
鄒族圖騰繪製於明隧道內牆 隙地涼亭採用鄒族分享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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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坍方土石再利用、土方平衡
•利用台18線沿線坍方落石，再運用於沿線隙地改善。
•運用方式包含加工利用為級配回填鋪面、設置天然石桌椅、車阻、
邊坡阻隔 、景觀造景、石籠等。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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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地營造施工過程

↑施工前：雜木及雜草蔓生 ↑隙地清整

↑施工後：視野開闊，坡面平整 ↑剩餘植栽移植至適當地點

89K+820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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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坍方土石再利用：塊石→護坡石籠

孤石破碎作業 融入隙地石籠完成石籠網組立

92K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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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方土石再利用：隙地土壤改良

施工前 基肥、稻穀、原土拌合樹穴檢查土壤過篩選

整地、支架及樹穴回填完成原土及過篩選(2 in)及改良土壤取樣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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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K+500山林解說牌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92K歷史解說牌

坍方土石再利用：利用孤石設置解說牌導覽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89K+500山林解說牌 92K歷史解說牌 92K+050鄒族建築解說牌 37



因為我們的努力，美景終於得以顯露美麗面貌……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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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框植生工生態融入道路景觀實證-委員建議

•96年金路獎參賽委員建議：阿里山公路為嘉南水庫集水區應減少喬灌木病蟲害
防治農藥的噴灑，後續本段轄區一律嚴禁農藥及除草劑噴灑，經過近十年努力，
環境指標螢火蟲現蹤路段遍及觸口以上路段。

39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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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框植生工生態融入道路景觀實證－原因分析

型框植生工法以鍍鋅鐵絲網鋪設及鋼筋綁紮後，一格格噴植水泥砂漿、基材(木
屑、保水劑) 、河砂及草籽保護邊坡。經阿里山地區載送遊客司機表示，目前阿
里山沿線螢火蟲幾乎都在型框植生處繁衍，進而分析原因：

基材、草種造就螢火蟲
幼蟲食物(蝸牛、蛞蝓，
蚯蚓)增加。

嚴禁農藥及除草劑噴灑。

一格格型框減低颱風豪
雨沖刷破壞棲地。

1

2

3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隙地土壤改良
隙地清整後原土挖深15公分
並拌合木屑，過2號篩再回填
並噴草籽 綠化。

微棲地營造
隙地邊緣以20公分以上枯木
替代鋼筋水泥一格格擺放，
回填碎木屑、改良土壤及回
收水溝清理之枯葉。

產官學合作
邀請專家學者指導，本段營
造微棲地，地方負責繁殖野
放。

復育標的昆蟲
螢火蟲等甲蟲類昆蟲。

41

型框植生工生態融入道路景觀實證－生態復育

1

2

3

4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型框植生工法改良
種植多樣性中小喬、灌木苗穩
定邊坡後，植栽基部擴孔。

擴大螢火蟲繁衍的面積
螢火蟲大都在邊坡基部繁衍，
透過微棲地營造，吸引螢火蟲
至隙地邊緣繁殖。

創造阿里山亮點
經調查阿里山公路沿線自四月
到隔年一月，都有螢火蟲現蹤，
因保護得宜其中78.5K的數量已
成為賞螢標的。

路燈設置應謹慎
除了沿線聚落外，審慎研議路
燈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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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框植生工生態融入道路景觀實證－後續維護

1

2

3

4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綠建材利用與環境再造



Before

工程與生態、景觀配合設計比例

邊坡災害修復採生態工法融入道路景觀
邊坡災害修復採用型框植生工法，透過噴植草種加速生態復原，融入既有道
路景觀，而不顯突兀。

After

94K+900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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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材質利用節省經費情形

在地材質
資源利用
節省經費
約500萬元

工程與生態、景觀配合設計比例

坍方土石
再利用

約
3935M3

在地喬灌
木移植

約370株

奮起湖中
興苗圃提
供喬灌木
約600株

樹木殘枝
製成木屑
約180M3

貳 公路環境
景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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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芒草拓展行車視野

Before After

行車視線安全性之考量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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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板護欄設置警示標記，提高用路人行車安全

94K+250

行車視線安全性之考量

46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道路急彎處設置反射鏡

＋添加照片

行車視線安全性之考量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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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道路視覺景觀規劃構想

呈現低、中高海拔景觀與四季變化

本路段於102年度起整理隙地，並以原生
植物營造自然景觀，上層植物以水土保持
植物為優先如臺灣赤楊，下層植物利用各
海拔植物呈現。

如中高海拔的青楓及冬天的紅葉羅氏鹽膚
木，呈現四季不同的變化。

青楓

青翠蓊鬱 蕭瑟明亮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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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道路視覺景觀規劃構想

縱向與橫向延伸公路景觀
•透過路外隙地的整理、與他機關合作創造之休憩空間，橫向延展公路視野。
•藉由沿線兩側開花喬木與複層植栽，加深公路之連續性與縱向深度。

↑山櫻花創造視覺軸線
←隙地整理創造休憩空間、
延展公路橫向視野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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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挖除延展綠帶
刨除路側AC鋪面，延展綠帶空間，加寬視野。

Before After

流動性道路視覺景觀規劃構想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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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After

90K+500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流動性道路視覺景觀規劃構想

排水涵管加長展延綠帶，減少構造物對視覺的衝擊

51



改設透空性護欄，改善視覺效果

流動性道路視覺景觀規劃構想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Before After

94K+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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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道路視覺景觀規劃構想

移除不必要的構造物，降低行車壓迫感

Before After

89K+250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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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感受
考量用路人感受，清除隙地蔓生雜草，創造沿線休憩、眺景、停車空間，
讓遊客慢下來、停下來、深呼吸，體驗與高山林的對話。

89K+500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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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用路人體驗大自然的變化奧妙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55

用路人感受



自行車配合措施
設置自行車注意標誌、休憩設施指示牌
在臺灣的自行車運動史上，阿里山是個不可磨滅的里程碑，它曾經是「環台賽」
的經典單站，它曾經是許多國際職業選手生涯早期難忘的經驗。到今天，阿里
山都是長距離自行車爬坡挑戰的門檻路線。 －2014全國俱樂部聯賽-阿里山自行車賽

•設置自行車警示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自行車騎士，並提醒前方設有休憩設施。

備註：然因台18線大客車眾多，並不鼓勵進行自行車活動。

參 公路視覺安全 &
視覺景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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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林木寶貴資產
喬木遭撞損，予以保護

枝幹受損 植物保護完成水草及保鮮膜防止水分散失枝幹修剪微調

91K+450

肆 公路品質
維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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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林木寶貴資產
與林務局協商，自發性保護珍貴老樹（紅檜）

91K+07991K+07991K+07991K+079 58

肆 公路品質
維護狀況



59

景觀良好處改設透空性護欄

肆 公路品質
維護狀況 路容及路面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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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維護狀況
改善道路品質，提供更平穩、安全之道路。

Before After

↑現況標線已模糊

↑重鋪後道路平穩度增加，標線清晰且安全

肆肆肆肆

公路品質公路品質公路品質公路品質

維護狀況維護狀況維護狀況維護狀況

路容及路面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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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及生態環境養護狀況
公路沿線邊坡生態自然且蓊鬱，植生消弭工程痕跡

90K+300

肆 公路品質
維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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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設施功能維護肆 公路品質
維護狀況

土方堆置場-
坍土石方集中管理並綠化。

施工品質管控-
護欄基礎頂面與AC路面銜接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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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林國小合作，辦理攝影課程

於特定季節與香林國小合作攝影課程，記錄楓紅與認識高山植物。

63

伍 橫向聯繫單位協調
改善與積極作為 與學校合辦攝影課程



與阿管處合作改造街景
與阿管處合作，改造街景及遊憩設施
台18線沿線聚落甚多，相對生態系統亦人為干擾嚴重，景觀以乾淨、整
齊的街道為主，符合在地住民的便利性及生活機能，目前和阿管處配合辦
理街景改造，已完成阿里山公路沿線觸口、隙頂、巃頭、石棹等四個路段。

Before After

↑上邊坡及路側隙地栽植喬灌木等植栽創造優美景觀

伍 橫向聯繫單位協調
改善與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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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管處合作，改造街景及遊憩設施

於觀景視野良好處建置觀景平台，欣賞遠山雲海，並拓建路旁隙地供民眾遊憩。

伍 橫向聯繫單位協調
改善與積極作為

65

與阿管處合作改造街景



調撥苗木綠美化公路
與林務局合作苗木供應

本段每年逕向林務局奮起湖中興苗圃撥調苗木種植綠美化台18線及邊坡水土
保持。

伍 橫向聯繫單位協調
改善與積極作為

↑中興苗圃
←栽植於邊坡及隙地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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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花季管制提供停車伍 橫向聯繫單位協調
改善與積極作為

與林務局合作進行花季入園管制

•本路段隙地提供小客車停車位700位，以利遊客的轉運接駁。

93K+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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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里程樁號 隙地調查面積(M2) 隙地整理後面積(M2)
102 80.5K~82.5K 4,530 6,020(已改善)

103 82.5K~89K 10,150 12,166(已改善)

104 89K~96K 17,130 18,788(已改善)

105 49.5K~80.5K 10,170 11,386(已改善)

106 33K~49.5K 3,440

隙地調查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

備註：截至105年4月隙地整理48,360M2、展延6,380M2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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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K+500

BeforeBeforeBeforeBefore

隙地改善成果-看見澎湖花火節煙火

AfterAfterAfterAfter

69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



整體性景觀隙地改善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92K92K92K92K

BeforeBeforeBeforeBefore AfterAfterAfterAfter

安全、平整及美感的整體性景觀隙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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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地改善成果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Before After

89K+820

71



隙地改善成果

Before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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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91K+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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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問卷總數：111份，其中69份為男性，42份為女性。

基本資料：
•年齡31~40歲最多 (31%)，21~30歲其次 (29%)。

•造訪阿里山次數大多為「４次以上」 (47%)。

•受訪隙地多位於89~91K (52%)。

•上阿里山的目的以「觀光」為主 (82%)。

•大多與「家人」一起同遊阿里山 (66%)，其次為和朋友或同事 (27%)。

•同行人數以「4人以上」為主 (65%)。

•交通方式主要為「自行開車」(86%)，大眾運輸僅佔5%。

•預計停留阿里山時間多為「3～4小時」(50%)，過夜者佔27%。

•大部分遊客自「嘉義番路」方向上山 (71%)。

•以前往「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奮起湖、天長地久橋、龍隱寺、頂石棹步道、
二延平步道」等景點之遊客較多。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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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地使用滿意度調查結果：

對阿里山公路環境整體感受

91%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阿里山公路改善隙地環境，您「經過
時」的感受

83%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隙地的「停車便利性」

81%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您「停留使用隙地時」的感受如何

77%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隙地的「環境清潔度」

92%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隙地的「設施規劃」

81%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隙地的「景觀感受」

89%民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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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地使用滿意度調查結果(續)：

停留路側隙地的目的（複選）

• 暫時休息 (32%)

• 用餐 (15%)

• 賞景 (60%)

統計結果分析：
•本路段隙地使用族群以造訪阿里山4次以上、自行開車觀光之家族為主，自行開
車比例達86% → 停車需求高。

•民眾對於阿里山公路整體感受相當好(91％滿意)，惟「使用隙地時的感受」滿意
度略低(77%) → 可能隙地缺乏某些景觀特色或機能。

•民眾使用隙地之「景觀感受」良好(89%) → 可能顯示隙地整理後使用及景觀環境
改善、同時眺景視野品質提升。

•停留隙地的目的以賞景(60%)為主，休息為次→ 顯示路外雜草的整理吸引民眾停
留賞景、亦需要適當的休憩設施。

• 停車(至其他地方活動) (24%)

• 其他 (1%)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



最滿意

• 乾淨，環境清爽
• 道路平整、風景美
• 交通接駁順暢

• 建設涼亭供休息
• 增加垃圾桶
• 建設觀景台
• 增加公廁

建議加強之處

改善方式

• 已設置分享亭
• 將於89.5K建置觀景設

施
• 垃圾桶及公廁於春節

及花季期間設置

76

隙地使用後之感受與建議：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環境營造-公路融入山林景觀

77



美景呈現-日落雲海

隙地改善與環境營造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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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升公路景觀品質

↑→台18線變葉植物：配
合邊坡上的臺灣紅榨槭，
栽植青楓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79



86K+30086K+30086K+30086K+300

漫步山櫻花樹下

持續提升公路景觀品質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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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植物解說e化-分享嘉義林管處平台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持續提升公路景觀品質



未來營造之路
永續發展：原生/在地植物復育計畫(持續進行中)
•經原生植物及在地植物調查，找出本路段適生高山物種進行繁殖及復育工作。
•依海拔高度進行植栽選擇，並採複層植栽方式栽植，確保多樣性。

短期

中期

長期

• 向相關機關申請苗木（如林務局、環保署等）。
• 直接購買適生苗木栽植。
• 現地採集小苗栽植。

• 採營養繁殖法繁殖小苗。
• 如扦插法、高壓法等。

• 以採種育苗繁殖小苗。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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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原生/在地植物復育
她們在不同季節靜靜地開花、豐富沿線景觀，採種籽播種使其更加茂盛。

黃菀（臺灣特有種） 海螺菊臺灣澤蘭(臺灣特有種)

金錢薄荷 早田氏草莓臺灣馬桑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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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造之路



永續發展：原生/在地植物復育

↑原生/在地植物讓高山山區公路充滿驚奇，且完全融入於自然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84

未來營造之路



永續發展：原生/在地植物復育
於中海拔設置苗木復育場，繁殖不同環境條件之原生/在地植物。

中海拔復育場

海拔1,400M，石棹監工站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因苗木繁殖之育苗及扦插等繁殖過程需較穩
定之濕度環境，本段自辦簡易溫室及半自動
噴霧系統，建置適合的繁殖環境。

85

未來營造之路



永續發展：原生/在地植物復育
未來仍將不定期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並且已請在地學府協助。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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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造之路



將結合社區、阿管處及林管處共創亮點—89.5K觀景設施

89K+50089K+50089K+50089K+500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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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造之路



為了型塑更優美的高山生態景觀

電力線路地下化將為本段長期工作

陸 具體成效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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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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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

�隙地整理導入景觀概念，讓公路景觀不再單調，
豐富行旅視野。

�整體性的景觀改善一次到位，讓用路人感受到
公路單位的用心。

�棲地營造與動植物復育，讓阿里山公路成為
「生態、永續」的國際級景觀道路。

89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一起來場高山森呼吸吧！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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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

自忠

受評路段:二萬坪－自忠（台18線85K~95K）

建議停留點

二萬坪

89.5K雲海天堂

86.5K漫步山櫻花道

91K檜木保護 92K隧道遺跡 94.5K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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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年年年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金路獎優良景觀類金路獎優良景觀類金路獎優良景觀類金路獎優良景觀類 評選紀錄評選紀錄評選紀錄評選紀錄

4月22日簡報

• 時間：105年4月22日（星期五）下午4時整

• 受評單位：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
• 受評路段：台18線85K~95K

• 主席：蔡委員書彬
• 出席委員：蔡委員厚男、林委員鑑澄、章委員錦瑜、王委員文誠、葉委員美秀、

左委員顯能

• 列席單位人員：
交通部路政司：陳技正柏源

公路總局：張總工程司運鴻、吳科長雅如、李專員映才、曾工程司秀玫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蔡副處長長利、汪副處長令堯、黃課長威龍、

楊工程司孟融、江工程司正生、黃工程司碧珠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黃段長秋揚、蔡副段長衛勇、

陳工程司以文

• 主席致詞：謝謝黃段長的簡報，歷次提出的意見都已改善，包含小苗繁殖亦是，其
他單位栽植成年苗木是因為期待早日看到成果，但其實自小苗開始種植

才有機會長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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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提問：簡報提問：簡報提問：簡報提問：

章錦瑜委員：

• 簡報第85頁提到繁殖場設置，請問繁殖的植物種類有哪些？
陳工程司以文回應：

• 阿里山忍冬、笑靨花、雙花金絲桃等。

蔡厚男委員：

• 隙地使用調查中民眾反映建議設置涼亭，段長簡報中提到鄒族分享亭的設置，請問
是在構思階段還是已經設置完成？設置多少座？民眾的意見有時需要做專業評估。

黃段長秋揚回應：

• 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民眾的需求有其必要性，最終施作點位於隧道口遺跡旁隙地，
並由鄒族的一位長老來建置，明日現場履勘時可見。

葉美秀委員：

• 螢火蟲是否會受到路燈及車燈的影響，請再進一步說明如何營造？
• 澎湖的花火是用很長的鏡頭拍攝的嗎？
黃段長秋揚回應：

• 螢火蟲的復育目前已經相當不錯，車燈及路燈當然會造成一定的傷害，所以我們在
公路旁隙地採竹編柵的方式，避免車燈及路燈對螢火蟲棲地造成影響，亦可避免人

為破壞，現況夏螢已非常多。

• 澎湖花火節於星期一及星期四施放，昨日（星期四）下午下了一場雨後，晚上有拍
攝到煙火，將會放在群組供委員欣賞，所採用的鏡頭、參數皆有附註可供參考。



94

捌 附錄

94

左顯能委員：

• 請問景觀道路的養護情況如何？是透過開口契約請廠商做垃圾清潔嗎？草花的
修剪頻率？有沒有需要灑水？

黃段長秋揚回應：

• 針對日常養護本段採委外方式處理，為配合高山地區的環境特性，因雨量不多
且海拔高，草生長速度不快，故採人工拔草的方式處理，1年次數不超過4次，
並逐年遞減。

章錦瑜委員：

• 是否連根拔除？不然不會有這個效果。
黃段長秋揚回應：

• 是的，是連根拔除。

左顯能委員：

• 基本上草也是屬於這個環境，原則上生長在那邊有它的環境，為何拔除雜草卻
保存其他物種？貴段認為草是壞的嗎？它對於邊坡維護及土壤的抓地力還是有

所幫助。

陳工程司以文回應：

• 更正：本段是以手工具將草割斷，且針對較高、影響視線的才去處理，並非連
根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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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厚男委員：

• 請問隙地整理是開口契約廠商抑或是專案處理？
黃段長秋揚回應：

• 本段分為開口契約廠商（含螢火蟲復育項目），整個景觀建置是專案發包。

林鑑澄委員：

• 麻煩說明使用者問卷調查與分析的問卷形式？訪談方式、時間及地點為何？目
前調查成果以滿不滿意佔較多，看不太出不滿意的原因，該部分呈現較少。

黃段長秋揚回應：

1. 訪談於春節及花季期間進行，非旅遊季期間，遊客對整體環境感到舒適，對
於環境的評價很滿意。不滿意的部分原則上為建議設置公廁、停車設施及垃

圾桶等問題；訪談時間是遊客量較多的時期，經過評估僅針對春節、花季的

時間增設臨時垃圾桶與公廁，平常則不設置。

2. 問卷第一部分主要為參觀旅遊的特性，包含預計停留的時間、基本資料建置，
第二部分則針對隙地景觀的感受，及需要加強的地方，包括路側設施的功能

及年齡層皆請遊客提供，並由本段填寫受訪隙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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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書彬委員：

• 請問去年參選的里程為何？
黃段長秋揚回應：

• 去年是89K～96K。
蔡書彬委員：

• 所以有重疊路段？
黃段長秋揚回應：

• 有部分是的。
蔡書彬委員：

• 看來應該差不多完全含括了；另人工拔草的部分，拔草工人是否知道要拔除
的種類？

陳工程司以文回應：

• 由開口契約廠商配合，本人會前往現場督導。

蔡書彬委員：

• 簡報第22頁，這些倒樹殘枝是怎麼來的？
黃段長秋揚回應：

• 阿里山公路上有很多雜木，因為倒在公路上，是林務局不要的，本段將它們
移到路側進行分類，太大的不能放進絞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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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書彬委員：

• 貴段目前倒木的利用只做成木屑嗎？是否製成板材等其他利用？
黃段長秋揚回應：

• 除了應用於鋪面外，本段發現因路樹下會長草，割草時尼龍繩會傷害樹皮，
早期會使用PVC管保護，第二期用竹筒，現在改用木屑鋪在樹木旁，減少雜草

的生長並提供養分。

陳工程司以文回應：

• 絞碎機可絞碎之喬木幹徑約25公分，超過25公分以上本段會將它們放在隙地

外緣，增加隙地面積及營造昆蟲微棲地。

蔡書彬委員：

• 簡報第34頁，何謂剩餘植栽？

黃段長秋揚回應：

• 指施工前現場的林木，因數量相當多，本段在改善隙地時會配合植栽的生長
空間重新做配置。

蔡書彬委員：

• 所以是現場挖起來的？
黃段長秋揚回應：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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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書彬委員：

• 簡報第64頁，貴段已與風管處合作營造，惟為何擋土牆上水管未加以處理，抑或

是已經經過處理？

黃段長秋揚回應：

• 在聚落的部分是由阿里山風景區管理處處理，本段針對郊區部分，社區的部分則
透過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規勸，再請阿管處與社區協調是否申請經費美化或做logo

，目前社區發展協會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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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路段履勘

•時間：105年4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

•受評單位：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
•受評路段：台18線85K~95K

•主席：蔡委員書彬
•出席委員：蔡委員厚男、林委員鑑澄、章委員錦瑜、王委員文誠、葉委員美秀、

左委員顯能

•列席單位人員：
交通部路政司：陳技正柏源

公路總局：張總工程司運鴻、吳科長雅如、李專員映才、曾工程司秀玫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蔡副處長長利、汪副處長令堯、黃課長威龍、

楊工程司孟融、江工程司正生、黃工程司碧珠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黃段長秋揚、

蔡副段長衛勇、陳工程司以文

• 主席致詞：
整體完成度頗充分，尤其砌石做得非常好，惟最後可能有點趕，造成部分植物根系

受傷，應該以較銳利的工具整理，後續可再作處理。貴段很用心地就地取材，惟為

何不用坍方碎石而採用混凝土去施作植物園那一點？有關木屑抑制雜草的部分效果

仍是不彰，可於底下鋪設不織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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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換：

左顯能委員：

1. 評比路段是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連接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鞍部的重要道路。道路
平緩曲折穿越杉林間，過去種植的櫻花、楓樹都展現了良好的效果。

2. 道路的綠美化趨近自然，可以減少往後的維護人力與經費，可以作為示範路段。
3. 分享亭至植物園的碎石步道動線配置、解說牌設計都不錯，施工品質也好。
4. 建議事項：植物園區之樹種算是新植，要注意養護工作，可能要灑水灌溉、讓
它慢慢融入自然山林中，永遠的活著。

• 一句話總結：蜿蜒在阿里山脈森林帶中渾然天成的景觀道路。

林鑑澄委員：

1. 生態復育作法多元、確實，為道路生態補償的典範。
2. 生態復育細緻、妥慎、循序漸進，未來成效可期。
3. 理路清晰，按部就班，游刃有餘。
4. 觀雲海據點新設枕木可微調成前後段落。解說牌清新、可人，無說教感！讚！
5. 坡腳土袋植生作法很好。
6. 紅檜神木護欄作法極佳，鄒族藤編技法值得激賞。
7. 隧道遺跡前休憩平台作法專業、精緻，砌石自然、採人字砌作法合理。
8. 下邊坡石籠上覆客土袋質地較密，草類突破有困難。
9. 分享亭展現鄒族傳統文化，值得作為典範。



101

捌 附錄

101

林鑑澄委員(續)：
10.冬螢復育基地的枯倒木利用作法極佳，可考慮前面加木樁。
11. 日本試驗邊坡工法值得期待。
12. 型框及格框的試驗作法值得期待。
一句話總結：用心落實環境補償理念的景觀道路（無痕設計）。

葉美秀委員：

1. 本路段在景觀營造上以回復自然以及多樣化物種為主，與自然風貌融為一體，
值得肯定。

2. 螢火蟲復育、加強原生紅葉植物以及培育原生植物小苗，皆為值得支持鼓勵的
方向。

3. 解說牌系列設計恰到好處，設計及施工均佳。
4. 以原住民智慧之藤編運用於神木木柵欄上，更顯神木價值！鄒族分享亭也成功
展示當地文化的深度與美感，惟是否注意維護及防火（加消防栓）。

5. 鄒族文化之運用，在目前已有發揮，未來可考慮再加入更多文化創意構思，亦
可請藝術家來參與，於重要地點結合表現鄒族文化之藝術作品。

6. 不鼓勵自行車部分是否有相對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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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誠委員：

1. 此工務段組織堅強，對公路景觀養護，深耕細耘。段上同仁，無論是景觀植
物、設計、施工、養護等，均有問有答，對公路的狀況細節，如數家珍。同

樣路段，睽違一年，養管人員對於職守的投入與表現，此行令人體驗「從感

受到感動」。

2. 89.5K提供一個自然的設計與雜草整理的方法，展現設計的基本語彙。
3. 「分享亭」做得很好。惟其他隙地的設計，若是有景觀專業的協助，可以讓
設計語彙更統一、與環境更契合。尤其94.5K設計材料可以簡化，避免使用
水泥仿枕木、水泥預鑄塊等都市的做法。然而，94.5K地形（整地土丘）利
用佳。駁崁的人字形語彙很好（反應鄒族的三角形語彙），但用直線石板蓋

在上面，反而變成生硬的線條。

4. 簡報資料溝通與表達良好，藉以突顯養護成果。
5. 以（問卷）調查作為科學根據，是一個很好的經營管理隙地方法。
6. 這個路段跟許多行政單位及地方機關、社區的關係良好，利於推動整體的景
觀養護。

7. 冬螢復育棲地做法很好，但太過於貼近公路，需要點緩衝空間（buffer 
space）。

8. 這條道路的開發，影響山坡的坡腳，造成順向坡易滑動坍塌、逆向坡植生不
易生長，景觀衝擊最大，過去已做很多維護的研發與實驗，仍需持續投入。

一句話總結：一條令人從感受到感動的變動中道路。



103

捌 附錄

103

蔡厚男委員：

1. 台18線考評路段簡報圖文資料製作精美、專業。
2. 陳以文工程司長期投入之阿里山區公路邊坡隙地螢火蟲復育之棲地生態工法，
總局景觀科可考慮編列相關科目（如山區公路邊坡隙地之野生動植物調查及

復育技術探討）預算經費，共同合作自辦專題研究計畫，以示鼓勵支持。

3. 紅檜巨木保護設施，穩固、簡約自然又有在地族群文化風貌特色，確為優良
範例！保護立柱下部加註公路總局logo。

4. 鄒族分享亭的小額採購辨理策略很好，提醒屋頂茅草是耗材，需要定期換新，
立在旁邊的解説牌可以再降低。

5. 94.5K附近隙地綠地上若干塊石可考慮調整位置，儘量比鄰園路，以利旅人
停留休憩。

6. 92K隧道遺跡對面的巨樹老根頭所在隙地，丘地景觀改善設計及砌石矮垣施
工品質非常良好，惟入口階段旁的電桿、電線交錯凌亂，有礙視覺景觀，建

議再努力協調電力公司移位或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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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錦瑜委員：

1. 簡報內容圖文並茂，版面安排、文字、色彩等頗具專業性。
2. 貴工務段去年參選路段，部分今年再參加評比，除委員意見修正外，又有許多創新作
為。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例如螢火蟲復育已見成效。另外藉問卷調查瞭解用路人較

不滿意的部分，其中增加垃圾桶以及公廁部分，肯定貴工務段僅於春節及花季期間設

置的做法。

3. 長期經營敦親睦鄰，因而資源豐富、貴人多，當有需要時，常適時出現提供協助，而
成為公路景觀營造的優勢。

4. 於中海拔地區設置苗木復育場，自行培育具觀賞性的當地植物，這類苗木市場無供應，
因此於現地補植的植物，不論是喬木、灌木或地被，多採用自行培育的苗木，而得以

完全融入現地植栽景觀。

5. 解說牌的有感設計，內容精簡。
6. 於91K的檜木保護護欄，與檜木的整體搭配，以及採用耐久性之黃藤綁紮等，於選材
與整體設計均非常到位。

7. 樹木殘枝碎木屑拌合之基材，於現地鋪設於喬、灌木幹基四周，以防割草傷及幹基之
做法，美意甚佳。建議所謂之木屑，最好先拌入氮肥、堆積分解一段時間，除去其中

有礙植物生長之物質後，再行鋪設（經現場履勘確認應為樹皮塊而非木屑）。另外，

建議於整地後，先舖設透水性之止草布，主要的功能在於防止其下層土壤內的雜草種

子發芽抽長。再於其上舖設已發酵完全之樹木碎片，較可防雜草長出，而使幹基部清

空，以免割草不慎受傷。建議木屑不得堆置太高，樹幹部分不可埋入。至於碎石步道

也可能出現同樣問題，若鋪設碎石厚度不足，將難以抑制其下方土壤中之雜草種子發

芽生長，日後若碎石步道長滿高雜草，割草工作因碎石地而增加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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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源技正：

1. 通訊的問題請貴段對於優先停駐點進行改善。
2. 隙地路面強度請持續觀察使用情形，逐步嘗試不同的方式，讓路面交界部分不
要有泥土裸露之情形。

3. 台18線沿線隙地除提供民眾停駐及塑造行車路徑之沿途景觀風貌外，建議朝形
塑整體景觀風貌為目標。

4. 解說牌的建置很好，牌面可再細緻化。
5. 台18線應有許多故事，可陸續將公路的歷史建立成冊。

陳工程司以文：

1. 感謝各位委員指導，鋪設木屑的用意還是希望隙地能夠長草，木屑的功能主要
為保濕，在樹木生長、修剪及抑制雜草部分將持續衡量最佳方式。

2. 邊坡復育方法將再研究其他可行方式，因本次已消耗相當多素材，例如先前颱
風所累積之土石量這兩年已消耗許多，故不得已部分採用混凝土進行施作。

3. 考量鄒族紅黑藍顏色過於強烈，故採用黃藤材料進行表現，後續將再採用鄒族
常用之植物於植物園，在鄒族部落的地方再施作涼亭分享鄒族部落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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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段長秋揚

1. 碎石步道因位於道路之超高低側，因未有邊坡故未鋪設不織布，希望能夠快速地
導排。

2. 自行車比賽因管制不易，大型團體申請皆不予同意，小型或個人則不在此限，並
已設置告示牌警示用路人。

3. 針對通訊部分，中華電信已原則同意改善。
4. 94.5K施作較慢部分，因近來有青少年於阿里山地區進行吸毒、破壞路面之情形，
包括現場路面之噴漆也是今早派員去處理，後續會再加強維護。

蔡副處長長利：

• 感謝主席、各位委員及長官蒞臨本處指導台18線85K～95K阿里山公路優良景觀
類評比，各位委員指導事項後續將作為爾後精進及檢討原則。本處會將三年亮點、

五年繁星、十年串聯計畫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今年推出阿里山公路進行評比，

106年將推出斗南工務段台3線、107年推出水上段台18線；十年後會將雲嘉南地
區省道串聯成景觀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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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總工程司運鴻：

1. 委員所提出木屑作為鋪面、肥料等建議再請貴段斟酌使用。
2. 邊坡內側AC盡量刨除，避免增加U型溝及鋼板護欄養護困難。
3. 沿途看到一些電桿建議與相關單位進行逐步遷移或地下化。
4. 停車空間鋪設之木屑爾後仍會有腐爛情形，建議搭配植草磚或較大塊之木屑，避
免沉陷。

5. 冬螢復育區建議以木材圍護，避免強風豪雨造成復育區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