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通 部 1 1 0 年 金 路 獎 優 良 景 觀 類 簡 報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埔里工務段
1 1 0 年 8 月 2 1 日

共築臺灣最高綠色景觀公路

24K- 32K (鳶峰-水晶宮)



臺灣唯一

穿越高山生態系的景觀公路

站在超過3000公尺海拔的制高點

這裡有臺灣海拔分布最高的冷杉林帶

是世界最南端的「黑森林」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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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是沈默的隱形主角

當公路將生活帶進了高山

縮短山與人之間的地理距離

在不同時空下交織出一段特殊而獨有的集體記憶

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旅行，公路故事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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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越嶺道演變

(昔) 合歡越嶺道眺望東峰

合歡東峰

(今) 房舍為今武嶺寒訓中心 合歡東峰

(昔)合歡山駐在所 (今) 昆陽遊客中心

(昔) 石門駐在所 (今)合歡山遊客中心

合歡越嶺古道

6請參閱附件壹之1



霧社支線闢建艱辛

1958年霧社支線合歡山~大禹嶺路線

 國民政府時期，因應東西補給運輸需求，於

1957年闢建霧社供應線(現台14甲線) ，全長計

41.7公里。

 當時工程設備不如現今精密先進，工程危難艱

鉅，導致傷亡慘重，但也造就出偉大且懾人心

魄的景觀路段。

1958年5月霧社支線通車紀念動工初期，仰賴徒手施作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榮民文化網 7



承載記憶精神永續

 中橫通車一甲子，憶及當年築

路此段，因點炸藥後躲避不及

的5位築路先烈當場殉難，守護

於合歡山下。

 與會單位感同身受而皆默然，

敬前輩捨身為公，長年奉獻於

山區凜冽天候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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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林致敬的時代

 因公路的便利，親近百岳不再遙不可及

 我們不為登山，而是讓山走進我們心裡

 生態旅遊，是尊重環境減少破壞和干擾

 建立自然與文明間共生共融的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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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松雪樓平均每日車流量統計

單日平均上山車流量，於2013年首次破萬輛
歷經烽火亂世之後，尊重生態是當今應有的基本責任

9



10

隨著當今觀光休憩、環保意識等風潮盛行

盼向「以山之名、以路而行、以人為本」之願景

埋下新世代與自然環境，共生共融的記憶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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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路段位置

翠峰

台大山地農場(梅峰)

青青草原

往梨山、花蓮

往埔里

春陽

廬山溫泉

清境農場

32K(水晶宮)

24K(鳶峰)

31K+500(武嶺)

29K+135(昆陽)

 參賽路段為24K~32K(鳶峰-水晶宮)

 武嶺為臺灣公路最高點，海拔3275公尺

 參賽路段貫穿中央山脈，是南投縣進入花蓮縣之最佳捷徑，
景色四季變換、風景優美。

鳶峰 昆陽 武嶺 水晶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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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路段



地理環境

 參賽路段海拔約2750~3275公尺，為冷
溫帶與亞高山氣候的交會處，因此成就
本路段擁有多樣且豐富的生態資源。

 參賽路段29K+135-32K(昆陽-水晶宮)
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屬於「特別
景觀區」。

參賽路段

太魯閣國家公園堺碑 高山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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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特性

 合歡群峰為立霧溪、大甲溪、濁水溪的源頭之
一，可以看到河流向源侵蝕的景觀。

 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包括以板岩、千枚岩及變
質砂岩為主，岩層劈理發達。

 因高山氣候受風化而發生「寒凍楔裂」作用。

參賽路段

太魯閣國家公園山岳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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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地形景觀

河流雕鑿山川大地的侵蝕力量

資料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與奇萊山區第四紀冰川地形

合歡尖山 U形谷

 合歡山區曾於第四紀發育冰河地形

 合歡溪谷冰河侵蝕遺跡-合歡尖山與U形谷

 合歡尖山是臺灣冰河時期形成的一座冰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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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動物

山羌

華南鼬鼠

臺灣水鹿
高山田鼠

玉山蔭蝶

永澤蛇目蝶

火冠戴菊鳥

岩鷚

酒紅朱雀

金翼白眉

16蝴蝶圖片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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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林相

得天獨厚的環境形成豐富的林相資源

 由於地勢高低差異大，擁有多樣且豐富的生
態資源。「鐵杉」及「冷杉」兩種針葉樹在
此鑲嵌生長。

 合歡山的「箭竹草原」生態系，面積廣闊，
為臺灣少數典型箭竹草原生態系之一。

鐵杉 冷杉 玉山箭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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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植物

高山植物調查與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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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資源

路跑照片來源:臺灣謙信東海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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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對話

山路人在自然中相逢

扎根土地的花草，埋於地底的種子

我們迎著陽光，吸足養份，細心照料

終有一日將破土而出，隨之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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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營造構想

昆陽

武嶺

水晶宮

2750M 3275M 3100M

主要林相：箭竹、冷杉林
視覺景觀－半封閉

主要林相：鐵杉林
視覺景觀－半封閉

1. 提供行進間良好的視覺感受

2. 借景，減除礙景物

3. 岩壁及林下植物的棲地保護

4. 公路安全設施優化

1. 借景，減除礙景物

2. 用路安全管理

3. 公路安全設施優化

4. 強化環境解說

3070M

主要林相：箭竹草原
視覺景觀－開闊

鳶峰

1. 借景，減除礙景物

2. 適當停憩及體驗空間

3. 高山植物維護

4. 公路及服務資訊優化



環境
４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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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養護策略

遊憩與體驗

景觀與安全

交通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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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合作共築自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灣電力公司

 南投縣政府

 仁愛鄉公所

 南投客運

 監理站

公家機關

 臺灣大學梅峰農場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專家學者

 國際暗空協會(IDA)

 民宿業者

民間團體

建構「人與自然」和諧共好的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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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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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地改善降低光害01 輕量設計

24K+150 改善前公路夜間車燈

環境檢視

 鳶峰路段常因車流眩光造
成觀星活動干擾，透過土
堤設置有效降低光害

 藍色鐵皮屋(原雪鍊裝設
處)形成礙景設施，協調
縣府拆除

拆除廢棄鐵皮屋
設置土堤1 設置土堤2

改善後

土堤1

土堤2



與縣府協調拆除及改善

24K+150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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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景移除還地自然01 輕量設計

改善作為

還景自然兼顧暗空觀星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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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整併視域優化01 輕量設計

塗漆彩度干擾景觀 護欄型式無一致性

封閉式設施透
空性不足

護欄高低差
問題設施調整減量 設施調整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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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整併視域優化01 輕量設計

改善前

改善後

增加環境透空性
 減量水泥設施

 打通行車視域

 改善路面排水問題

改善前

設施統一性
 調整護欄高低差

 採低彩度塗漆

 設施型式一致化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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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減量美化環境01 輕量設計

環境檢視

沿路管線雜亂影響視覺景觀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與民宿業者協商管線調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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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路段管線改善統計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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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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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減量美化環境01 輕量設計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路段管線減量整理  路塹段外側「降埋」處理  統一「附掛」外側駁坎



路段沿線改善成果01 輕量設計

1.沿線礙景管線整理與減量

2.護欄型式微調串連流動視覺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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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矮牆整新柔化01 輕量設計

29K+150改善前

改善後

種植玉山佛甲草

改善作為

運用埔里塊石矮牆，少一些水
泥，多一些綠材，融入環境柔
化設施。



站牌改善借景自然01 輕量設計

翠峰 鳶峰
(暗空公園)

改善前

環境檢視

原公車站牌牌面廣告氣
息濃厚，配色雜亂彩度
高，影響環境景觀。

改善作為

將鄰近景觀創作於牌面上，並採
版畫風格搭配單色色系，降低干
擾以融入現地景觀。

鳶峰

昆陽

與南投客運協商
35

改善後 公車站牌降低彩度融入地景

松雪樓武嶺



改善前-昆陽 改善前-武嶺

改善後 改善後

低彩設施融合環境01 輕量設計

色相 淺色 色調 色度

以大自然色系為主色調之單色配色法

配色原則

合歡山四季豐彩，色彩多變，主動與
台電協商，將變電箱體底色採全年皆
可見之環境色為主要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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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資材蒐集運用02 隙地活化

坍方岩塊 現地頁岩

現地枯樹造景應用鐵杉林雜木絞碎作隙地用料 路容清掃落葉回收利用

現地植物-虎杖 現地植物-玉山懸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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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杉森林 24K+43002 隙地活化

路殺熱區
友善設施考量

車輛夜間眩光
影響觀星活動

管線凌亂外露礙景廣告布條
地被植物

臨停輾壓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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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杉森林02 隙地活化 現地培育有成：
虎杖、臺灣百合、高山倒提壺

與臺大梅峰農場專家現地會勘

梅峰農場溫室驗苗 旅人於隙地停憩

24K+430持續復育中

現地復育成果



改善作為

此棵鐵杉樹齡超過
20年，樹徑達50公
分以上，經專家診
斷建議採傷口炭化
處理，並將腐朽位
置塗佈防治藥劑，
持續追蹤後續復原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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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杉樹洞仁心照護02 隙地活化

與林務局南投林管處現勘

樹醫生李碧峰老師指導鐵杉樹洞約30x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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窳陋荒地返璞歸真02 隙地活化

改善作為

 運用現地綠材－現地頁岩
作為隙地矮牆素材，加強
安全性

 借鏡梅峰專業，採自然工
法撒布虎杖種子，植生復
育有成

 再造旅人休憩觀景平台

改善後

25K+240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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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綠材擁抱山間02 隙地活化

28K+200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作為

活化空間，建立打卡休憩點，砌
石矮牆融入地景，提供旅人中途
休憩眺望遠山，體驗高山自然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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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環岳 29K+13502 隙地活化

紐澤西護欄視覺干擾安全設施不足 休憩空間不足車道分流不佳解說牌面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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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環岳02 隙地活化

29K+135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作為

梅峰農場提供高山原生種，如
：虎杖、高山短柄草、高山百
合、高山倒提壺、玉山懸鉤子
等，種植於土堤，營造在地原
生種綠地。

昆陽海拔標高&解說牌

高山短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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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環岳02 隙地活化

 以解說牌為中心面向東方，可飽覽夏季大三
角天文景觀，提供追星者絕佳觀景點

 塊石埋設區隔行車與休憩空間

 步道與頁岩鋪面漸層柔化銜接

 隙地優化提供旅人安心舒適的觀景平台

夏季大三角
東方

織女

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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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宮 31K+75002 隙地活化

紐澤西護欄視覺凌亂 排水不良&路側高低差 休憩環境缺乏親和性閒置隙地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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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宮02 隙地活化

31K+750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作為

 邊坡調整為分階緩坡，噴植
虎杖種子及臺灣百合，營造
臺灣百合開花最後一季(8-9
月)的賞花路段

 改善公路安全&排水系統

 增加旅人停留休憩觀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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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宮02 隙地活化

 活化後隙地供旅人遠眺山林景觀

 現地枯樹塊石可供造景與休憩座椅使用

 E化解說牌，提供環境說明並降低礙景

 整理管線，崩落頁岩撿拾並整齊排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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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生態警訊03 生態養護

根據合歡山測站(C0H9C0)氣象紀錄統計繪製。(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雨量 117. 182 339 394 538 712 527 397 437 166 110 92.4

氣溫 -0.1 1.22 2.71 5.38 7.71 8.9 10.1 9.96 9.07 7.64 4.7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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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10~20年前(2001~2010)合歡山生態氣候

圖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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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雨量 202. 156 322 329 764 700 306 424 226 90.1 10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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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2011~2020)合歡山生態氣候圖

環境檢視

 合歡山近年明顯溫度上升(月均溫上升約0.92℃)

 雨量集中於5-6月份，月均降水量高達700mm

 旱季無雨，極端氣候變遷使高山植被生態潛藏隱憂

與臺大梅峰農場現勘

高山植物保存復育會議專家學者會議

 協同專家制定「養護策略」

 梅峰專家現地勘查指導

 與特生中心研議生態保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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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防治移除03 生態養護

大葉羊蹄

24K+150 改善前

50 cm

現地指導

人工作業拔除

改善作為

 邀集臺大梅峰農場專家研討

 專家建議採「人工作業拔除」

改善後

利用鄰近路段(18K+100)土石崩塌地表土(原生草種種子
庫)，加速回復自然地被(牛膝菊及台北水苦蕒)，再搭配現
地塊石錯落的佈設，形成更融合環境的隙地景觀

牛膝菊(白花)及
台北水苦蕒(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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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崩坍移植復育03 生態養護

 臺灣小蘗移植復育

發現 整理 觀察 復育有成

改善作為

 改變養護態度，
珍惜大地資源。

 現地頁岩蒐集使
用，搭配現地植
物，柔和道路景
觀視覺。

環境檢視

養護「舊」思維：

遇坍滑土方、石塊
及高山在地植物時
直接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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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崩坍移植復育03 生態養護

 29K+135 崩落箭竹復育  30K+500 刺柏復育



環境檢視

受氣候、地質影響，高海拔凍融造成
邊坡逐年坍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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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原生降低擾動03 生態養護

改善作為

採低擾動養護，尊重當地原生種，改善路段之
裸坡，提升公路視覺景觀，營造生態熱點區。

高山百合 紅毛杜鵑 虎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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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因時變通03 生態養護

虎杖生態時鐘圖表

最適期(視域整理)

專家導入

邀集特生中心、科學博物館、東
海大學專家學者，與四工處共同
研商評估。

改善作為

依虎杖生長週期進行視域整理，
調整為每年11月底至1月初。

環境檢視

發現歷年維護期程及方式，易使
植物生長情況變差而成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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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紅虎杖人旅合歡03 生態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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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調查護生保育03 生態養護

24K

鳶峰

18K翠

峰

27K

資料來源：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29K昆陽

31K武嶺

環境檢視

24K+430路側殼斗科植物結果後，易吸引
長吻松鼠及小型動物至此覓食，因公路間
無阻隔或緩衝帶，易造成路殺。

參賽路段

設置警示牌面林德恩研究員兼路殺社社長現勘指導

增設紅外線自動
感應照攝相機請參閱附件參之1

隙地經復育後搭

配塊石，可供小

型動物緩衝遮蔽

空間，降低路殺

風險。

32K
水晶宮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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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路定期管控04 人本交通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路面凍融健檢  高低差調整  沉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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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路定期管控04 人本交通

改善前

改善後

導引牌面

標誌標線

 標線明確、導引精確  暗夜濃霧、依循關鍵

改善前

改善後

 牌面調整、更增明確



62

以人為本友善規劃04 人本交通

 彎道設置自行車防護網  自行車牌面辨識海拔高度  成型標線取代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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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勤務克盡職責04 人本交通

不辭日夜不畏酷寒
剷雪工作從凌晨摸黑開始

零下冰凍環境到天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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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高山公路的守護者04 人本交通

親山賞雪安全賦歸
守護用路人是使命亦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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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傳達&幸福公路APP05 公路行旅

幸福公路APP即時提供武嶺路
況及停車資訊

CCTV即時影像畫面
掌握車流與人潮

CMS 18K+100
提前發布上山即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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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資訊 E化管理05 公路行旅

解說牌減法設計
以資訊電子化縮小量體

QR-Code連結

建立DRIVE TAIWAN 主題公路

台14甲線私房秘境-昆陽古今

(網頁+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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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影響扎根教育05 公路行旅

高山綠化體驗

 結合梅峰農場契作高山物種

 邀集春陽國小參與復育種植

無痕公路

高山交通安全宣導工作

宣導高山駕駛注意事項

(南投縣道安會及縣警局交通隊、南投監理站等單位)

 定期舉辦聯合淨山活動

 維護公路景觀：高山百合、地衣牆遭破壞，透過媒
體環境宣導

請參閱附件參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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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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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新聞報導

公路總局道路管制人員默默守護用路人安
全，管制期間24小時派員輪班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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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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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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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必遊絕美景觀公路

台14甲線鳶峰～合歡山路段獲選

2019年微笑臺灣十大最美景觀公路

No.5 台14甲鳶峰至合歡山路段 1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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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聞名國際

 臺灣KOM自行車登山王挑戰

 Never Stop永不放棄-挑戰巔峰武嶺

合歡山路段一直是國際熱門的高山挑戰路線，

每年都會吸引大批的車友前來挑戰。

為亞洲最高海拔馬拉松賽事。

是跑者心中一生至少挑戰一次的路跑活動。

 合歡山越野馬拉松

國際認證的絕美星空，

在離銀河最近的地方觀星。

 亞洲第三座，全台首座暗空公園

照片來源：臺灣謙信東海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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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停駐點

76

第三停駐點
鐵杉森林 24K+430

第一停駐點
群山環岳 29K+135

第二停駐點
水晶宮 31K+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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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交通部110年金路獎優良景觀類評選紀錄

簡報部分

一、時 間：110年8月21日（星期六）下午3時30分

二、受評單位：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埔里工務段

三、受評路段：台14甲線24k～32k(鳶峰〜水晶宮)

四、主持人：蔡委員書彬

五、出席委員：

蔡委員厚男、葉委員美秀、郭委員城孟、王委員文誠、張委員基義、鄒委員君瑋

六、列席單位人員

交通部路政司：陳技正柏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陳組長松堂、羅工程司瑩書、李專員映才、鄞工程司孝任、陶工程司琪然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劉處長世桐、傅副處長立祥、洪科長璠儀、李工程司靜婷、謝工程司健德

蔡工程司雨津、黃工程司陳全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埔里工務段：陳段長舜賢、秦副段長滄漪、陳站長昭延、林工程司義雄、賴工程司嘉德

林工程司照傑、黃工程司俊宇、孫工程司瑞璘、邱工程司信祝、黃工程司琇孄、黃工程司韋晴、楊科員雅甯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黃工程司品萱

七、主席致詞：(略)

八、簡 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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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長補充報告：

這條路參賽過程很辛苦，段長以「還我漂漂權」的期許來營造這條公路，力行拆除沿線礙景設施(暴力)，在簡報P.22的景
觀營造構想中可以看到減除礙景物是營造的重要目標，執行過程更多的是堅持的毅力，從簡報P.23及P.24彙整，整個大環境議
題需與至少10個以上橫向單位協調與合作改善，很不容易。除此之外，在景觀願景上，我們也進行了公路設施的減量，尤其
導入人本交通的概念，標誌設施就減量了，尤其這條路夜間不設置路燈，以標線及成型反光標線作為導引，替代這些安全設施
，也將沿線不同年代的護欄型式及顏色統一，甚至其他單位的設施也一併處理，如台電電箱彩度的降低等，這些是今年段長在
暴力加上毅力與願力的作為。

還有很重要的是高山視域管理的維護，歷年我們實施合歡山夏季不割草，希望留下在地原生草籽。這幾年因氣候變遷，
花序亂了，這次啟動以在地物種當作除草的指標植物，這次示範選定虎杖，觀察花期與種子落下時間作為通知廠商進場除草的
施工時機；另外與專家學者會勘的座談中，有提到除草會間接促進外來種籽的飛散，因此有些路段需以人工拔草，這是今年在
視域維管上的一大突破，在路容養護經費上也是一個負擔，但我們仍會持續下去。

公路維管樂趣的營造也很重要，這裡也埋下了很多彩蛋，如昆陽停車場的解說牌及夏季大三角，沿著解說牌的邊緣看去
天邊最亮那顆星就是真愛密碼，段長以他的儍勁和執著帶著同仁去復育玉山箭竹和臺灣小蘖，也成功了，我想故事會流傳下去
，段長也憑著個人的念力及願力去做宣導，帶著同仁撿拾垃圾及堆砌石頭等，對工務段士氣的凝聚都有很大的幫助。今年這條
路從段長的「還我漂漂權」開始，可以對應到整體景觀發展，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顏妝點會是最好的回應。

九、簡報提問：

• 蔡書彬委員：

簡報內容豐富清楚，聽了以後覺得臺灣有你們真好。

1. 這是一條很棒的旅遊賞景路線，但受地形限制，停車空間有限，由於目前無法進行總量管制，對於遊客的停車需求應審
慎思考因應。自駕遊客關心的是這個停車空間滿了，鄰近的停車空間在哪？距離多遠？相關的指示標誌宜明確。

2. 簡報P.43是個很好的點子，利用乾淨的塊石堆疊，整體性很好，利用大自然素材，看起來真的很自然很舒服，砌石牆或
土堤若過於平順，就會顯得不自然，28k+200處的作法相當好，其他點可參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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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報P.53，如何知道這些是外來物種?

4. 簡報P.55，崩落玉山箭竹移植復育的實際作法如何?

5. 簡報P.62，我們可以充分理解，為了安全考量，設計了較高的自行車防護網，但與護欄的設計就缺了整體感，自行車防
護網不管是顏色或者固定方式，應該再檢討，希望可以再精進一點。

• 蔡厚男委員：

簡報內容非常詳實，讓人印象深刻，覺得很驚艷。

1. 隙地活化是自辦設計，還是委託設計?整體成果不錯，想了解過程。

2. 24k〜32k高海拔山區公路，有沒有路面不均勻沈陷的問題?

• 葉美秀委員：

這一段路實際來看真的很漂亮，想請教2個問題：

1. 頁岩和埔里石在整體的配置和施工上，有什麼想法和不一樣的地方？

2. 有關遊憩體驗方面，想請問遊憩管理單位是哪一個?遊憩越好，遊客就越多；遊客越多，問題就越大，想請問在這方面
貴段的看法及合作的狀況。

• 王文誠委員：
1. 高山公路是極簡主義，把美麗的景觀留給山林，這是一個重要的主軸。很高興看到護欄不再是鮮豔的黃色或紅色，而

是回復金屬本質的顏色，非常精彩，也很適宜，聚焦還回山林，這是台14甲線對環境美學改善很重要的成果。
2. 公車牌廣告問題，其實我在各工處都曾提過這個問題，這對公路景觀有很大的危害，如今有了改善，想知道有無相關

法令程序可提供。
3. 你們色彩分析也做得很好，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4. 地質的觀察是非常重要的，可為養管或設計很重要的回應，如U型谷、森林線、碎石坡等可參考作為線型的設計，復刻

大自然的線條，就會是很獨特、獨一無二的地方，手法還是要回歸極簡主義，用最簡單的方式，能不做就不做，能不
種植就不種植，能不塗裝就不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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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基義委員：

看完簡報其實是令人感動的，回想10幾年前在公路總局看過的景觀照片，很納悶為什麼高山護欄一定要用紅色、要用高
彩度的顏色，聽說是為了安全。其實好的設計是需要安全，但除了顏色以外，應該有更細緻的作法。也感謝埔里工務段10年
來的努力，把公路的終極價值漂回來，我完全認同段長簡報，將公路品牌回歸山、路、人的基礎。細節就是我們的文化，簡
報中的每張照片，都在傳達工務段注重細節，將美學貫徹在每個細節、貫徹在整體理念中，從輕量的設計、隙地活化、生態
養護及人本交通等，整體架構都非常清楚，偉大的呈現在細節上，我真的感受到段長的認真。唯一覺得可以再調整的，就是
自行車防護網的顏色及設施可以再簡化。

• 郭城孟委員：

今天的報告非常精彩，我唯一困惑的是簡報P.5生態氣候圖，和目前全世界流行的作圖方式不太一樣。補充說明一事，我
覺得合歡山是全世界最平易近人、最漂亮的高山景觀公路，合歡山擁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黑森林，全世界只有臺灣有的玉山箭
竹，因此玉山箭竹原景觀只有臺灣才看得到。

• 鄒君瑋委員：

非常肯定今天的簡報和準備，相當充實，更感謝這兩天長官的陪同，展現大家努力的成果。以下有幾個問題，希望了解更細
節的想法：

1. 其實這條公路植被復育的過程非常艱辛，後續的觀察及現在的狀況是否有所論述，例如簡報P.42，矮牆上有種植虎杖，
如果虎杖長出來後，那這條線是不是就不見了?如p.51水晶宮邊坡的稻草蓆拿掉之後的現況如何?

2. 在山區道路的管線整理，貴單位透過長時間的努力，呈現多方彼此可接受的成果，特別令人感動，也很值得南投縣政
府學習。

3. 簡報 P.35公車站牌改善成效顯著，很肯定，但後方擋土牆上的空洞、縫細，是否可種植一些植被或小苗?未來讓這個人
工的邊坡經過設施改善後更顯自然。

4. 簡報P.45為什麼會有東南側和東北側兩側不同的作法?是為了夜間燈光的問題嗎?是否有考慮到其安全性的問題?

5. 因在國家公園範圍需就地取材，在改善過程中是否有其他因素，致使貴單位雖已努力卻無法達成的部分，也希望可以
說明讓我們瞭解努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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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陳全工程司回應：
1. 鳶峰這塊帶狀隙地，頻因遊客做短暫休憩，長期下來造成隙地貧瘠，隙地調整確實是有局部限制停車的目的，主要想營

造行進間過路景觀，僅提供局部空間供自行車及慢遊旅客暫時停歇。
2. 25k〜28k矮牆上方不建議遊客攀坐，照片讓人有不安全的觀感，這部分我們會再研議更好的處理方式。
3. 外來物種的問題，我們有先請教台大梅峰農場並指出在合歡山地區比較常見兩大入侵種為大葉羊蹄及貓耳菊，當然還有

其他，我們先從最常見的部分去抑制及著手改善。
4. 箭竹移植位置的選擇，以前管養此段路時，遇有坍方土石會直接運棄，未考慮能否再利用，近幾年，覺得生長在這麼特

殊路段的植物，應該要更加珍惜，但並沒有特別移植到低海拔復育，只是就近移植並養護。台大梅峰農場內的研究員有
跟我們提過，如遇有較珍貴的灌木，可請其來協助、診斷，也可以先移植農場內做些調整後再移植到山上，未來可以找
他們協助及合作。

5. 自行車護欄，早期設置時考慮欠周詳，現在進行設施調整時，防護網色彩(藍色)確實顯得突兀，我們會再做適當的調整
。

6. 有關合歡山氣候統計資料，最初只是單純的想表達雨量變化與氣候的關係，未來在製作生態氣候圖時再參照委員的建議
辧理。

7. 隙地設計是委由設計公司辦理，但在設計內容工程處和工務段都共同且多次參與審查。
8. 這個路段早年不均勻沈陷狀況較多，近幾年相對穩定，我們也改變了以往直接鋪設AC的作法，先把外側的護欄、高程

等做適度完整的配置調整後再回鋪，讓整體的設施更完善。
9. 埔里石的鋪設主要集中在昆陽遊憩區，管理單位是林管處，近二年林管處在這裡做一些設施的調整，使用的石材就是埔

里石，這次的路口護欄和昆陽隙地為了和他們的材料一致，所以採一樣的配置，而在28k、25k隙地則以我們沿線現地
撿拾的頁岩來處理。合歡山主要有兩個遊憩管理單位，一個是林管處-合歡山森林遊樂區，另一個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
，這兩個單位是有重疊的，各有各自轄管權責，停車場都是屬於林管處，步道的部分主要就是太魯閣。

10. 公車站牌處理的部分，因為我們和監理單位都是在公路總局下屬，所以之間的協調比較沒有問題，他們也樂見這樣的成
果。

11. 昆陽隙地的調整，除與林管處設施材質的一致外，原本右側是鋼板護欄，很多人在這邊取景拍照，傍晚時夕陽、雲海相
當漂亮，因為民眾拍照會倚靠護欄，所以配合林管處採用相近的材質，希望柔化線條而不致於冰冷；左側的土堤，主要
是想讓高山的物種能有多些復育空間，所以簡單的採土堤型式做些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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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處長回應：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後續我們會更細緻的來養護這條公路，以下簡要回應委員各項提問：
1. 專委提到的停車資訊更明確的部分，真的是很大的困擾，因遊客多在前一天晚上11點到達合歡山山莊或是觀雲山莊，所以

隔日早上5〜6點停車場大概已8成滿，我們將停車資訊透過CMS及警廣，從早上7點開始插播，顯然時間還是有點晚，我
們也思考在現場再加裝CMS，但與景觀考量有些牴觸，二工處今年已啟動了相關研究，後續看看是否能在交通管制的手法
上提供高承載或大眾運輸(接駁巴士)部分來加以改善，難度可能很高，我們後續會再研究，在上星期也與台中監理站成立
合歡山杜鵑花季交通疏運改善小組，專門處理此問題，希望明年花季可以有比較顯著的改善。

2. 頁岩及埔里石應用部分，埔里石的部分主要在昆陽停車場，因林務局做的是埔里石，在他們工程前期我們有與林務局協調
，希望能不要用埔里石，但因為工程已發包，為了整個景觀的一致性，我們也配合採用埔里石，事實上我們原意是希望用
在地頁岩去處理。

3. 公車牌廣告部分，廣告牌面對景觀衝擊相當大，但因為是客運公司租給廣告業者，若不張貼，會有減損外租利益的問題。
所以段長去協調業者這件事，比我們想像中的複雜且辛苦，其他路段短時間內可能沒有辦法達成，但我們會持續努力。

4. 簡報P.45月牙灣標線部分，主要是該路段下山車輛速度快、易生車禍，以前為了改善交通問題，在上下游遠端做了很多標
誌，因而影響整體景觀，為了標誌減量，今年在標線上做處理-重劃月牙灣槽化標線並導入人本概念：一方面以車道縮減
讓用路人自動反應降速，下山亦同，地面標線有清晰的導引，以減低碰撞事故發生；槽化部分是以人本交通的概念將交通
標誌拆除，視域景觀極簡化，將視域空間還給大自然。

5. 極簡主義部分，除沿線護欄外，簡報P.56的邊坡復育，因為目前沒有採集高山草籽供工程使用的機制，因此我們僅以掛網
保護、不噴植市售草種，以避免外來植物入侵。

6. 護欄顏色做了很大的調整，在用路安全考量上我們改以成型標線來導引，因為此路段晚上無路燈，所以特別重視標線改善
，希望將整個視域還給星空。

7. 土堤鋪稻草蓆確實是因應太管處的要求，鋪設前我們也擔心是否有夾雜外來種子的問題，所以稻草蓆有先經水洗處理，然
後再鋪上去，坦白說在鳶峰還是有看到外來種籽生長，段長也率同仁親手移除，當時為了水土保持及護育草籽的階段性考
量，現在已經移除。簡報P.35武嶺停車場keystone是早期林管處做的，我們會再協調，包括縫隙處種些在地物種虎杖或玉
山佛甲草，及武嶺亭是否能有一致性的調整等。

8. 段長帶領同仁運用收集的頁岩去堆疊矮牆，謝謝段長的用心，特別是那些縫隙處以後會長出在地的草花，成為其他生物的
庇護空間。在鐵杉森林那處，我們放了一些石頭，一方面可避免車子駛入，根據特生中心觀察這路段有長吻松鼠路殺現象
，自然塊石也有減防路殺效果，牠會站在石頭上做觀察，確認狀況再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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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副處長回應：
1. 這個委託設計案經過多次審查及修正，主要以調整公路基本設施為主，減除不需要的設置，呈現自然與融合，過程中

也感謝總局景觀科的協助，我們也導入了專家學者指導機制，協助共同盤點整個環境問題，總括來說，是一個透過充
分討論的案例所呈現出的成效，也盡力的要求施工的細膩度。

2. 利用材料的部分，包含頁岩及埔里石及土堤，頁岩的取得需經太魯閣國家公園同意於限制區域內進行人工採取，我們
能採取的量並不多，僅能將現有資源盡量應用在這條路，不足部分則採現地坍方土石及較大的岩塊做搭配處理，土堤
部分則運用在有植物復育考量的隙地。

散會：110年8月21日下午17時40分。

路段履勘部分
一、時 間：110年8月22日（星期日）上午10時30分
二、意見交換：
• 蔡書彬委員：

大家的觀念都越來越正確 ，高山邊坡也不會隨意去割草，現在路側看見，花開得很多，像我們看到的虎杖，雖已經綻
放在路側，只要不影響行車視線就可以了。看到你們很努力去就地取材來處理一些景觀的東西，而且會注意跟其他單位彼此
之間的協調配合，這點非常好，我今天現場看來沒有特別的意見，一些小地方我覺得都處理得很好，不需要特別講，整體來
看讓人家覺得真的是沒什麼好挑剔的。

• 蔡厚男委員：
首先謝謝二工處還有工務段同仁犧牲假期，花很多心思準備，讓我們今天有機會又舊地重遊，講一句話「十年磨一劍

，一朝試鋒芒」，今天早上的現勘被你們的鋒芒射到了，真的就那句話感謝臺灣有你們，難得的臺灣最高海拔的一段公路。
沿路看不到什麼大建設，可是知道你們花很多心思在處理管線的整理，真的很不容易。

1. 簡報書圖文辭雋永、營造理念及策略清晰、成果內容詳實，先期準備作業相當用心，令人印象深刻！
2. 具體落實金路獎的良善立意，尤其是能夠秉持99年金路獎台14甲線考評意見持續努力改善及精進，現地勘查親眼目睹

：全面更換為鍍鋅鋼板護欄、邊坡高山溫帶野生花草地被植物的復育及保育、沿途管線整理就緒、隙地活化整理成眺
景休憩平臺、拆除礙景人造物等具體的公路景觀改善成效，對於高山生態及視覺質量加值服務，整體工作成果令人非
常感動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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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山公路隙地活化設計的概念及做法，有些類似萬里長城的構築，以「因應地形，據險制塞」為基本法則。「因應地形
」，即指根據地形條件而構築工程，和充分利用在地的自然資源選擇合適的建築材料。「據險制塞」，主要是指利用
地理天險禦敵。此原則有利於防守，也可以節省建築材料。此項令我想起「以土地之名，融入地貌形勢場域」的構築
理論，重新思考建築及地景的建構論述。目前配合總局景觀科的歷年公路景觀改善設計圖冊及案冊編製，建議可加強
論述篇及補充實踐案例的所在地理情境條件。因為不同地理條件的差異，加上不同時期的營造技術，在構築、施工方
法及材料形式方面，也都會有所不同及變通之道。

4. 可持續協同農林試驗及生態保育專業機構人員，針對高山公路路側、邊坡植物生態復育及野生動物保育，進行長期監
測紀錄。建議邀請氣象生態專家指導，製作高山生態氣象圖及自然物候觀測手冊，以因應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調適，

5. 發展及建立高山生態公路之邊坡植物生態維管作業模式及方法。
6. 根據和臺大山地農場、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等學術機構合作，進行高山地區四季溫帶野花地被植物採種、培養及復育、

降低路殺現象的公路生態友善的調整設計及配套項目的工作經驗，建議相關人員可以整理實踐作業經驗心得，製作山
區公路景觀植生維護管理要則及微型營造作業手冊。

7. 隙地土堤新設的「禁止攀爬」牌示建議降低移位；考慮夜晚行車安全的彎道側條狀反光標示，可以考慮再減量一些或
撤除。

• 葉美秀委員：
第一個令人印象很深刻是持續的努力，真的是很不容易，剛剛工程處也播了3年來獲獎路段維護管理的部分，我也覺得

很感動，因為這需靠十年努力不輟，你們每年的人事都會變動，需由上面長官的支持，才可以讓整體這樣的進步，我覺得是
很難得的。尤其是今天還看了風管處及縣政府的部分，可以感覺到我們公路的土木工程師們一直非常努力的在進步、一直在
往前走，這個進步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像99年的那份文件我自己看了一下，想到那時寫這些建議的心情，當時只是一個願
景，自己都覺得要達成滿困難的，並沒有感覺一定會被實踐，所以這次我在看到99年的建議之後，反而更佩服各位，這麼多
年的努力真的把它做的那麼好，雖然整體你們沒有特別去強調跟小學合作，默默做這些教育的事情，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1. 工程處展現了過去幾年累積的成果，都有持續維護，呈現出更好的效果。
2. 本段提供了99年以來，持續的努力與精進的過程與成果，水管的整理、鐵皮屋的拆除、顏色的改善、原生植物及邊坡

的復育等，都令人驚艷。
3. 工務段亦與梅峰農場、春陽國小等合作，深耕在地資源，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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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場材料頁岩的運用，效果非常好，若基地夠寬，用土堤也非常好，既有安全效果，又能配合觀星的防光需求，日後亦
是高山植物的成長基地，一舉數得。

5. 小巧精緻的地點高程牌示，以及改善後的公車牌等，展示出高水準的設計，有機會可以繼續發展文創系列產品。
6. 未來與風管處或縣政府臨近的點（24k+150隙地旁），可能也要多關心瞭解，避免其他單位做出太人工的設計。

一句話：令人感動的高山自然花園公路。
• 王文誠委員：

在都鐸式建築及日出奇萊，開啟今天的考察。過去參賽路段影片回顧，看了很感動，裡面有很多公路養管的創舉與創新
，建議邀請部長、院長、總統來看，來看我們的基層公務守護這片土地的景觀。

1. 高山公路的治理，應採極簡主義，把美麗景觀留給自然的山林，包括高山植物、雲霧、風與地形、地質當作主角來展
演。該拆的拆、該原色的留給自然原色。

2. 這個區域有幾個特殊的線形，可以做為融入環境的設計：
(1) 冰河所構成的 U 型谷。
(2) 森林線。
(3) 板岩寒凍楔裂碎石。

3. 這個區域地質相對穩定，節理、劈理都不發達，主要是板岩、千枚岩、並有石英、砂岩分布，出露岩位於逆向坡。從
這個角度，受災的韌性高，設計可以更輕量、乃至於不需要水泥的設計手法。坡崁、短牆就不需要水泥，接續地質層
理的線條來堆疊，融入自然。掛網，讓原生植物飄來的種子自己附著生長就好。

4. 鋼板護欄，從黄、紅色的油漆塗裝，到還原為金屬原色，已經是很了不起的美學進步。鋼板護欄線型也相當用心，若
是能在模組突破，讓線型更加流暢。

5. 設計原則：設施色彩，需要與環境協調；當不知道用什麼色彩，可以利用灰色。石材的取得，無法取得當地材料就用
水泥板。設計要高明地做到看不到設計，所以短牆因此可以沿著紋理行。QR Code取代解說牌是很好的方法。

6. 板岩寒凍楔裂碎石做為隙地的基底設計，是很好的方法。其間所配置石塊，需要注意比例配置位置。
7. 臺灣野百合是原生植物，從海濱第一線植物到3,000公尺的高山，都能堅韌地分佈。植栽選擇中，臺灣百合是很好選擇

，論述：臺灣最後一季野百合花花開之地。是繼五月杜鵑之外，合歡山的重要植物亮點。
一句話總結：極簡風格融入高山道路環境，人地合歡向山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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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基義委員：
首先看簡報就覺得很棒，今天到現場只是再確認，真的很恭喜，沒有什麼可以再建議的，倒是覺得工務段的經驗該如何傳

授給平地的工務段，這是一個價值的建立。十年真的差別蠻大的，我覺得這個成就可能不是我今天看的三個點，而是一整個系
統去執行，累積了很長的時間，把最簡單的東西，像管線的溝通與協調整理、護欄塗漆改善等，短時間看不到成果，但逐年完
成的效果是有感的，在隙地、邊坡上，用自然植生方式，讓時間去take over，不是用一般標準的鋪面，而是就地取材，而且把
這個石頭到頁岩的層次感慢慢建構起來，後面很重要的是這不是傳統的單一發包方式，必須得要工務段不斷地累積材料，再現
地慢慢去調整，當然不是只有工務段，還有各種的專業單位搭配參與，不管是景觀的、生態的或者是相關權責機關的溝通、協
調、合作，我覺得這個路段真的做得特別好。還有常談到的遠景、中景跟近景，遠景一定是最重要的，這地方得天獨厚，本身
的山陵線環境美到不行，近景的地方我們用很多低彩度，沒有任何造型的材料去調整他的氛圍，但是又創造一個安全、融入環
境的地域感，這應該是我們未來工程價值需要被共同確定的。目前臺灣還有很多地方做很具象的打卡點，很圖案式的，怎麼樣
把工務段的經驗包括你們平地的工務段，都能夠調整成這樣的一個價值，我覺得未來是可以再努力的。目前公路總局及林務局
都已經朝向比較低度的、永續的、高品質的處理方式，地方政府還是有落差，剛剛看到過多的設施也還沒處理，未來會有委外
的工程，但是如果它設計的那個價值沒有跟我們在同一個軌道上，那就會很可惜，我唯一的擔心是這樣，還是恭喜工務段。

1. 以「山、路、人」為品牌，理念清晰易於溝通。
2. 輕量設計、隙地活化、生態養護、人本交通、公路行旅，架構清楚細節到位。
3. 美感與環境價值已經貫徹到單位的公務文化。
4. 偉大的成就都在細節，埔里工務段完全做到。
5. 建議自行車防護網再減量，線的顏色改成灰色。

一句話總結：寧靜的美。
• 郭城孟委員：

我認為臺灣非常有希望，希望的感覺油然而生，還滿快樂的看到工程單位會把比較先進、永續、環保意識加入工程執行，
在生態關懷及社區不同單位的溝通，我個人是覺得做得淋漓盡致。本來道路工程單位只要把道路做好就好，其他地方都不用去
做，可是我剛剛特別list下來，你們把美學及生態都納入道路工程，與不同單位跟社區之間的溝通，也全部都考慮到，覺得你們
真的是非常的棒，民間走在政府前面，今天真的是看到工程單位已經有這種臺灣style的中心思想出來，之前在做生態旅遊時，
常常世界到處跑，我最喜歡看到當地的生活是有它獨特的風格，今天最想講的是你們已經把你們的道路工程的風格做出來了，
這是我在非洲及美國看不到的，所以你們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這是我今天看完之後最有感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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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山環境其實非常嚴苛，缺水、缺土壤、板岩發達，除了道路安全還能維護景觀，復育原生種高山植物印象尤其深刻
。

2. 一條有國際水準的高山景觀公路，道路工程單位也能展現進階的工程思維（內化生態保育的觀念）。
3. 建議公路總局做一個事情，今天看的這一段公路景觀，其實是全世界只有臺灣才看得到的，所以如果可以出一個冊子

來宣傳臺灣，以道路為主，周邊的景觀為輔，其實公路總局所管轄的道路，如果好好的規劃，能把臺灣的在地文化、
人文發展、地方特色都展現出來，除了道路本身，也把景觀部分稍微做介紹的話，應該是非常棒的。臺灣是我所看過
全世界異質性最高的，因為在非洲開車就是公路平平的沒有特色，但是臺灣只要短短的幾公里就有很多的變化，這應
該是公路總局好幾十年整體的展現，可以把每一個處的景觀公路串起來。

4. 建議加強具景觀價值的高山植物復育，像玉山佛甲草、沙參，單一種植在局部小區塊，營造聚焦效果。
一句話總結：一條可以欣賞全世界最古老黑森林的高山景觀公路。

• 鄒君瑋委員：
1. 本路段考評因受到疫情之影響延至8月執行，從原先之高山杜鵑花季變成至今以虎杖為主之花季，其植被景觀之不同，

令人感受另一番高山路段風情。
2. 二工處同仁(埔里工務段)結合相關專業單位(特生中心、梅峰農場、在地學校等)進行景觀營造，促成公公與公私部門之

協力合作，突破過去工程執行框架(如植栽工程與其他硬體工程分開執行、道路兩側植被修剪時間及修剪方式之調整等)
，值得肯定。

3. 考評過程中利用空檔播放過去歷年來考評路段之後續維管過程與現況，令曾參與之委員感受其長時間努力之成果，亦
讓未參與過之委員了解其動態管理之作為，特別是動物之足跡與行為的影像捕捉，值得其他養護工程處學習。

4. 路容之改善，特別是山區道路，因民生之需求常見各類管線沿路側裝設，過多及凌亂之布設，因此造成路容景觀不佳
，本考評路段能將此一負面因子在兼顧地方居民需求之下予以全面改善，值得肯定。

5. 本路段將標高結合相關資訊、站牌及解說牌版面等予以融入文創理念，打破制式之格式，特別是站牌改造之協調過程
，值得肯定其努力。

6. 本考評路段因地制宜融入相關工法(甚至是夜間車燈影響之阻隔、路擋等)值得肯定，惟建議本路段仍須針對目前之營造
成果進行後續之監測，包含：
(1) 人、動物之使用行為(如遊客對於土堤或矮牆之站、坐、靠等利用方式、自行車騎士停留點、小客車與機車停車方

式、友善動物設施之動物使用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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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被復育狀況(如生長量與擴張狀況等)，特別是因為人為干擾(如踐踏、採摘等)之區塊予以適度介入補植。
(3) 土堤邊坡穩定度及碎石鋪面之排水性等。

7. 由於高山植物生長受到季節變化顯著，建議復育之植被可再加強種植方式自然度之提升，如列植改為群植，單株改為不
規則之多株種植等，俾利降低人工化之視覺衝擊。

8. 建議總局可在以「公路景觀設計規範」為基礎下，增加有關人員對於自然工法(非指各類生態工法)之理念著墨(包含對於
該類工程驗收觀念與方式之調整)與設計之訓練課程，俾能將自然度高的路段其景觀營造手法提升至更高一層之境界。
如水晶宮所挖掘出之喬木樹幹留置該處做為飾景之一部分立意甚佳已值得肯定，惟應如何放置更能凸顯其意義(何時或
受到甚麼原因倒伏)或樹種價值。

9. 昆陽段(29k+135)之隙地活化(國家公園界碑處)兩側牆體(土堤、埔里砂岩)處理仍有美中不足之處，雖能感受同仁在協調
過程之努力，惟仍建議後續相關工程能事先並及早進行溝通，俾能減低因為銜接材質不同甚至過大落差而造成之突兀景
觀。

10. 近年來推動幸福公路之理念，使得臺灣各營造路段增加不少讓用路人感動之設施或是景點，對於提升地方小旅行、深度
慢旅、以及環境教育之紮根等有其貢獻度，建議能進一步整合在總局之公路相簿資料系統之中。

11. 對於近年來該路段護欄色彩之改變，從工程處人員口中得知並無用路人反映影響行車安全之意見，可見臺灣民眾之美學
素養與觀感，確實因為公部門之積極實踐作為而有所提升，非常感謝有關單位及其同仁所付出之心血與努力。

一句話總結：「山林為體、共融有致、合歡31、經營有成」。
• 陳技正柏源：

非常肯定工務段的努力，昨天老師有講到細節的部分-偉大的成就藏在細節，今天到現場也看到了二工這部分做得非常好。
1. 去年在其他道路養護看到轉彎處路面整完之後有水溝比路面還高的情形，水排不出去，發現這路段紐澤西的洩水孔在路

面整理完成之後，都會刻意挖的比路面低，這是很細節的東西，段裡都表現到位。
2. 管制柵門非常驚豔，在養護考評常常看到一些臨時性設施，比如說混凝土、紐澤西混凝土塊，工務段都覺得是臨時性的

，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甚至更久，導致現場就是工地的狀態，這一次段裡把這些設施也做了細節處理，公路人的工人
一秒變成職人，這是我覺得很肯定的地方。

3. 幾處提供自行車休憩的隙地，可再觀察服務對象如何使用，如簡報中砌石護欄民眾喜歡上去坐，可以再思考更安全的設
計，比如可以退縮一點讓牆外側留有更大空間，使用上可以更安全，未來可以再多加思考符合用路人最想要、最妥當的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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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陳全工程司回應：
工務段先感謝各位委員，不管指正或鼓勵，我們收穫非常多，這兩天所提到的缺失部分，我就不再一一回應，後續會研

議來處理。委員提到非常擔心的是他機關的問題，如果有機會我們會盡力與地方單位溝通，讓他們也能夠知道在處理這部分
需更審慎，也會提供適當的建議。

這一次比賽過程，從一開始人家叫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做著做著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同仁應該也都有這種感覺，
這兩天聽到那麼多老師寶貴的意見，學到了地質和物種上相當多的知識，收獲良多，希望我們也能持續像郭老師說的一樣，
營造出自己臺灣style的公路。

• 劉處長回應：
謝謝委員的寶貴意見，我覺得很感動，委員給我們那麼多的肯定，撫慰我們同仁這些日子以來內心的不安，委員的鼓勵

確實也給我們很大的成就感，我想這是終身的成就感，我們也會延續這樣的動力繼續做下去。首先延續陳技正的意見補充頁
岩片細節的處理，現地的頁岩片其實邊緣很銳利，工務段做了很多磨除的處理，簡報和現場均未多加細說。我很認同段長講
的「做著做著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事實上我們工程處一直鼓勵同仁要有自己的想法，共同成長。

再補充回應葉老師昨天的兩個提問。第一個是昆陽路側石墻是如何選用埔里石。今天在昆陽停車場往南看，可以看到路
側石墻與昆陽停車場的埔里石色澤、材質都一致，視覺景觀是整個連貫的，以這個視角，現場東側的土堤(往西南延伸)，這時
被昆陽停車場的石牆遮蔽，不至於有違和感；設置頁岩土堤的考量，主要是要與太管處的界碑(黑頁岩)及東邊的遠山群峰對應
。這個部分經過今天現場比對，景觀意象的一致性比較明確。第二個問題是公路單位遊憩管理單位是什麼，路做那麼好遊客
進來感受怎麼樣?我們看到把公路做得美美的，吸引遊客進來也是充滿成就感，那種喜悅是很難去形容的，我們當然希望用路
人多多享用這條路，管理部分昨天跟蔡召委說明，我們有啟動調查和研究，試著兼顧，但坦白說難度蠻高的，考量周邊腹地
不夠，大眾運輸要啟動相關的配合不太容易，最重要的是民眾的接受度，不是透過宣導或一些管制手段就可以達成的，但我
們仍會不放棄繼續努力。

謝謝蔡老師的肯定，無論在後續作為或與梅峰農場合作的部分，我們也會持續，剛剛有幾位老師都提過，後續有些在地
植物觀察，我們也會持續下去，另外多位老師提到暗空公園部分我們會再努力，現場時葉老師有指導人行道壓花地磚可仿自
然裂隙概念的裂紋處理方式，讓草能長出來，當然是希望最後南投縣政府的整體環境營造能夠有友善心跟永續性，我們會持
續跟他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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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老師提到逆向坡擋土設施韌性可以再小一點，現在看到的擋土牆是比較早期的施工，這幾年都只是掛網、不噴植
，一些低矮的擋土牆也都是早期施作，最近採疊砌石頭，我們盡可能手法再調整，讓它更自然，野百合是今年的嘗試，過程
也蒐集了一些資料，原本蠻擔心的，謝謝老師肯定，我們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復育，擔心的另一個部分是民眾隨意亂剪行為
，讓人痛心；護欄線型的部分我回去再與副處長研究如何處理。

張老師有特別提到經驗推廣，這部分我們分成兩個，處部分會在本處相關會議就此案例來做宣導，歷年養護成果也放在
本處網頁上，隨時可以看，因為二區處網頁今年做了優化，研究調查成果都放在上面，我想這可以繼續來推廣運用，總局的
部分我們會全力配合。

謝謝郭老師的肯定，講到臺灣style-終身成就感裡面濃縮最經典的一句話，確實很鼓勵、很振奮我們，把虎杖當作我們
視域指標性植物，因為他是花序最後的一種植物，後續我們盡可能依區域分布嘗試單一物種種植，野百合會再做一些推廣，
特別在水晶宮隙地部分。

也謝謝鄒老師的肯定，路側的小花部分，我們養護盡量不割除，已延續了十幾年，也跟委員報告，啟動高山公路不割草
是我86年在洛韶段當副段長的時候無意中的決定，但也影響到十幾年後的我，也算有點成就感；老師提到努力成果的資訊傳
遞部分，會優先在我們網頁裡呈現，也會參考我們南投段去年國姓路段跟警廣及在地記者做宣導，也試著跟太管處合作，我
們會把相關資訊傳遞出去，也提供給旅遊業。

謝謝陳技正，隙地選用比較大的石頭的擺設部分，施作當時我們確實是很困擾，一是石頭的來源很難取得，必須跟太管
處協調同意後去取，且只能用人工，所以大的石頭無法搬運，第二石頭擺放是一門學問，更細緻的手法我們再請教相關老師
，未來大一點的石頭我們再跟太管處申請，希望可以讓我們用機械去稍微搬動，另外現場布設時往後退縮，給自行車騎士有
休息時坐的空間，這個我們會努力。

• 陳組長回應：
老師的寶貴建議我們會努力運用在總局的景觀政策上，昨天報告時有提到，我們有逐步在做一些改變，今年我們完成了

景觀設計參考圖冊，把歷年局裡面參加金路獎比賽或比較好的案例、甚至國外案例照片都收集，提供給各工程處參考；明年
希望景觀設計圖冊能夠整理出來，各位委員的建議我們會虛心的接受，增加一些設計論述，把為什麼要做和構想表達出來，
當然設計圖只是參考，景觀應該沒有標準的圖說可以用，這個部分也會納入我們後續的發展。導入輕設計、低維管及極簡化
的部分，不要有太多打卡點或街道傢俱，我們會將它轉成執行面，非常感謝各委員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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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很多都是在做公路本質以外的景觀，今年起我們要求各工程處從公路本身的品質之美先做個調整，如護欄線型流暢
度、AC完成後標線應怎麼畫等，二工處已經朝這方向努力，尤其山區護欄因為半徑小，很難處理，不管是測量也好、調整也
好，要求把高度及平順度處理好，今天看到的平順度有很大的進步，二工處在評比的過程中沒有特別去說明，這也是我們努力
的地方。臺灣的公路已經完成很多，新建的慢慢變少，養護是一個重點，所以我們要求各工務段的段長要有願景、要有抱負，
希望公路養護轉變成精緻化的養護，剛剛老師再提醒「價值化」的養護，這些我們會將它轉換成後續的執行面；另外老師也提
醒把這些好的成果推廣並提供為國人旅遊資訊的部分，總局Drive Taiwan (DT)網站已網羅了臺灣公路之美，不足部分我們會再
加強，當初這個網站在做的時候我們也很掙扎，因為公路總局不是觀光局，要怎麼有公路總局的風格又不要像觀光局，很傷腦
筋，委員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看並給我們回應，後續再來改善。二工處建立的QR Code就是連結到DT網頁，可以瀏覽公路之美
。另外我們也推廣參加國際比賽，把臺灣之美推廣到國際上，這也是我們努力的地方。，感謝各位委員的指導，高山舟車勞頓
還要提供寶貴經驗給我們，我們希望公路總局每年都有精進的地方。

• 蔡書彬委員
今天的回顧影片真的不錯，歷年得獎路段維護得很好，很感謝工程處努力地完成評選，五月來的時候道路狀況跟現在不

太一樣，五月份大概是杜鵑，我個人看法，因為疫情往後延，現在所看到的比五月還要好，景色豐富度更佳，真的謝謝大家。

散會：110年8月22日下午1時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