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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公路 —

霧林．生態．人文



地理環境 阿里山的世界地理區位

⊙北回歸線之處多形成沙漠，而台灣是個例外。

⊙鬱鬱蔥蔥的森林，高歧異度的物種，冰河時期的孑遺生物，豐富台灣的生物多樣性。

23.5°N 撒哈拉沙漠 阿拉伯沙漠 塔爾沙漠大盆地沙漠

喀拉哈里沙漠23.5°S阿塔卡馬沙漠 澳洲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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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8線 受評路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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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邊遊憩資源

⊙參賽路段台18線78K~85K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位處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範圍，海拔約1,600~2,000公尺。

⊙周邊遊憩資源包含二萬坪風景區、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及特富野部落。

85K

78K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二萬坪風景區

十字路

參賽路段



物種多樣性 植物歧異度大、物種豐富的霧林帶

⊙本參賽路段屬於全世界森林只有1%珍貴的霧林帶，常年溼度高，故森林內充滿霧氣，稱之為「霧林」。

⊙公路穿越森林，意外形成森林孔隙，大自然自癒力慢慢孕育出多樣性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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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檜黑長尾雉

台灣桫欏

昆欄樹(孑遺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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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塔塔加遊客中心

石桌
隙頂

觸口
海拔

針闊葉混合林

（櫟木帶或霧林帶）

暖溫帶闊葉林

（楠櫧林帶）

針葉林

（鐵杉林帶）

副熱帶闊葉林
（榕楠林帶）

85K

78K



鄒族文化 森林孕育了鄒族

⊙鄒族（Tsou）居住於臺灣中部的玉山西南方，以嘉義縣阿里山鄉為中心，有達邦及特富野部落。

⊙傳統建築以木、竹、茅草為主要建材，用於構築會所、家屋、棚圈三類建物。

⊙台18線也串連周邊鄒族文化景點，如YUYUPAS優遊吧斯、達娜伊谷、得恩亞納（Toe‘uana）等。

01 02

03

優遊吧斯鄒族文化聚落01

鄒族聚會所藤編02

鄒族祭典：戰祭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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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公路 —

重建．轉念．態度



逐路細說 台18線的起始、契機與轉型

第1階段：阿里山鐵道

阿里山鐵道建設營運—阿里山公路通車

第2階段：公路災害

年輕的台18線—颱風、豪雨、坍方落石

第3階段：無痕山林

穩定平衡—生態棲地、無痕景觀、低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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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初通車 災害不斷的年輕公路

⊙阿里山公路於1982年開通，颱風豪雨造成坍方落石，2009年莫拉克颱風更是路毀橋斷、柔腸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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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厄中的契機 重建同時考量生態及景觀

⊙邊坡災害採掛網植生工法並噴植草

種及加植九芎小苗，加速生態復原、

融入現地景觀，同時避免水土流失、

增加生物棲息空間同時也達到綠美

化效果。 81.8K 106年

81.8K 108年81.8K 110年

81.8K 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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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中轉念 災害修復—隙地整治—物種進駐—環境維護

⊙莫拉克風災後， 81.8k採種植九芎小苗之生態工法穩固邊坡增加水土保持，十幾年來已成林，11月中旬之九芎變葉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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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態阿里山 從畫布整理開始—環境歷程

⊙102年起逐年清整隙地，迄今全線清整約 91,800 平方公尺。

隙地清查
清查阿里山公
路沿線隙地

隙地清整
清整芒草、坍
方土石運用

休養生息
延展綠帶、選
用適生樹種

物種進駐
先驅物種進駐

棲地營造
食源建立、誘
蝶植物、原生
／適生植物

環境指標
螢火蟲及蝴蝶
指標物種現身

復育保護
復育保護蝴蝶
及螢火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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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K

阿里山公路

⊙截至106年度10月隙地整理約67,420㎡，
展延1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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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整治隙地84K~85K等8處調查隙地
5,831㎡整治後為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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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環境指標生物



1 81 8

螢火蟲。環境指標生物

蝴蝶。生物多樣性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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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11月~3月是「冬螢」活耀時刻，冬螢與夏螢的

發光方式不同。台灣擁有稀有的9種冬螢中的8種，

阿里山地區更是台灣三大可觀賞冬螢的山區之一。

夏螢(閃爍發光) 冬螢(持續發光)

⊙阿里山擁有稀有夏螢及冬螢分布各處，以78.6K為分界。夏螢以黑翅螢為主，冬螢以鋸角雪螢為主。

⊙初步整治隙地，98年起禁噴灑農藥及除草劑，環境改變後，食物鏈初級生物慢慢進駐，
104~110年環境指標生物(螢火蟲、蝴蝶)也進來了。

找回家的路 台18線螢火蟲生態及分布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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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窗螢 灰翅雪螢

神木螢 鉅角雪螢

大端黑螢

秋冬螢

黑翅螢紅胸黑翅螢

三節熠螢

端黑螢 大端黑螢

梭德氏脈翅螢

春夏螢

46.5K

59K

66.8K

67K

75K

71K

94.5K
78.6K

80.5K

83.5K



阿里山蝶蹤 紫斑蝶生態

⊙阿里山現蹤台灣四種紫斑蝶中的「小紫斑蝶」。

青斑蝶＆黃花三七草 紫斑蝶穿越阿里山地區時間相符 冇骨消、台灣澤蘭、羅氏鹽膚木…等原生誘蝶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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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爸爸復育蝴蝶藉此喚起對生態保育的重視，只要讓處於食物鏈底層
的生物變多，以其為食的昆蟲與鳥類自然會增加。

參賽路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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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繞 「 三 生 」 中 重 建 生 態 與 秩 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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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態的改變 台18線路段定位

2 0

微棲地營造友善昆蟲環境，復育冬螢

生態路段．暗黑天空



森態阿里山 以「三生」構築的阿里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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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態阿里山之前：待解的芒草課題芒草移除

⊙芒草生命力旺盛、耐乾旱、耐貧瘠之特性，在公路拓墾開闢後迅速占領道路兩側裸露地。

路容景觀 行車安全視域 阻礙森林演替乾旱引發森林火災

阻礙行車視野

通透度性差

路側景觀較顯凌亂

經常遮蔽彎道行車視線

莖部生長侵入道路，

影響行車安全

乾旱季節芒草及乾枯枝
葉易引發森火

破壞森林影響用路安全

強健的芒草
使原生小苗及種子
掩埋於芒草叢下
無法與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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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草課題：旱季的森林火災芒草移除

69K

2 3

⊙乾旱季節芒草類及乾枯枝

葉易引發森林火災，造成

林地莫大損失，進而影響

用路安全及森林演替。



芒草移除 移除後－景觀及行車視線改善

⊙芒草移除後，配合原生樹種的保留、撫育及補植，並讓土地種子有機會發芽，以免苗木尚未長成又被芒草覆蓋。

⊙改善後整體路容景觀提升、視野通透性佳，同時改善行車視線，並形塑景觀視覺焦點。

Before

2 4

84.5K
After



芒草移除 土地公種樹

⊙ 道路施工前移植原生物種 : 海州常山(鳳蝶蜜源)、冇骨消、細葉杜鵑、台灣杜鵑、飛龍掌血(多種鳳蝶食草)、江某、楠樹(昇天鳳蝶食草)、大葉溲
疏。

⊙ 模擬種子發芽環境 : 阿里山千金榆、山胡椒、賊仔樹，食茱萸(刺蔥)。

⊙ 野地山採 : 台灣藤繡球(台灣的繡球花)、台灣紅榨楓、阿里山忍冬。

死亡

土壤種子庫示意圖

種子來源

動物吞食

種子庫
(休眠狀態)

刺激(陽光、空氣、水)

老
朽

種子甦醒
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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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養護 森：原生樹種的保留與補植（84k～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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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芒草及外來種，保留原生植栽並新植在地原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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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k-85k隙地整治生態養護

2 7

85K



生態養護 84k-85k隙地整治-無限可能(森之境)

⊙與林務局合作承租84K-85K道路與森林的隙地空間（高於道路），營造一個道路旁的森林秘境，種植蜜源植物增加蝴蝶及昆
蟲多孔隙棲地，同時也美化隙地景觀。

8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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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養護 生物&植物專家學者諮詢

何健鎔(已故)

臺灣螢火蟲之父
特生中心研究員研究螢火
蟲十多年，為台灣螢火蟲

研究的重要推手

劉建男

林場螢火蟲調查
嘉義大學森資系教授

於嘉大社口實驗林場進行螢火
蟲調查，曾任特生中心及生物

多樣性中心博士研究員

陳良庸

蝴蝶爸爸
從事環保除蟲工作，為了
避免誤殺昆蟲及蝴蝶而投
入蝴蝶保育、復育之工作

國際螢火蟲專家
台大昆蟲所博士

IUCN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SSC
物種存續委員會成員，專長螢
火蟲生態復育及行為研究

吳加雄

張坤城

《以阿里山之名-植物圖誌》
嘉義大學森資系教授
熟悉阿里山為名的120種植物（高山植物
研究），並了解阿里山植物發現歷史（林
管處出版）

劉以誠

蕨類植物學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教授
對台灣山區步道及植物生態、蕨類有深厚
的了解，著有《台灣植物誌：蹄蓋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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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分布最廣大葉溲疏

台灣蝴蝶戲珠花

海州常山

阿里山忍冬

冇骨消

高山藤繡球

賊仔樹

食茱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月

*海拔分布最廣

*山採取得

*山採取得

生態養護-蝶 調查＆補植台18線中海拔蜜源植物

⊙台18線蜜源植物開花之季節多落於每年5~9月間，其中以大葉溲疏及冇骨消分布海拔最廣。

大葉溲疏 台灣蝴蝶戲珠花海州常山 阿里山忍冬

冇骨消

高山藤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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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養護-蝶 原生蜜源植栽復育及成果

⊙承辦人員接洽協調奮起湖工作站苗圃，道路施工前協調蜜源植栽移植。

自行山採復育

蜜源植栽

包含海州常山、
高山藤繡球、刺
蔥、冇骨消、賊
仔樹及大葉溲疏

工務段自建小型網室觀察蝴蝶生態
3 1



生態養護-螢 螢火蟲15年復育之路及友善微棲地營造＆低度維護

Before

回填卵塊
石、改良土
壤及綠化

枯木

3 2

2007年金路獎委員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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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阿里山段轄區一律嚴禁農藥及除草劑噴灑。
初始

 運用在地綠資材

 除草時間配合螢火蟲交配期，無農
藥及除草劑。

 大直徑枯木建造多孔性昆蟲微棲地
及避敵場所。

 抬高隙地邊緣以減少豪雨沖刷。

 增加低矮灌木遮蔽車燈減少光害，
且綠美化隙地。

發現
型框植生工法坡腳都有螢火蟲現蹤，逐格格框免於豪雨沖刷，基材、植生草種供應

螢火蟲幼蟲食材。

邀請專家學者指導、以枯木模擬型框營造棲地。著手

共打造 240m 螢火蟲微棲地

自66.8k~94.5k止

型框植生工法 大直徑枯木營造隙地

大直徑枯木示意圖



生態養護-螢 螢火蟲棲地環境的保育成果

⊙割草：78.6K夏螢&秋冬螢分界，分別於3月及10月繁殖期前割草。

⊙擴大螢火蟲繁衍的面積：透過微棲地營造，吸引螢火蟲至隙地邊緣繁殖。

⊙經調查阿里山公路沿線自四月到隔年一月。遠離聚落光害少的路段，都有螢火蟲現蹤。

維護

3 3



冬螢棲地結合隙地活化

80.5K102年

生態養護-螢

3 4

⊙經過近9年的管理樹冠層下腐

質層、灌木層呈現完整的生態
系。



生態養護 生物緩衝區

3 5

盲溝

改設盲溝明溝

⊙減少硬體設施裸露使景觀軟化，路邊新植低矮

灌木能讓生物躲藏且有緩衝空間，不會因為高

低落差及外在因素影響，使其緊張造成遺憾。



樹木殘枝製成木
屑約520 m3

奮起湖中興苗圃
提供喬木灌木約
320株

在地喬灌木移植
約230株

透過當地資源再利用節省500萬經費，創造之生態價值遠
大於500萬

綠資材活用 綠資材運用及經費節省

3 6

碎成木屑Φ 25CM木頭以下碎成木屑

⊙本計畫中使用的材料以當地綠資材為主節省經費，以環
境永續發展、資源再利用方式維護阿里山高山景觀公
路。



綠資材活用

⊙自然災害易導致沿線常有坍
方落石、傾倒木雜枝及高山
植物等素材。

⊙就地取材來源，鋪設於隙地
內人行動線或回填路肩，再
利用並融入隙地且不破壞原
始生態。

隙地鋪面清整

3 7

78.6K



綠資材活用 擋土牆疊石柔化

⊙擋土牆端砌石柔化，改變原本生硬量
體，且能建造多孔性昆蟲棲地及避難空
間。

3 8
Before After



隙地改善 災後修復、砌石堆疊、箱涵存水

3 9

既有集水井課題

 護欄衝撞事故

 摔落集水井

 大雨沖刷出水口

 綠帶棲地中斷

改善契機

森林火災

改良目的＆作法

 改良為儲水型集水箱涵，供消防緊急用水及日常澆灌使用。

 改良箱涵上覆土綠化，延伸並串連兩側綠帶。

 箱涵出水口置塊石消能，減少豪雨沖刷。

 集水井加蓋、移除護欄並置放塊石，減量並減少事故可能。

塊石消能
集水箱涵

覆土綠化、棲地串聯

集水井

集水井覆蓋、護欄移除

取水口

改良7座儲水型集水箱涵

年回收雨水量約266公噸



隙地改善

排水方向

延伸隙地綠化改善

⊙綠帶延伸，增加生物多孔隙空間及
軟化硬體，並且減少豪雨沖刷造成
水土流失。

4 0

84K



人文特色 望鄉亭-隙地活化融合當地文化特色

78.8K

⊙分享亭（鄒語稱為Hu Fu），是鄒族人好

客的一種文化象徵代表。阿里山與當地文

化融合景觀再造當時的共同記憶，延續鄒

族人的文化「分享」，亭外視野遼闊，可

俯瞰部落，日可觀雲海，夜間可賞星，與

遊客分享阿里山之美。

改善前

改善後

建築以茅草、杉木、竹子及黃藤構成

4 1



公路景觀 電桿地下化

⊙為塑型更優美的高山生態景觀，增加

視域自然性，視覺景觀更為乾淨舒適。

⊙位屬地震帶，且受季風及颱風影響，

減少風險且提升路容美觀。

84.9K
4 2



公路景觀 混凝土改為鋼板護欄

⊙拆除混凝土護欄改設通透性護欄，增加視覺通透性及行車舒適性。

98年

103年
83.2K

4 3



設施減量 路牌清整

⊙原本雜亂招牌經過清除調整後，讓
視域更乾淨舒適。

4 4

AfterBefore



設施減量 設施減量共桿

4 5



交通管理 線性道路改善及增設爬坡道規劃

⊙路緣線型調整，引導行車視覺順暢也提
升用路人安全。

⊙增加爬坡道疏導大車外靠以利行車順暢
減少阻塞外，同時也減少Co2排放。

看是否有更明顯

4 6

83.6K
AfterBefore



交通管理 彎道警示路牌 ●因海拔較高時常有濃霧產生造成行車視線不良車禍頻傳。

●增設LED閃爍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慢行，增加行車安全。

4 7



4 8



跨單位資源整合

4 9

阿里山
管理處

林務局

鄒族

台灣電
力公司

阿里山
遊客

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

香林國小

嘉義
大學



媒體新聞報導 阿里山之美

5 0



媒體新聞報導 四季螢光影展

5 1



媒體新聞報導 螢火蟲繪本

5 2



環境教育 香林國小

5 3



賽事舉辦 自行車賽

5 4



5 5

保護環境，生態得以永續。

尊重生物生存權。

養護道路保障用路人生命安全。

—– 以三生構築阿里山公路 —–



建議停留點 參賽路段

停留點

85k

80.5k

78.6k

第一駐留點

第二駐留點

第三駐留點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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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111年金路獎優良景觀類評選紀錄

一、時間：111年5月6日（星期五）上午8時00分

二、受評單位：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

三、受評路段：台18線78k+000~85k+000（嘉義縣阿里山鄉）

四、主席：蔡委員書彬

五、出席委員：蔡委員厚男、王委員文誠、鄒委員君瑋、葉委員美秀、郭委員城孟、林委員鑑澄

六、列席單位人員：

交通部路政司：陳技正柏源

公路總局：郭副組長清水、李專員映才、鄞工程司孝任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黃副處長威龍、何科長明然、洪工程司佳妤、王工程司美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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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段長衛勇、何副段長昭坤、伊鈴站長、蔡站長旻霖、

陳工程司以文、蕭工程司永固、王工程司鐘緯

七、主席致詞：（略）

八、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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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書彬：

（一）簡報P.35：道路兩側邊溝只將其一側改設為盲溝，是否反造成路殺的增加？請持續觀察。

（二）簡報P.39為避免逕流之泥砂沉澱而影響集水箱涵的取水功能，請注意沉泥的清理。爾後若再設置時，可利用箱涵內傾

，並於最低點設置排砂管方式減輕維護人力及時間。

（三） 停留點1有很多喬木在施工時受傷，請適度修剪讓破碎的傷口齊平，修剪點需選擇在分叉處，以利癒合。此處引進專

業團隊認養生態隙地，作法正確值得肯定。

（四）停留點2第二排的櫻花因陽光不足不會開花，較顯多餘。

（五）停留點3隙地之櫻花於根基有大量新生枝芽，應及早處理掉，爾後割草時需注意避免傷及樹幹。

（六）整體而言已精簡設計，朝無痕山林努力，已達到相當不錯的成果。

蔡委員厚男：

（一）簡報內容完善精美，從公路災後復建逐步走到生態復育、無痕山林的轉型架構及理念，實踐作為具體清晰。考評路段

的路面平整度及道路線型曲線相當良好，螢火蟲棲地及植生復育成果相當豐富，影音紀錄資料、媒體報導都得到許多

正面的肯定；改善及復育山區公路隙地景觀，同步讓過多的路牌清整、電桿地下化及設施減量，使行車視覺景觀變得

更加自然宜人，令人整體感受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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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望鄕亭及欄杆的營造，甚至螢火蟲棲息復育及長期維護成效相當良好，可以持續加強台18線沿途的鄒族社區合作夥伴

關係，運用其傳統工藝技藝營造若干部落文化地景的風貌，而且也可落實部落社區守護公路的永續經營維護。

（三）兼具防救災水源的集水箱涵和取水口，建議要利用GIS登錄點位座標；並且於取水口附近設置解說牌面。

（四）今後辦理山區道路隙地芒草移除及植物生態復育工事，建議要設立生態工程告示解說牌，善盡社會溝通宣導，以免民

眾有所質疑誤會。

（五） 可以考慮設立山區道路隙地植物生態復育及自然演替樣區的長期監測植被變化，以供山區道路林緣隙地生態復育和保

育經營之參考。

王委員文誠：

（一）主題定位「森態阿里山」，核心價值清楚，簡報PPT做得很好。

（二） 「森態」影響公路的層面不只是P.21中生態、生物、及生命，而是至少含括ABC（Abiotic 非生物、Biotic生物、

Culture文化)領域。

（三） 以Abiotic（非生物）來說，隙地來自砂頁岩互層的崩塌地，以及河川溯源效應，必須注意地形地質，採取不同的隙

地策略。從塔山的露頭來看，這個區域層理分明，崩塌地是崩山，而不是地滑。現地考察發現集水箱涵是水線的功能，

P.39集水箱涵便是對Abiotic地質地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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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森林火災的主要原因不是如同P.23因為芒草、乾燥所致，而是因為崩塌地的落石，含石英成分高的砂岩，當崩落的時

候打在岩石上變成了打火石而引發森林火災。

（五） 85k隙地「飛鼠森林」是我看過最好的景觀設計，一個以Biotic為主的設計。因為讀不到「造園設計圖」，整地微地

形也相當順暢自然，舖地短樹幹所形構的微地形一方面擋土，一方面引導視覺景觀；自然配置的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塊，

相當高明。

（六） 80.5k因為沒有除草，形成了植物多樣、精彩蓪草森林。歡迎櫻花被其他原生植物取代，不需再太多介入，才能形成

最精彩景觀：游移在綠色林下的斑光。

（七） 78.6k「望鄉亭」讓阿里山公路有了文化（Culture）的標誌，全線有二個也就足夠，特別而且是所謂「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木柵欄的設計就沒有必要，建議以韌性設計方式為之。

（八）鋼板護欄微調而形成可標榜的線形美感。

一句話總結：融入高山生態的阿里山森林公路。

鄒委員君瑋：

（一）本次考評路段之營造主題「森態阿里山」，阿里山工務段之簡報搭配得獎與營造過程影片之播放，加上已於前一晚進

行現地之生態營造成果觀察體驗，確實能夠讓本次參與者融入時空之情境，充分感受到自2009年莫拉克風災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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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們努力盡心的投入與觀念精進之成果，也將山林生態的本質與原住民文化之融合做到完美的詮釋，非常值得稱許

與高度肯定。

（二）工務段於理念的切入從過去大家耳熟能詳的「生活、生產、生態」三生，轉換到「生態、生物、生命」另一層次的解

讀，以及從林務單位「無痕山林」轉換到「無痕景觀」之景觀設計趨勢，最後對應到營造路段之元素與操作手法，深

深的感受到公路人對於此一面向之深化與鏈結的努力成果。

（三）78.6k鄒族原住民分享亭之設置點位可遠眺鄒族最主要之達邦及特富野部落，加上傳統建築均為自然材質，整體景觀

非常融合。

（四） 85k彎道處礙景設施之路容景觀，搭配隙地之整理，改善前後效益大，對於陳工程司以點工方式現場指導施工之費心

投入亦深感敬佩。

（五） 84k～85k設置之二類型綠色基礎設施值得肯定，路側「排水盲溝」設置於逆樁下坡路段以碎石覆蓋環境融入度高，

惟考評期間未碰到下雨，無法理解路面逕流入滲之狀況，此外如具「雨撲滿」功能之「集水箱涵」其抽水利用過程等，

諸如此類之操作成果可配合對應實際情境之錄影予以搭配說明更佳。

（六） 84k～85k兩處集水箱涵抽水孔位置目前地面上以塊石圍塑做為標示，建議應以GPS加以定位，以利未來地被植物覆

蓋後之找尋。

（七） 84k～85k之隙地整治已展現成效，亦提出未來與嘉義大學進行持續合作，惟第一批灑草仔發芽生長之地被「白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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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草」耐踐踏度較差，加上已設置步道引導，因此如何面對未來遊客之踐踏，抑或採放任式自然演替之管理，應配合

後續之遊客使用行為及植被生態復育過程等加以進行滾動式管理。另本區有關環境營造解說資訊之提供，亦需要持續

精進。受折損樹幹之癒合狀況亦請持續關注。

（八） 夏螢與冬螢之螢火蟲微棲地營造成果相信是其他公路路段難以匹敵的，惟因80.5k隙地不若本次考評路段外之隧道口

有舖設AC之路側臨停空間，因此如何面對未來生態觀察愛好者之車輛停放管理（停車頻度高將使該地區之土壤夯實

度增加，甚至下陷，不利路側排水及植被生長），未來應提出管理策略（如喬木下之草生地管理SOP）。

（九） 螢火蟲微棲地之營造路段亦有栽植喬木（櫻花），其樹冠層下之灌木至小喬木（如蓪草）與植被（如戟葉蓼）之生長

（棲地的永續）與其息息相關，因此該路段之喬木維管（含病蟲害觀察）亦應有不同之操作方式。

（十） 山區路段電線下地經費高，雖84k+500～85k下地之成效顯著，惟相信並非所有路段均能如此，因此對於路側過去栽

植之喬木與既有供電電線高度之關係要如何控制（SOP之圖說與規範）？應與台電公司有所共識，否則極易因主辦人

員之更換而產生無法回復之傷害（如Y型樹之產生）。

一句話總結：「星光螢光、燦爛不熄；蜂舞蝶舞、大地永續」。

葉委員美秀：

本路段散發一股萬物歡欣的氣氛，除了森態，在生活及生產面亦可再提昇，讓本路的層次更豐富，三森可為一體，以下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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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態、森活、森產三個面向，提供一些建議：

（一）森態面：植物＋動物＋地理的表現

1. 無痕概念作得很好，阿里山段的概念是人工的設施都予以地下化，也有創造如土坡等保護動物的設施，全路一派自

然，創造了良好的棲地。

2. 加上植栽都多採用鄉土或原生植物，自然配置，多樣化的植栽讓我們處處可見開花及結果植物，令人驚艷。

3. 亦用心創造昆蟲棲息環境，最後並以螢火蟲、蝴蝶等來為本區的生態掛保證，成效有目共睹。

（二）森活：與這個森林共同生活的人。

1. 原有之社區分享亭及欄杆維護良好，具文化意涵，且較十年前更顯自然，與景觀融合在一起。

2. 因社區距離較遠，或可以在涼亭裡加入一點簡單的故事介紹。如涼亭的取材及由何人施作、施作方式、特色及維管

等。

（三）森產：這個森林的生產力。

1. 現在的森林己不是以生產木材為主，本路已不為伐木而開，而是對於休閒產業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提供給

遊客一個非常美好的經驗。

2. 本路段基於森態和森活的基礎，己發展環境教育，也有文創商品等，惟日後有什麼想法，或是否需考量停車空間、

指標及解說等，可事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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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創品部分，若是用到生物，如悠遊卡上的蝴蝶，建議把名稱寫出來，若能再加上背景簡單故事更佳。又建議盡量

結合生態道路的特色表現，才能與其他單位所出之生態文創品有所區隔。

一句話總結：包含森產、森活、森態的休閒公路。

郭委員城孟：

（一）臺灣的地形變化很大，每個路段都會有屬於它自己本身的地質、地形、生態、氣候及人文等，不同時期發展所帶來的

產業。像阿里山地形陡峭、氣候屬雲霧帶、人文發展為鄒族等。公路要與地質地形呼應，漸漸發展成氣候生態，到了

下個世代可能會看到發展而成的「生活」型態，這是臺灣特有的，臺灣旅遊其實可以賣生活。

（二）全世界有檜木的地方分布於太平洋東岸及西岸，主要又以日本及臺灣為主，其中臺灣的檜木是全世界品質最好的。在

加拿大北邊的一個島嶼有發現檜木的化石，這代表在我們的環境背景下有檜木、昆蘭樹、赤楊及蕨類等可以追溯到

3000～4000萬年前，推測為侏儸紀時代的環境，我們現在看到的環境最豐富的地方就在臺灣。

（三）公路用很輕巧的手法回應自然生態，方向正確。

（四） 在第2停留點看到的蓪草，回憶之前在英國皇家植物園裡有典藏的1850年代圖畫，是用蓪草做成的紙，1850年代很

多英國商船會到廣州一代，因為水手位階較低，只能買蓪草紙畫的圖，後來有人把這種蓪草紙圖畫送給館長Hook，

紙質摸起來不一樣，像米的觸感，因此取名為rice paper，館長詢問中國領事館發現廣州賣的蓪草紙是從臺灣進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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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組成探險隊到臺灣尋找蓪草，在淡水找到蓪草送到英國皇家植物園種植，植物學家等蓪草長大開花時，覺得這是

全世界沒有被發表過的植物，因此蓪草是臺灣第一個有英文名字（ r i c e p a p e r p l a n t）及拉丁學名

Tetrapanaxpapyriferus(Hook.)的植物。我們公路上的植物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將來可以整理看如何呈現。

（五）第1停留點84k～85k隙地整治建議增加殼斗科植物，果實是飛鼠喜歡的。

一句話總結：一條穿越侏儸紀公園的螢火蟲公路。

林委員鑑澄：

（一）本路段以「無痕山林」為主題，崇尚順應自然生態運作模式的環境經營方式，充分反映土木人跳脫傳統工程思維，重

新從大自然運行的秩序與節奏中找到與自然相處之道，甚為感佩。

（二）本路段延續過去生態恢復的成果，進一步將點狀的環境改善擴大到線與面的有機聯結網絡，並遵循植物演替序列次第

引入適當植物，並為動物適生棲地預作舖陳，顯現驚人的成果，實為生態公路的典範，也足作為其他路段的珍貴借鏡

與經驗傳承。

（三）未來可在生態作為的論述中斟酌融入生命周期與價值工程相關理念，或許可以更加凸顯生態工程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四）排水涵洞及動物通道等作法已臻成熟，未來可朝系統化設計方向思考，達到更完整而順暢的生態設計境界。

一句話總結：完美嵌入環境運作秩序的景觀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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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技正柏源：

（一）考評路段及台18線路面翻新後橫曲線與縱曲線S彎拉得很順暢，開車舒適度佳，給予肯定。

（二）簡報P.38，彎道的擋土牆改為使用石塊堆疊的擋土設施做得很好，建議持續推廣到山區較彎的路段。車禍撞擊擋土牆

可能會造成比較大的傷害，利用這種方式將收邊做得更好，可繼續推廣。

（三）簡報P.45，設施減量並把宣導性的標語拿掉給予肯定，畢竟宣導性標語對於用路人的效果不明顯，教育意義也不大。

（四）簡報P.45注意落石及彎道牌面共桿後位置太高，建議拉低，至少要在車燈照射得到的位置。

蔡段長衛勇回應：

（一）首先感謝各位委員的指教，停留點3的喬木枝芽將盡速處理。

（二）回應鄒委員：霧區警示燈的地方是盲彎，利用紅外線偵測的方式。

（三）回應葉委員：蝴蝶是《神秘的螢火蟲公路》繪本角色小紅製作的悠遊卡圖案，形狀可以再精進。

（四）感謝委員對於排水箱涵的指教，進步的空間很多，後續若有新設之相關設施將再精進。另外設置這7處位置是歷年來

沒有災害的，水比較清澈，若泥沙淤積多的地方則不會考慮設置。感謝委員提出的排砂方式，可以解決我們後續維護

管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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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科長明然回應：

回應葉委員：關於蝴蝶之造型，《神秘的螢火蟲公路》繪本製作是設定給孩童閱讀，在生物科教與引發興趣間取平衡點，做

些微比例的變化。為了避免孩童誤解，故於繪本附錄提供知識頁補充照片。

陳工程司以文回應：

（一）關於取水口的位置將再與當地消防局聯繫溝通，設定GPS、現場拍照或者以QR code等方式呈現。

（二）關於修剪的原則，櫻花的修剪除了台電淨空範圍外不會讓管線單位修，畢竟櫻花不是大喬木也不會長太高；青楓種植

則是會避開電線的位置。

黃副處長威龍回應：

50年前推行12項建設新橫貫公路嘉義玉山段，40年前公路前輩一步一腳印開闢完成阿里山公路並啟用通車，縮短連接

高山自然森林的距離。

回首來時路，每遇颱風豪雨地震天災造成邊坡坍塌道路阻斷時，除了忙著搶通修復外，後續環保團體接踵而至的質疑聲

浪，公路人一直背負著破壞自然生態的惡名，停留在一般民眾的印象中，台18線通車後由五工處接養，歷經幾次天災（例賀

伯風災、921地震及莫拉克風災）的考驗，透過工法的演變，阿里山工務段同仁一直默默守護著前輩們開闢的高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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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不能再墨守成規一成不變，除工程造成的破壞與復舊外，五工處一直在思考如何破除破壞自然生態的惡名，在莫拉

克風災後復建邊坡型框植生工法發現了螢火蟲，從此展開了生態公路歷程，經過了阿里山段同仁多年的努力，除了給用路人

一條安全的國際景觀大道外，更提升工程單位對生態大自然景觀的尊重，將工程與生態景觀相結合，工程不此是工程，將工

程融入自然生態的一環。

最後殷切的期盼，希望各位委員能給予本處及阿里山段同仁在推動生態景觀公路的努力給予最大的動力，持續創新精

進，也將此榮耀獻給40年前的開路先鋒們，讓臺灣的景觀公路如螢火蟲般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