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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方式

1.研討題目或案例說明

2.複訓學員報告



題目 :為什麼會迷路?





案例一鎮西堡事件
•這隊是二男二女，一共四個人去鎮西堡山區爬山。

•這天的預定行程是從鎮西堡神木區的露營地點出發，只帶小背包
來回「馬望女苦山」，然後回到露營地點，取大背包再下山。據
領隊描述，事件發生在這天中午過後不久，他們四人已經登頂馬
望女苦山回來，在溪溝水源處用過午餐後，爬升一百多公尺的陡
坡來到一個大石頂端的平台，又稍作休息。失蹤者那時是最後一
人，而他習慣稍微落後一點點，但距離並不會拉開太遠。

•領隊從大石頂端的平台離開之後，到距離只有二十分鐘左右的所
謂「三叉營地」就停下來等失蹤者，等了一陣子領隊覺得怪怪的，
決定折返回去找失蹤者，這段路領隊一共來回找了三次，甚至還
試著往邊坡可能摔落的地方都看了一下，卻一直找不到人，最後
只好退回去鎮西堡神木區的宿營地點並且報案。



https://www.peopo.org/news/415087

https://www.peopo.org/news/415087


案例二南插天山事件
•台南登山會會長攀登桃園市復興區南插天山失蹤9天，會長在登
山途中因忘記攜帶無線電，返回拿取與登山隊伍分開後失蹤。楊
失蹤當天登山隊友發現他沒跟上，也往依約在登山口集合，立即
向消防隊報案

•警消人員研判，當時他才走入南插天山，即偏離登山路徑，搜救
員曾在接近傳統登山路徑處，發現登山隊的2個登山隊布條，還
在現場撿到疑似楊抽剩的新鮮菸蒂，但數日下來仍未見他蹤影

•據了解，楊會長登山有近30年經驗，未曾登過南插天山，據隊
員轉述，意外發生當日，楊曾在無線電對話中抱怨，未何要挑這
麼難爬的山，沒想到最後在登山口苦等不到他來會合。

•搜救人員表示，楊當時為了要趕上隊伍，卻因不熟路線走錯，才
會意外失足墜谷，消息傳回多日在山下守候多日家屬時，家屬都
相當難過。





案例三馬博橫斷事件
•一支5人登山隊12日從南投縣信義鄉東埔登山口進入，張姓成員
攻頂秀姑巒山後返程途中墜崖，黃姓領隊下切查看，發現張男墜
落約300公尺深山谷已無生命徵象。過程中，黃姓領隊也受傷，
報案求援後與其餘隊員前往白洋金礦山屋暫歇。

•由於山區有結霜情形，花蓮消防局獲報後立即召集雪地搜救人員，
第一梯次地面搜救人員共10人從花蓮玉里出發「環半島」前往
東埔；第二梯次原搭機搜救的9人，因天候不佳，改由開車8小
時抵東埔，從東埔徒步入山至搜救點需2天半步程。16日第二梯
救難隊與自白洋金礦山屋下撤登山隊4人會合。

•山區天候持續不佳，天氣能見度僅10至20公尺，救難人員在雨
霧的惡劣天氣中，到達秀姑坪後轉三叉點，以橫切方式至墜落點，
在下午3時許發現張男遺體，以SKED（軟式擔架）包覆後，等待
空勤直升機吊掛。https://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34407


•＊領隊做對的部分：

• 1. 意外發生後有找到隊員、確認狀況並紀錄軌跡，傳送給搜救單位，減去
「搜索」的部分，將搜救成本減到最低。

•＊領隊不足的部分：

• 1. 領隊不應該讓自己受傷，不然誰來照顧其他隊員？這是大忌中的大忌。
更是野外急救WFR中，「第一個」教給我們受訓學員的觀念。

• 2. 出發前就知道有雪，有沒有確認隊員雪地經驗能力？有沒有準備足以應
付冰雪環境的適當裝備？如果都沒有，那風險就會非常高。

• 3. 在秀姑坪看到那樣的雪況，也知道秀姑坪過後路徑會變得棘手，為何不
直接回撤，而選擇繼續冒險去登秀姑巒山呢？

• 4. 「制動」不是口頭上教過就會，是需要用身體去學，甚至需要器材輔助
的。這一點依據領隊在新聞上所述，我認為他對「隊員學習處理危險的能
力」，有點過於樂觀。



• 5. 「雨鞋＋冰爪」之於雪地，安全性是遠低於「登山鞋/硬底鞋＋冰爪」
的，這是所有登山者都需要具備的知識。雪地當然可以選擇堅持穿雨鞋上
冰爪，也確實可以上可以走，我不會說那是「錯」，但當穿著雨鞋因為鞋
底軟而讓冰爪一直移位的時候，就會懂了。有好用的組合可以選，為什麼
要堅持不好用的裝備呢？

•＊政府的不足處：

• 1. 從東埔進去最快的山難，居然因為行政區劃分的關係，要花蓮的分隊開
8小時車環半島才能進去救，而不是請就近的南投分隊支援，這不是時間
與金錢的浪費，甚至折磨一線人員嗎？山難搜救的權責區域劃分，應該要
依「離登山口最近的單位」進行救援，而不是行政區，否則真的是白白折
騰了第一線人員罷了。

• 2. 已經確認是遺體搬運的任務，是否需要出動大陣仗的救援隊，這是值得
討論的。





案例四秀姑巒山迷途28小時

• 2018年八月中旬，一隊自組隊攀登百岳路線八大秀時，其中一

名隊員於登頂海拔3,805公尺的秀姑巒山後迷途28小時，所幸後

來迷途者與全隊均平安下山。該隊伍將事發過程詳實記錄下來，

並剪輯成一部17分鐘的短片，包含了迷途者視角的現場畫面與

該隊伍的省思。



"只要人還活著，所有的經驗都是好的"
•接下來分享一下，一些重要的觀念

•一起行動的共識

• 不論是哪一種隊伍，事先的共識是相當重要的，如果隊上有經驗不足的
成員時，不論是否體力充足，都不建議一人獨行，因為他不知道甚麼是危
險的。但不可能每次組隊時，都能夠所有都是有經驗的朋友參加，而且有
時候是為了分享登山的樂趣，刻意找沒有相關經驗的好朋友一起參加。

• 當團隊做出這樣的決定時，就有照顧這位成員的責任，因此當他發生狀
況時，就應該以這位夥伴為主，去調整行程。但臨時做出這樣的決定時，
其餘的隊員，都會有小小的不滿，或發生衝突。而在折衷的選擇之下，就
會請發生問題的團員，先行下山或是留在原地。但這就是問題發生的源頭。

•因此，出發前就必須要達成共識，有問題時就要一起下來，這一點在越長
時間，越困難的路線會越難做到。當成員都是有經驗及技術足夠時，個別
可在自行承受的風險上做出決定，但帶隊者需要做最終決定。



•留意小的徵兆

•只要上過野外急救的朋友都知道，很多嚴重的問題大多都是從小

的徵兆而來，例如血糖不足、失溫。而這個案例中，迷失者在出

發前就已經有輕微失溫的癥狀，但卻沒有先行處理，而是讓他自

行下山。而失溫的其中一個症狀就是判斷力下降，更加重就是手

腳不協調，因此下山很有可能發生迷途或是墜落，而導致危險。

因此當有小的癥狀時，應該先行處理，例如休息，補充熱量，用

外帳包覆，等主要症狀減緩後，再由隊員陪同下山。



•路標和GPS不是決定路線的方式

•很多朋友登山時會依賴路標，但這有蠻大的問題，因為台灣山徑
上的路線相當多，路標不見得是標註同一條路線。而現在由於
GPS的普及，會依靠GPS來做行進依據，但GPS畢竟是電子裝置，
經常會受到不同原因的影響，而導致位置判斷錯誤。因此學會基
礎的方位辨識才是重要的，但如同一開始說的，經常會帶沒有經
驗的朋友一起爬山，此時帶隊者也可以利用行進間休息時，介紹
附近的地形，讓大家更清楚相關位置，但由於他們不會定位，因
此不可以讓這些朋友獨自行進。

• 溝通是相當重要的，在出發前或是在登山口時，需要再次提醒
隊員，當確認迷途時，請留在原地，進行呼救或等待救援，並做
好過夜的準備，重要的是保持正面的心態。



•溪谷不是拿來下切的

•在台灣，溪谷是著名的困難，也因為水流的原因，不僅呼救聲無
法聽到，被救援者也無法聽到救難者的聲音，因此，發生迷途時，
不要往溪谷走。在完全沒水的狀況下，一般人都可撐過3天以上，
更何況台灣的環境潮濕，因此不需要為了喝水而下切至溪谷。

•去攻頂要帶什麼?

•在登山的基本技術中，稱為十項基本裝備，這些裝備，每個小團
體都應該準備，例如每四人有一組，而這四人不應該分開。

•有朋友問說“什麼時候要帶十項基本裝備?”，對筆者而言，只要
是戶外活動，不論是半天或是10天，因為體積實際上只有一個
攻頂包大，因此都會帶著，不過內容會根據實際的活動不同有所
調整。確定每個小組都有這十項，包含主食，這樣才不會發生小
團體分散時，產生裝備或是食物不足的問題。

http://www.zaadventure.com/2011/04/blog-post_6284.html


•擔任領隊的認知

•非技術性登山的技術雖然不難，但卻有很多細節。然而除了基本
的裝備、行程準備的技術外，更多會經常遇到的是團隊管理、領
導技術等問題。雖然說大多數的朋友都不是從事嚮導工作，但卻
經常會擔任領導者個角色。事實上自己爬山是一回事，但要帶人
時，就有很多責任上的考量。雖然說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但
總會有擔任領隊的時候，因此當你有這樣的角色時，就需要具有
相關的技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風險。

•上課很貴，但生命無價

•不論選擇任何登山學習方式，要注意是否有實做的部分，因為只
是知識上的學習，在實地發生問題時是很難正確的發揮出來的。

•再次感謝這次的影片分享，也讓台灣的登山觀念往前進了一步，
希望大家能夠藉由這次的事件，了解到安全登山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