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受傷或感染：尖銳物品易造成割刺傷，而

擦拭排遺的衛生紙可能有大量細菌，淨山應

做好自我保護，避免受傷或感染。

防垃圾污水：山區垃圾因雨淋或土掩而富含

水分，撿拾後宜淸空積水減輕重量。若時間

許可，可稍加曝曬乾燥，打包揹負下山時多

加一層塑膠袋防漏水。

揹 出 垃 圾

只帶走人為廢棄物，不帶走原屬山林的物品。例如：靑剛櫟、花朵，可能
是生態繁衍所需或各種生物的食物來源。

遵 循 L N T 無 痕 山 林 原 則

視自己負重能力揹負垃圾。超出揹負能力、體積過大的垃圾，切勿強行揹
負下山，以免因重心不穩、行進阻礙而發生危險。

揹 多 少 算 多 少

非不得已，難以背負下山的垃圾才選擇適當遮蔽地點暫存，下山後再將位
置通報給相關單位（國家公園管理處或林務局等），待其派員處理。

存 放 與 淸 運

關於淨山
你需要知道的事
台灣土地面積60%以上為森林所覆蓋，近年在政府推行開放山林政策之下，山區管制逐漸解除。大量民
眾進入山林，被丟棄的飮料瓶罐、衛生紙、零食包裝、果皮、菸蒂等人造廢棄物與排遺，對山區環境產生
沉重的負擔，更嚴重影響生態平衡。

根 據 台 灣 國 家 公 園 新 聞 資 料 ， 玉 管 處 每 年 皆 發 動 保 育 志 工 淨 山 ， 平 均 揹 下 約 2 5 0 公 斤 的 垃 圾！

山區活動最大影響因素便是天氣，首要考量的是人員安全，淨
山撿拾的垃圾也會因雨水而變得沉重。領隊在行前應隨時注意
天氣預報，若有颱風、豪大雨或連日降雨，恐有地質鬆軟、落
石崩塌的狀況，須適時判斷決策，提早通知取消活動或延期。

行 進 路 線 、 中 撤 路 線 、 水 源 、 休 憩 點 、 垃 圾 存 放 點 。
觀察較多山友遺棄垃圾的地點，列為重點淸理區。

行 前 通 知

提供淨山路線圖，以利成員先行瞭解行動路線。

遵循無痕山林原則（ Leave No Trace, LNT）

提供天氣預報資料，適度調整行程所需之服裝與裝備。

提醒入出生態保護區及其他管制區域注意事項，並於登山時遵守國家

公園規定。

提供成員彼此聯絡資料、緊急求救電話（112）

告知是否提供旅平險或登山險及保額。若有不足，成員可視個人需求

自行加保。

準備淨山之器材，如：鐵夾、工作手套、垃圾袋、米袋等。

撿 垃 圾 了 ！

這 難 道 是 山 友 想 要 看 到 的 山 林 風 景 嗎？

入山前請下定決心：這次
活動性質是以淨山、撿拾
垃圾為目的，不以走山速
度和登頂為目標。

淨 山 天 候

艷 陽 高 照 ， 颱 風 、 午 後 雷
陣 雨 多 。 須 注 意 中 途 是 否
有 恰 當 的 停 留 點 或 中 撤
點 ， 方 便 午 後 瞬 間 大 雨 躱
避，或成員中暑時休息。

春 雨 綿 綿 ， 宜 愼 選 路 線 ，
靑苔濕滑路線須小心。

評估淨山行動所需具備的
資格和經驗徵召隊員 
帶領隊員淨山，並承擔登
山隊伍的安危 

年滿18歲或20歲
了解入出生態保護區及其
他管制區域注意事項 
為本人及隊員辦理登山綜
合保險 
具備初級緊急救護能力 
攜帶GPS及可供緊急連絡
之通訊設備

領 隊

參與淨山任務

與其他隊員合作撿拾垃圾
配合領隊統籌指揮，行為
自律、不逞強、不脫隊
依揹負能力淸運垃圾下山

隊 員

隊伍整合資訊及對外統一
連絡的窗口

*須是有經驗的登山者，對該路
線熟知或有基礎概念

掌握隊伍行進狀態
向山上人員通報天氣預報
確認後續行進的路況 
當隊伍有狀況求救時，負
責向相關單位尋求支援 

留 守 人

接送登山隊來往登山口

載送登山隊往返登山口與
指定地點
協助載運垃圾

司 機

協助垃圾淸運 

淸運垃圾
指 定 垃 圾 分 類 方 式 與 垃
圾集中地點

淸潔隊或
鄉里辦公室

場 勘

參 與 人 員

依淸運單位要求做垃圾分類。
透過垃圾分類和統計數據，除了可以作為
環境監測的資料，還可以當成改變登山行
為、裝備的參考。

淨山過程中盡量拍照、錄影。透過資訊的
傳播，幫助更多人意識到登山行為對環境
所造成的影響。

淸除廢棄物時應全程穿戴手套，盡量使用
夾子夾取廢棄物。

無法在自然中隨時間分解的人為廢棄物。
例如：瓶罐、菸蒂、衛生紙、食物包裝袋、塑膠袋、
電池、瓦斯罐、繩索、雨傘、雨衣、手套、拖鞋，以
及毀損裝備等

淸 除 目 標

注 意 安 全

記 錄

分 類

常 見 問 答

工 作 手 套 內 可 加 戴 塑 膠 薄 手 套 ，
撿 拾 或 分 類 時 可 防 污 水 、 細 菌 。

打 包 垃 圾 可 多 加 一 層 塑 膠 袋 ， 預 防
垃 圾 污 水 漏 出 。

方 便 切 割 廢 棄 的 繩 索 、 多 餘 或 老
舊 的 破 碎 路 條 等 。

避 免 直 接 用 手 撿 拾 垃 圾 ， 減 低 受
傷 或 感 染 的 風 險 。  

攜 帶 家 中 多 餘 的 塑 膠 袋 裝 垃 圾 ，
收 工 後 再 依 淸 運 單 位 的 規 定 ， 進
行 垃 圾 分 類 或 使 用 付 費 的 縣 市 垃
圾 袋 打 包 。

用 鐵 夾 撿 拾 垃 圾 ， 能 減 少 彎 腰 的
姿 勢 、 節 省 體 力 。

準 備 米 袋 或 麻 布 袋 ， 裝 玻 璃 或 易
碎 物 品 。

必 備 工 具

其 他 工 具

必 備 心 法

打 包 垃 圾

工 作 手 套

垃 圾 袋

長 鐵 夾

米 袋 / 麻 布 袋

塑 膠 薄 手 套

備 用 塑 膠 袋

隨 身 小 刀

入 山 前

入 山 後

瞭 解 淨 山 範 圍 之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及 各 縣 市 登 山 活 動
管理自治條例。
確認交通路線。
詢 問 可 協 助 處 理 垃 圾 的 相 關 單 位 ， 如 ： 村 里 長 、 淸 潔
隊、派出所。 

・事前充分計劃與準備
・在可承受地面上行走和紮營
・妥善處理廢棄物
・保持環境原貌

・將營火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
・尊重野生動物
・考量其他遊訪者

無痕
山林
原則

安 全 事 項 宣 達

若 不 愼 迷 途 ， 除 確 認 軌 跡 ， 應 先 冷 靜 觀 察 路
跡，循來時路回走到最後有指標路條處，或就
地等待隊員前來尋找，勿因慌亂而移動。

較進階路線的淨山，
建議全員都應會使用
登 山 a p p 並 下 載 離 線
地圖與軌跡。

緊 急 應 變 事 項

撿拾垃圾須保持在活動所規劃的主要路徑周邊。

以不脫離隊伍為原則，嚴禁獨自冒險行動。

任何身體不適的狀況，應主動告知領隊，凡事量力而為。

應按領隊宣達的中途集合點與時間集合，確保團隊安全。

山林邊坡往往是鬆軟的腐質層、崩塌或碎石滑坡，切勿為
撿拾垃圾而冒險下行。

不 偏 離 預 設 路 徑

不 冒 險 下 行

依約定時間地點集合

告 知 健 康 狀 況

團 進 團 出

需注意秋季虎頭蜂出沒；而冬季山區寒冷且可能降雪，需攜帶
較多禦寒裝備，較考驗裝備及負重能力。 

相關資源

進入山林必有對應的風險或體能要求，看到淨
山活動訊息，請先自我評估：

• 評 估 路 線 狀 態 ， 包 含 行 進 時 間 、 距 離 、 地
形、上升與下降高度，並可藉由山友分享之紀
錄取得相關資訊。

•以自身的體能條件來選擇活動，並適當加強
日常運動或負重訓練。

•瞭解主辦方提供哪些裝備。基本上需有夾垃
圾的鐵夾、垃圾袋、工作手套，以及登山相關
意外保險。若主辦未提供，應自行準備。

如何挑選淨山活動來參加?

116台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38 號｜teia.tw
02-29332233｜service@e-info.org.tw 

台灣目前沒有針對淨山活動的法規限制，發起或
參與淨山須注意：

• 查 詢 路 線 所 屬 管 轄 相 關 單 位 ， 並 參 考 各 縣 市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公告區域表」及「登山綜
合保險最低保險金額表」，依其規定申請成員入
山入園證及購買足額保險。

•事先詢問該地管理處、鄉鎭公所、村里長、淸
潔隊或派出所等單位，可否協助處理淸運垃圾，
並依要求進行垃圾分類或使用特定的垃圾袋。

•評估場地容納量、路線風險及控管參與人數。

淨山主要意義是希望藉由實際參與，省思如何減
少垃圾進而導正行為模式，並非以撿出多少垃圾
為目標而冒險犯難。

山林邊坡往往是朽木落葉鬆軟深厚的腐質層，又
或是地質崩塌碎石滑坡，可能一腳踩下就陷落。

一切以安全為最高考量。撿多撿少，都應量力而
為，切忌勉強或冒險。 台灣國家公園

入園入山線上
申請服務網

淨山相關報導 林務局
全球資訊網

Ｑ1

雖然有些塑膠袋標示環保、可自然分解。但實
際上，塑膠製品只會裂解為較小的塑膠，並不
是眞正的「分解」，如果被棄置在一般環境中，
並不保證能夠完全分解，除了危害生態或生物
安全，最終還是會因為進入自然循環而禍害到
人類。

建議山友養成重覆使用塑膠袋或自備環保袋的
習 慣 ， 減 少 使 用 一 次 性 塑 膠 袋 。 唯 有 垃 圾 減
量，才能眞正地友善環境。

註：「生物可分解」塑膠袋只能在特定的環境分
解（例如掩埋場或堆肥）。

使用可分解環保塑膠袋就沒問題？Ｑ4

• 腐 爛 分 解 方 面 ： 山 林 常 屬 於 低 溫 環 境 ， 不 利
微 生 物 生 長 ， 海 拔 越 高 、 溫 度 越 低 ， 分 解 速 度
就 越 慢 。 自 然 腐 化 的 速 度 可 能 跟 不 上 廢 棄 物 的
增加。

• 改 變 生 態 ： 帶 上 山 的 食 物 多 半 不 屬 於 該 地 的
物產，果籽也可能會發芽，使當地林相改變。

• 影 響 動 物 行 為 與 健 康 ： 廚 餘 會 吸 引 野 生 動 物
覓 食 ， 造 成 動 物 行 為 的 改 變 ， 如 改 變 遷 徙 習
慣 、 增 加 人 類 與 動 物 的 接 觸 衝 突 等 。 此 外 ， 人
類 食 物 可 能 殘 留 農 藥 、 抗 生 素 或 生 長 激 素 ， 而
高鹽高油的食物，也會改變動物的生理狀況。

建議：
1.遵守無痕山林原則，將上山物品都帶下山。

2 . 事 先 處 理 食 材 。 可 在 行 前 先 去 除 包 裝 與 無 用
的 部 份 ， 例 如 ： 先 開 啟 罐 頭 類 食 物 、 瀝 乾 液
體，裝進眞空包裝或夾鏈袋再帶上山。

3 . 若 營 地 、 山 屋 附 近 有 設 置 廁 所 ， 請 優 先 使
用 ， 並 正 確 使 用 生 態 廁 所 ； 若 無 廁 所 ， 請 遠 離
營地與水源，選擇適當地點挖坑掩埋排泄物。

果皮、廚餘、衛生紙、排遺都可以
自然分解變成土壤肥料 ？Ｑ3我可以自己號召朋友辦淨山嗎？Ｑ2

路徑外邊坡樹林落葉間看到不少垃
圾，不下去撿，好像很不認眞？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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