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名稱 2023 MERRELL 健行嘉年華 高雄 IVV 國際市民健行大會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活動時間 112 年 01 月 08日至 112 年 01 月 08日 

活動地點 高雄市大樹區舊鐵橋溼地公園 

參加對象 熱愛自然山林、運動健行者，皆可參加 

參與人數 報名人數：1862 名（男性：758 人，41.03%；女性：1104，58.97%） 

活動內容

辦理情況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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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路線

圖 

 

 
 

檢討與建

議事項 

本次活動因原訂時間 1/7(六)為補班日，以至於報名人數未能提高，且會

場較偏遠，交通不便，導致活動當日部分參加者較晚報到、較遲出發，有

延遲到回會場的時間。 

另因本次活動的路線舊鐵橋近高屏溪處有修整工程，路段濕濘難走，因此

部分參加者有所抱怨。 

附件資

料 

□活動計畫書或競賽規程(含經費收支預算表) 

■照片（至少 8張以上）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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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MERRELL 健行嘉年華 高雄 IVV 國際市民健行大會 活動照片】 

 
活動時間：1/8   活動內容：暖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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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8 活動內容：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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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8   活動內容：大會現場 
 

 
 

 



13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名稱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演練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難搜救協會北區搜救委員會、中華民國山難搜救協會北區搜救委員會台北支會、山仔后義消

分隊、綠葉戶外、山嵐野趣 

活動時間 民國 112 年 2 月 10-12 日 

活動地點 

中坑溪、熊空南山、逐鹿山及卡保山等附近山區。 

 
報到地點  新北市三峽區蜜蜂世界營地。 

參與人數 約 250 人 

活動主旨 

因應開放山林政策及全球疫情影響旅遊型態改變下，國人進行山域活動更加熱絡，且網路登山資訊大幅
增加，但準備好的安全觀念卻相對不足，導致山難事件層出不窮，為模擬更真實山域搜救訓練及增加山
域技能各項技巧，本次結合山區複雜與天然地形特性、運用各項情境與關卡模擬真實搜救規劃、搜救技
能與繩索技能等技術。 

活動說明 

1 交流與分享：各參加隊伍後勤人員採錄影方式，紀錄隊伍關卡操作技術與策略，並於直播中以談話

性節目方式達到分享目的。 

2 山域技能：關卡區分山域搜救、地圖判讀與搜索(迷途者情報判斷與分析)、困難地形通過、繩索技

術、營地與緊急狀況處置及野外緊急救護，期盼各個搜救隊均能多向技能發展。 

各項關卡內容

與相關事項 1 本次共開放 8 隊參與，每隊共計 7 人(含傷患 1 人及 2 位後勤錄影人員)，每隊須配置無線電，各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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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品需要自行準備。 

2 本比賽野外緊急救護關卡均由專業傷患扮演，唯進入繩索相關關卡時，傷患更換為各隊伍傷患人員

(隊伍可以更換原隊伍的人員擔任傷患)，完成後再行更換回專業傷患，專業傷患會隨時間與狀況變

化傷勢。 

3 本活動共計 2 次直播，第 1 次於開幕式時與主持人互動直播介紹各隊伍及分享參加想法；第 2 次於

閉幕式時使用雙鏡頭直播，由主持人詼諧談話訪談參加隊伍心得與技術分享(影片)。 

4 各隊伍需有後勤錄影人員 2 名，協助完成任一關卡操作技術與策略影片製作，並於直播時段分享(製

作影片可以回到指揮站蜜蜂世界營地，大會有提供隊伍休息區)。 

5 關卡項目有：山域搜救、地圖判讀與搜索(迷途者情報判斷與分析)、困難地形通過、繩索技術、營

地與緊急狀況處置及野外緊急救護等，每個情境 240 分鐘(2-3 個關卡)，時間到即停止操作。 

6 各隊伍需能接受因應山區各項場地限制，大會僅能做到大致條件的公平，同情境各隊伍間會有些微

差異。 

7 各隊以參與 3 天 2 夜山域搜救裝備整備各隊宿營、搜救與山域活動裝備(全隊均需有宿營裝備，比賽

期間野營於野外特定地點。 

8 所有參加隊伍無裝備使用與技術運用上限制，惟不可踰越原器材廠商之使用規範。 

9 每隊均由一名大會派遣的隨隊全安官跟隨，各關卡派遣關主 1 名及評核員 1 名，各關評分由關主及

評核員 2 人完成評分後平均分數。 

10 山域技能比賽地區範圍為中坑溪、熊空南山、逐鹿山及卡保山等地區，地圖判讀圖資請要多考慮定

位所需參考點，地圖請自行準備。 

11 該區域為熱門登山區域，請各隊要多考量交通與停車場等問題；另比賽期間必會與山友共用空間狀

況，也請各隊伍應良性溝通與禮讓。 

操作期程 

日

期 
時間 說明 備註 

2/10 

0830-1230 報到與說明各隊伍自我介紹與交流 

基本裝備說明及活動測騟方式/小組野外求生 

活動繩結及基本技能檢測 

報告地點：三峽區蜜蜂世界 

1300-1400 

1400-1700 

2/11 
0800-1200 

1400-1800 

山岳技能情境預定(每情境 240 分鐘)： 

每天各有 2 個情境，每個情境需要通過 2-3 個關

卡 

報告地點：雲森瀑布最上方停車

場 

2/12 

0600-1100 

1100-1500 

山岳技能情境預定(每情境 240 分鐘)： 

每天各有 2 個情境，每個情境需要通過 2-3 個關

卡 

 

1600-1800 直播閉幕、心得與技術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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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需準備的

技能項目 

1 各項新興的戶外技能。 

2 本次須攜帶 SKED 或擔架進行搬運及繩索技術及繩索保護。 

3 地圖判讀及山域搜救分析技能(Google Earth/BaseCamp/視域分析/手機查址等等) 

4 參賽隊伍野外急救關卡先備知能： 

4.1 系統需求： 

4.1.1 每個隊伍只須一名具 EMT、各級野外急救、紅十字會任一皆可，但需能完成 A 評估、B

處置、C 撤退、D 記錄、E 患者身心感受五大項。 

4.1.2 評分方式請參考評分項目須知 

4.1.3 報名前請先註記隊伍組成之急救具備能力，隊伍不需全員具備急救證照資格，但隊伍要

有急救能力。 

4.2 裝備需求： 

4.2.1 戶外活動所需之裝備，可搭配救援裝備、個人或團隊急救裝備（依照 A、B、C 三項，隊

伍自行決定）。 

4.2.2 請以該事件地點野外環境需步行且含上下坡，超過兩小時以上才能抵達登山口或停直升

機停車輛接駁轉送做裝備考量。 

4.2.3 準備之器材裝備若造成患者衍生不適當的傷病問題，將會影響分數。 

4.2.4 評分方式:採加分制，以加分制該大項最高分為頂。某特定項目不適當評估處置會有扣

分，扣分依照評分須知扣分標準，五大項滿分 100 分。 

4.3 情境： 

4.3.1 關主於 B 之處置內列之 14 項野外傷病項目綜合成一題，採擬真情境，傷病皆會有患者

著傷妝模擬演出，生命徵象及患處皆需實際檢測。 

4.3.2 計時評分從情境說明、疑問詢問後，進入賽場開始。至撤退患者（依參賽隊伍評估判斷）

到指定位置結束，超過比賽時間亦停止結束。 

4.3.3 若途中有可能導致模擬患者產生真實傷害之情形，評分官(關主)會即時介入，情節嚴重

者可能中止隊伍該場繼續比賽之權利。 

4.4 評分項目: 

4.4.1 評估 

4.4.2 環境評估 

4.4.3 初次評估/關鍵評估 

4.4.4 二次評估/詳細評估 

4.4.5 脊椎評估 

4.4.6 當下主要問題及長時間撤退時會衍生的預期問題 

4.4.7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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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CPR 及野外 CPR 停止時機 

4.4.9 呼吸停止、呼吸道阻塞處理 

4.4.10 大出血處置 

4.4.11 過敏反應處置 

4.4.12 肢體穩定及不穩定傷害辨別及處置 

4.4.13 熱衰竭、中暑處置 

4.4.14 失溫處置 

4.4.15 雷擊處置 

4.4.16 蛇咬處置 

4.4.17 傷口、燒燙傷處理、感染辨別 

4.4.18 內科急症處理 

4.4.19 休克、呼吸衰竭、TBI 外傷性腦部創傷、IICP 顱內壓升高辨別及處置 

4.4.20 急性高山症、高山腦水腫、高山肺水腫辨別及處置 

4.4.21 毒生物處置 

4.4.22 撤退計畫 

4.4.23 脊椎傷害患者搬運方式 

4.4.24 無脊椎傷害患者背負方式 

4.4.25 撤退資源選擇（載具、人力） 

4.4.26 撤退速度選擇（緊急、一般速度、休息觀察） 

4.5 紀錄： 

4.5.1 除處置外隊伍於該場比賽結束時，完成一份 SOAP 紀錄/救護紀錄並繳交。 

4.5.2 紀錄須包含：救援人員現場評估、患者 SAMPLE/主述病史詢問、患者生命徵象（至少

檢查三到四次以上，可視患者傷情程度增加）及身體檢查、各時間點各項主要傷病問題

及預期衍生惡化之傷病問題、現場處置計畫、撤退途中處置計畫、撤退方式。 

4.5.3 紀錄表格式會於賽前提供一份範例，參賽隊伍也可自行使用慣用之記錄表單，但要包含

上述內容。 

4.5.4 紀錄設定為最後與支援單位交接，列為評分項目。 

4.6 患者: 

4.6.1 舒適度 

4.6.2 二次傷害 

檢討與建議事

項 

本次活動因志工作業時間僅只有第一天早上 6 小時時間，且會場與訓練場地相較偏遠，交通往返不便，
導致開幕活動較為繁忙與準備不周，。 
另因本次開幕期間天雨導致開幕嘉年華會成效降低，建議後續場地可以找室內更加。 

附件資料 

□活動計畫書或競賽規程(含經費收支預算表) 

■照片（至少 8 張以上）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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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旗活動會場示意圖 

 
前進指揮所示意圖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贊助廠商旗幟】 



14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活動宣傳各隊伍介紹】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活動宣傳導覽體驗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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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活動宣傳登山安全推廣】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活動宣傳贊助廠商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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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A 關卡情境介紹 】 

 
A 情境： 

某登山隊在今天 07:00 由雲森瀑布登山口出發往逐鹿山登山，不料有一名山友在步道上頭暈跌落山坡，同行山友不

知所措，只能記錄 GPS 位置(北緯 24°50'30.50"東經 121°27'41.10")後向外求援。 

 

A 關卡設計情境說明： 

考驗隊伍進行 GPS 位置定位與導航，配合離線地圖判斷方向與快速接近事發地點進行救援，到達現場後，評估現場環

境及後續作為是指揮官最需要思考的問題，接近方式與固定點選擇須能顧及山坡下迷途者與救援隊安全，又要兼具可

隨時轉換繩索救援系統等。 

本關卡的傷患因高處墜落而導致出現下列設計的傷情(MoRE 最複雜的救護關卡)，傷患傷情如下： 

TBI 創傷性腦部損傷 aIICP 顱內壓升高早期 

骨盆不穩定傷害(未固定就搬運則容積性休克，有固定確實就不會朝休克發展) 

右小腿腫脹不穩定傷害(閉鎖性骨折，CSM 脈感動有異常，有牽引復位會回復) 

右額頭撕裂傷出血(沒有外部大出血)及多處擦傷  

為了讓搜救隊伍能感受到逼真又演變豐富的野外緊急救護處置，隨著不同的處置方式，傷患會分岐出現不同的變化，

而救援進程也隨著時間一直往前邁進，而野外救護過程中還是要進行繩索救援、搬運及各種地形通過等等，野外緊急

救護。 

A 關卡共區分 A1 及 A2 同時進行，其中繩索救援是一個單純的高角度拖拉技術(A1 植披較為單純/A2 植披較為茂盛)，

考驗著各隊隊長評估能力及團隊的技術與執行力，適當的指揮隊伍使用簡單及高效率繩索技術，因為單純就更能看出

各隊的基本能力技術。 

接續是進行步道的搬運(A1 微上坡向雲森瀑布搬運/A2 微下坡往登山口搬運)，也是在山難事件中一定會出現的救援動

作，如何在狹小的步道上面進行搬運是考驗實戰經驗的關卡，最後是一段相同高度落差下放到終點的關卡(A1 高坡度

植披多距離短/A2 低角度坡度緩步道長)，而搜救隊是會選擇蜿蜒的既有山徑搬運還是繩索技術下放就看各隊伍的戰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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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B 關卡情境介紹 】 

 
B 情境： 

山友一人獨攀從樂樂谷登山口上山後，山區行走約 3 小時後迷路，只有手機可以通聯，但沒有網路，好不容易撥通

電話給朋友(搜救隊的)，表示迷路有被蜂螫，請你救他，目前手機電力剩餘 20%，且搜救隊離開領關處時，山友手

機就無法通聯(訊號不佳)。 

 

B 情境設計說明： 

B 情境增加搜索難度及繩索技術複雜度，降低救護關卡的多樣性傷情，並專注在過敏性反應的處置。首先，迷途者

『最後一通電話跟某某人說我迷路了』，之後就沒有再聯絡了，如何引導迷途者利用人手一機的手機提供我們一個

參考原點，是搜索關卡考驗的重點，本次設計使用 google map 定位所在位置位導航與離線地圖運用。 

接觸傷患後，設計的傷患初步評估沒有嚴重病情，搜救隊會需要由二次評估與 SAMPLE 中發現一些病患真實狀況的

小設計，患者 SAMPLE 如下： 

S 主述:患者自述全身癢痛。 

A 過敏史:海鮮、奇異果、花生等等，蜂螫沒遇過。 

M 藥物史:降血壓藥，正常吃，口服第二代抗組織胺艾萊、口服類固醇 Predisolone。 

P 疾病史:高血壓。 

L 最後進出/吃:有吃行動/行進糧，喝大概一公升水壺還剩一點，今天沒大便(問到昨天就說正常)，早上有尿兩次，

顏色透明。 

E 事件/之前:迷路找路時撞到一棵樹，結果一團黑雲過來，不知道是什麼蜂，很大隻一直螫我，持續被螫逃跑到

這邊才沒追來，然後打電話求救。 

迷途者傷情機轉被設計在雲森瀑布頂，出現嚴重全身性過敏症狀，呼吸及脈搏次數增加，血壓及血氧降低，精神狀

態虛弱走不動，呼吸窘迫表示喘不過來，聲音沙啞甚至發出異音。這考驗搜救隊野外緊急救護對過敏症狀的處置能

力。最後傷患可以在降落在水潭邊其實是一個陷阱，因為先鋒手(救助手)下去後應該會發現瀑底的大石群都非常的

溼滑且起伏落差較大，擔架傷患不合適停留，利用引導繩適當的鬆緊程度，使擔架超越濕滑的大石群且更接近終點，

便於處置傷患接下來的變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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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C 關卡情境介紹 】 

 
C 情境： 

林小姐獨自一人想去看雲森瀑布，車停在烏來區信福路 120 巷最後民宅處(24.829586°121.507918°)，早上 08:00 起

登，靠近中午時登頂逐鹿山頂，往下山的方向大約走 1-2 小時候左右，在山區迷途，沿路上有時候會有聽見溪谷的

水聲，報案電話只有通過一次後，手機訊號若有似無，有訊號但打不通。 

C 情境設計說明： 

依照情資林小姐登頂逐鹿山後往下山方向、對照手機握手紀錄判斷，林小姐沒有走回頭路，因基地台接收訊號是在雲

森瀑布側，接下來判斷林小姐報案內容比對地圖標的物與地形地物。報案為登頂下山 1-2 小時迷途，有聽見溪谷水聲，

所以我們依照地圖判斷如下： 

1 號步道為稜線下山非往雲森瀑布方向，右側有溪谷落差約 50 公尺，沿途有訊號過高度 1120 後進入無訊號區，

距離約 1 公里。 

2 號步道為寬稜線下山非往雲森瀑布方向，周邊無溪谷地形，沿途有訊號至高度 600~700 間，距離約 3 公里。 

2 號步道第二可能性為寬稜線下山非往雲森瀑布方向，周邊無溪谷地形，叉路處取左線下山，沿途有訊號至逐鹿

山西峰約距離 2 公里。 

3 號步道為谷線下山往雲森瀑布方向，在高度 1100 公尺左右左側有溪谷落差約 10 公尺內，高度 1100 公尺以前有

手機訊號，距離約 7~800 公尺，高度 1100~850 均處於訊號死角，高度 850 至耘夢谷才有訊號覆蓋，至耘夢谷距離約

2.3 公里。 

4 號步道稜線地形非往下山方向亦非往雲森瀑布方向，周邊無溪谷地形，沿途有訊號。 

經上述分析後，報案敘述為想去雲森瀑布下山方向、手機訊號若有似無、常常聽見流水聲，研判第 3 號步道是相對熱

區，且迷途者並未提及有經過耘夢谷或是通過溪谷的地形，大約 1-2 小時發現自己迷途，所以在限縮範圍在 3 號步道

高度 1100 公尺~耘夢谷之間的溪谷右岸地形為最大可能性熱區，搜救隊到達相對熱區進行搜索可以採用擴大搜索方

式，利用各種方式尋找迷途者，最終會在一個尾稜上發現迷途者。 

進入困難地形通過時，搜救隊需要完成先鋒攀登至尾稜上，帶領迷途者往稜尾移動、護送傷患及全隊人裝完成垂降。

期間考驗隊長觀察地形與風險評估能力，是否能善用地形優勢，縮短上攀距離與考量落石風險，甚至進行快速同步攀

登作業。在尾稜垂降的雜木林中夾帶眾多辨別不易之枯木，良好且適合的固定點及垂降位置與方式為其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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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D 關卡情境介紹】

 
D 情境： 

取自於真實山難事件案例設計，迷途者僅傳送一張 google map 地圖對外求救，且環境天候狀況不佳，為縮短搜索時間，

利用圖片定位是重要關鍵，在圖片上可獲得比例尺、地圖北方、定位點與地形的相對位置等資訊。 

第一種方式：利用 Google Earth 進行套圖作業，選定圖片上兩點或道路形狀與大小後進行套圖、調整至正確的比

例尺，即獲得正確 GPS 位置。 

第二種方式：利用圖片上已知點進行後方交會獲得方位角後，再利用手機離線地圖再做一次後方交會，就可以獲

得其 GPS 座標。 

第三種方式：利用特定點位的方位角配合地圖比例尺，估算出 GPS 位置。 

綜合以上三種方式均能定位到迷途者的位置，再加上迷途者 google map 比例尺為 200 公尺，藍色定位點的誤差值(淺

藍色圈圈)並沒有很大，所以可以判斷在圖片原點位準確度相當高。 

設計搜救隊搜索時如要經過溪谷(模擬連日大雨溪谷水流湍急)只有第一救助手可以涉水通過，其餘人員均須由繩索通

過；若找到迷途者(模擬高山症症狀無須處置，唯須注意環境可能帶來的二次傷害)回程一樣需要原系統回程並撤收(不

捨棄裝備)。本關卡考驗隊伍是否會利用山坡地形將固定點選擇較後面樹木根部，優點可以使隊員上下繩索容易，整體

的繩索高度(High Line)增加，通過溪谷上方時，不會觸碰到水流而呈現 V 困狀態，另使用雙繩架設，其角度、繩索下

沉程度與對於繩索及固定點的拉力都在規範範圍內(圖 2)，還需考量撤退時不留下裝備的架設方式。說到這，通過時已

經在水裡洗澡的夥伴們，快來分享當時的心得吧！ 

完成繩索關卡後，搜救隊需陪伴迷途者抵達中繼站耘夢谷，迷途者因高山症惡化無法自行行走，考驗搜救隊傷患搬運

能力至終點位置(北緯 24°50'6.95"東經 121°27'58.83")，並做緊急處置與申請空勤後送。 

搬運方式因山區步道狹小，各隊伍有使用 SKED 搬運多人搬運、SKED 放置地上牽引拖拉與個人搬運法等方式，抵達

終點後還需要完成生火煮沸 500CC 水、利用 GARMIN inReach 傳送申請空勤及施放狼煙，並在等待過程中給予迷途者

保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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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賽員關主工作人員合照】 
 

 
 
 
 
 
 
 



24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開幕活動照片 】 

 
活動會場空拍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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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 

 
戰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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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前進指揮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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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 

【2023 山域搜救技能交流高峰會 – 比賽活動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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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名稱 【2023 台灣國際友情樂活健行】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活動時間 112 年 09 月 09,10日至 112 年 09 月 16,17,18 日 

活動地點 
起點：嘉義縣大凍山 

終點：屏東縣阿朗貳古道 

參加對象 
熱愛健行及登山健行經驗者，自認能承受每日行程約 25公里之山

友，皆可參加 

參與人數 60 名(男 42/女 18) 

活動志工

人數 
20 名 

活動內容 

辦理情況 

（概述） 

日

次 

2023 星

期 
出發 → 到達地點 

距離 

(km) 月 日 

1 九 09 六 

[大凍山] 

台北－嘉義－觸口－石卓-大凍

山登山廣場－大凍山-頂湖園區 

19.3 

2 九 10 日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大塔山] 

大凍山－阿里山森林遊樂園－

園區景點－大塔山-返程 

20.6 

3 九 16 六 
[高雄旗津] 

高雄旗津－高雄燈塔－旗後砲

臺－馬雅各紀念碑 

15.2 

4 九 17 日 

[浸水營古道] 

屏東－枋寮新開村大漢林道－

浸水營古道－水波駐在所遺址

－台東大武鄉－新姑仔崙吊橋 

26.4 

5 九 18 一 

[阿朗貳古道] 

大武鄉－南仁漁港－阿朗貳古

道起點管制哨－阿朗貳古道－

溪仔口－滿州鄉里德社區-返程 

22.4 

  103.9km   

 

活動路線 9/09 



2 
 

圖 

 

活動路線

圖 

9/10 

 



3 
 

 

活動路線

圖 

9/16 

 

活動路線

圖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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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路線

圖 

9/18 

 

檢討與建

議事項 

2023的國際友情樂活健行，特別精心挑選台灣中南部的秘境景點：

嘉義縣大凍山、阿里山國家森林公園、高雄旗津、屏東縣浸水營古道、

屏東縣阿朗貳古道。對於喜歡探索的健行者來說，以上地點是不可錯

過的絕佳景點。這些地方提供了多樣化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文化歷

史，給健行者帶來了獨特的體驗。 

首先，嘉義縣的大凍山以其壯麗的山景和清新的空氣吸引著健行

者，山谷間的溪流和茂密的樹林令人身心愉悅，走在山徑上，清新的

空氣和綠意盎然的樹林讓人心曠神怡，行走其間，令人感受到大自然

的美好。 

其次，阿里山國家森林公園提供了壯觀的杉木林和多樣的生態景

觀，茂密的森林中生長著高聳的杉木，令人嘆為觀止；不斷變化的風

景讓人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眺望著遼闊的山巒，健行者感到了無

限的寧靜與力量，這對於熱愛登山和追求挑戰的健行者來說絕對是一

大享受。 

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來到高雄的旗津，海風拂面，沙灘

上的陽光炙熱而溫暖，健行者可以沿著海岸線漫步，欣賞遠眺的海

景，使人感受到了大海的恢弘與深邃。這裡的悠閒氛圍和舒適的海灘

環境，對於希望放鬆身心、享受海濱風光的健行者而言是一個極佳的

選擇。 

最後，屏東縣的浸水營古道和阿朗貳古道則提供了充滿歷史文化底

蘊的健行體驗。走訪屏東縣的浸水營古道和阿朗貳古道，彷彿穿越時

光隧道，踏上這些充滿歷史與文化底蘊的山徑。古道上的石階、橋樑

和遺跡，感受到先人的智慧和勞動。在這些古老的步道上行走，不僅

鍛鍊了身體，更是一次與歷史對話的奇妙體驗。 

總的來說，這些景點對於喜愛大自然、喜歡挑戰和探索的健行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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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選擇。無論是追求冒險的探險者還是享受寧靜的自然愛好者，

這些景點都能夠滿足他們對於探索和冒險的渴望，不僅收穫了美景，

更收獲了心靈上的平靜和豐富。 

期待未來能探索更多自然的奧秘，與大自然更緊密地連結。 

本次健行活動的路線規劃、住宿安排、運輸補給等都很圓滿，感謝

參與其中的每位工作人員。 

附件資料 

□ 活動計畫書或競賽規程(含經費收支預算表) 

 照片（至少 8張以上）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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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第五屆台灣國際友情樂活健行 活動照片】 

1.活動日期：9/09 活動內容：大凍山 

 
 

2.活動時間：9/09 活動內容：大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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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時間：9/09   活動內容：大凍山 

   
 

4.活動時間：9/10     活動內容：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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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動時間：09/10  活動內容：阿里山 

   

   

6.活動時間：9/10     活動內容：大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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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活動時間：9/16   活動內容：旗津 

  
   

8.活動時間：9/16   活動內容：旗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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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活動時間：9/17  活動內容：浸水營古道  

   
 

10.活動時間：9/17  活動內容：浸水營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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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活動時間：9/17  活動內容：浸水營古道 

 
 

12.活動時間：9/18  活動內容：阿朗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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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活動時間：9/18  活動內容：阿朗貳 

 
 

14.活動時間：9/18  活動內容：阿朗貳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名稱 2023 MERRELL 健行嘉年華 第 15 屆台灣 IVV 健行大會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活動時間 112 年 04 月 22日至 112 年 04 月 23日 

活動地點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參加對象 熱愛自然山林、運動健行者，皆可參加 

參與人數 報名人數：4,715 名（男性：2,023 人，42.9%；女性：2,692，57.1%） 

活動內容

辦理情況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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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路線

圖 

 

 
 



3 
 

 
 

附件資

料 

□活動計畫書或競賽規程(含經費收支預算表) 

■照片（至少 8張以上）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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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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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第 27 屆全溪仙大會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第 27屆全溪仙大會 填表人 陳麗淑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承(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北區搜救委

員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活動時間 112年 9月 16~17 日 活動地點 
新北市三峽區有木里、有木國小、

中坑溪 

參加對象 
一般對戶外活動有興趣之

民眾 
參加人數 

男 215 人 
合 計 

360

人 女 145 人 

舉辦場次 
四場講座(1:戶外/3:室內) 

三個活動路線 
新增人口數 150人 

志工人數 150人 運動觀賞 人數 510人 

 社團數 

(或隊數) 
26支隊伍 

教學區 辦理情形 詳如附表～活動時程表 

活動內容 詳如附表～活動時程表 

檢討與 

建議事項 

▪ 規劃主繩總體分配，事前未盤點周全。 

▪ 停車問題，可再優化讓教練們及志工們更佳捷徑(空間管制落實該如何處

理)。 

▪ 餐飲碗筷是否如何控管。 

▪ 專人專職處理雜事。 

▪ 盥洗設備不多。 

▪ 對於活動摸彩，氣氛不夠熱絡，總體獎項無法吸引多數參加民眾聚焦。 

▪ 綜合教室視廳需專人協助，冷氣空調溫度需要考慮百人以上進場使用。 

▪ 安排貴賓室給予貴賓休息。 

照片輯要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項目： 

（◎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 

詳下列附表 

 

  



一、活動內容辦理情況（概述） 
 

 

 

 

 

 

 

 

 

 

 

 

 

 

 

 

 

 

 

 

 

 

 

 

 

 

 

 

 

 

 

 

 

 



6.1【大會報到暨會場盛況】111.9.16 有木國小 / 活動會場集錦 

 

6.2【活動安全講座】111.9.16 有木國小 / 三樓綜合教室 / 現場爆

滿，座無虛席 

 

 

 

 

 

 

 

 

 

 

 

6.3【活動戶外講座】111.9.16 有木國小操場 / 介紹子惠繩結攀樹

技巧 

 

 

 

 

 

 

 

 

 



 

6.5【上溯組】111.9.17 中坑溪主流 (姐妹瀑布) 

 

 

 

 

 

 

 

 

 

 

 

 

 

 

 

 

 

 

 

 

 

 

 

 

 

 

 

 

 

 

 

 

 

  



6.7【健行組】111.9.17 親山路線 

 

 

6.8【健行組】111.9.17 挑戰路線 

 

 

 

 

 

 

 

 

 

 

 

 

 

 

 

 

6.6【上溯組】111.9.17 中坑溪主流 (第二站 S 彎道) / 團結力量大 

 

 

 



2023全國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 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2023年度全國青少年運動

攀登錦標賽
填表人 朱莉安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承（協）辦單位

新竹縣體育會攀岩委員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台灣戶外探索(股)公司

iClimb風城攀岩館

活動時間 112年9月28-29日 活動地點
iClimb風城攀岩成功館(新竹

縣竹北市成功二街98號)

參加對象
青少年(國小、國中、高中)

參加人數
男 110人 合

計
203人

女 93人
舉辦場次 1 新增人口數 57
志工人數 0 運動觀賞

人數
180

社團數 (或
隊數) 17



活動內容

為推廣攀登競賽運動風氣，提升運動攀登技術水準，並向下扎根培育未

來攀岩人才，特舉辦本全國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

提供全國青少年共同參與及觀摩學習的競技舞台。



檢討與建議

事項

1.報名網頁學校名單不完整，部份實驗教育學生只得以個人身份報名。

2.報名名單選手資訊整理時間過長，造成許多超過報名時間的選手仍能

參加比賽。

3.比賽第一天開始前規劃空間未明確標示。家長選手入場後被要求移動

(醫療區)，選手熱身區放置比賽物品未確實區隔(抱石區)。
4.資格賽選手唱名混亂，工作人員訓練不足。

5.TOPO準備速度太慢，讓裁判沒有太多時間觀察路線。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選手唱名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觀眾席)

說明：

1、 照片輯要必須提供「大會活動名稱」標示及「整體活動人潮」概況供參，並簡述照片

旨意。

2、 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其他特殊供參資料請自行增加提報照片張數。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選手於休息區準備

照片說明：比賽現場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比賽現場

照片說明：比賽現場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比賽現場

照片說明：頒獎(國小一至三年級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國小四五年級組)

照片說明：頒獎(國小六年級國一男子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國小六年級國一女子組)

照片說明：頒獎(國中男子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國中女子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高中男子組)



照片說明：頒獎(高中女子組)



2023 全國運動攀登錦標賽 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2023年度全國運動攀登錦

標賽 
填表人 朱莉安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承（協）辦單

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活動時間 112年 11月 18-19日 活動地點 
壽山國中（高雄市鼓山區鼓

山二路 37巷 108號） 

參加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民與外籍人

士均可參加 
參加人數 

男 75人 合 

計 
130 人 

女 55人 

舉辦場次 1 新增人口數 20 

志工人數 65 運動觀賞 

人數   
110 

 社團數     

(或隊數)  
17 



活動內容 

 

為推廣攀登競賽運動風氣，提升運動攀登技術水準，並向下扎根培育未

來攀岩人才，特舉辦本全國運動攀登錦標賽。 

提供全國運動員共同參與及觀摩學習的競技舞台。 

 

 
 



 

檢討與建議

事項 

 

1. 報名截止前幾天一直擔心報名人數未達標造成比賽無法舉行之問

題。 

2. 一直擔心不成賽問題，很多作業的時間都往後延宕。 

3. 暖身區原有軟墊使用上可能會造成選手受傷，經費尚無法製作新

軟墊，經費無法承擔製作新軟墊，向在地攀岩館借用。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比賽場地 



 
照片說明： 場內張貼性騷擾防治宣導張貼照片 

說明： 

1、 照片輯要必須提供「大會活動名稱」標示及「整體活動人潮」概況供參，並簡述

照片旨意。 

2、 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其他特殊供參資料請自行增加提報照片張數。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選手合照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觀眾席)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觀眾席) 

 
照片說明：選手攀登中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先鋒賽比賽現場 



 
照片說明：先鋒賽比賽現場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速度賽比賽現場 



 
照片說明：先鋒賽決賽現場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先鋒賽決賽現場 



 

照片說明：頒獎(男子甲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女子甲組) 



 
照片說明：頒獎(速度賽男子組) 

 

 
照片說明：頒獎(速度賽女子組) 

 



 活動內容 

 為推廣攀登競賽運動風氣，提升運動攀登技術⽔準，並向下扎根培育未 
 來攀岩⼈才，特舉辦本全國抱⽯運動攀登錦標賽。 
 提供全國運動攀登選⼿共同參與及觀摩學習的競技舞台。 

 Day1 10/14(六) 

 0900-0930  男⼄報到 

 0930-0950  ⼄組技術會議 

 0950-1140  男⼄資格賽 

 1120-1140 

 男甲資格賽報到 

 女甲資格賽報到 

 1140-1200  開幕式/抽獎 

 1200-1220  甲組技術會議 

 1220隔離區開放 1240隔離區關閉 

 男甲資格賽隔離 

 女甲資格賽隔離 

 1240-1400  換線 

 1400-1750  男甲資格賽 女甲資格賽 

 Day2 10/15(⽇) 

 0800隔離區開放 0840隔離區關閉  男甲複賽報到+隔離 女甲複賽報到+隔離 

 0840-1100  男甲複賽 女甲複賽 

 1020隔離區開放 1100隔離區關閉  男⼄決賽報到+隔離 

 1100-1200  換線 

 1200-1350  男⼄決賽 

 1320隔離區開放 1340隔離區關閉  女甲決賽隔離 

 1340-1420  換線 ⼄組敘獎 

 1420-1550  女甲決賽 

 1530隔離區開放 1550隔離區關閉  男甲決賽隔離 

 1550-1630  換線 女甲敘獎 

 1630-1805  男甲決賽 

 1805  抽獎 

 1825 
 男甲敘獎、團體敘獎、閉幕式 



2023 全國青少年抱石運動攀登錦標賽 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2023 年度全國青少年抱石

運動攀登錦標賽 
填表人 朱莉安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承（協）辦單位 

臺中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Dapro 攀岩館 

活動時間 112年 8月 5月 活動地點 
Dapro攀岩館(台中市南屯區

永春東七路 700號) 

參加對象 
青少年(國小、國中、高中) 

參加人數 男 131 人 合 
計 223 人 

女 92 人 
舉辦場次 1 新增人口數 35 

志工人數 0 運動觀賞 
人數   100 

 社團數     
(或隊數)  7 



活動內容 

為推廣攀登競賽運動風氣，提升運動攀登技術水準，並向下扎根培育未

來攀岩人才，特舉辦本全國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 
提供全國青少年共同參與及觀摩學習的競技舞台。 

 

檢討與建

議事項 
選手隔離區增加暖身器材，以利選手競賽發揮。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賽前定線員設計路線 

 

照片說明： 場內張貼性騷擾防治宣導張貼照片 
說明： 
一、照片輯要必須提供「大會活動名稱」標示及「整體活動人潮」概況供參，並簡述

照片旨意。 
二、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其他特殊供參資料請自行增加提報照片張數。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活動開始，第一場技術會議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觀眾席) 
說明： 
一、照片輯要必須提供「大會活動名稱」標示及「整體活動人潮」概況供參，並簡述

照片旨意。 
二、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其他特殊供參資料請自行增加提報照片張數。 



三、照片輯要必須提供「大會活動名稱」標示及「整體活動人潮」概況供參，並簡述
照片旨意。 

四、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其他特殊供參資料請自行增加提報照片張數。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中場換線團隊(定線員) 

 

照片說明：比賽場內有日本品牌 POP UP 商點 展示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Youth D組資格賽時間)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Youth B組資格賽時間)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決賽)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直播團隊)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決賽，兩位台灣以及日本主持人) 

 
 

 

照片說明：直播觀看人數(約 1883 人次)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大會盛況(日本來台選手) 

 

照片說明：頒獎(Youth E 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Youth D 男組) 

 
 

 
照片說明：頒獎(Youth C 女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Youth C 男組) 

 

照片說明：頒獎(Youth B 女組) 

 
 
 



照片輯要 

 

 
 

照片說明：頒獎(Youth B 男組) 

 
 



附件三

2023亞洲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賽前培訓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亞青賽賽前培訓 填表人 楊東偉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承（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運動攀登部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活動時間 2023/9/8 -10/15 活動地點
內湖攀岩馆、原岩攀岩馆楊梅

店、原岩攀岩馆中和店

參加對象 2023青少年國手公費5人
教練2人

參加人數
男 5人 合

計
7人

女 2人

模擬賽
場次

四 指導教練 楊東偉、王俊翔

活動內容

為2023亞洲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做賽前準備與最後調整，並擬定訓
練計畫，精進運動攀登選手能力。
除了平時岩馆攀爬練習以外，另外位選手舉辦兩場先鋒模擬賽，兩場
抱石模擬賽，

檢討與建
議事項

1. 四場模擬賽，兩場上攀路線強度大約是12a~ 12c(范植恩另外模擬
13b路線)，上攀模擬的路線強度不足。

2. 2.兩場抱石路線各種類型，接近世青賽初賽強度，選手成績普遍不
佳，但這樣的強度可以讓選手對於應國際賽路線難度有所認知，是
一個很好的學習。

3. 這次亞青賽事很晚才接獲通知，因此賽前培訓時間太短，建議明年
可以從上半年就開始召集亞青儲備選手，每個月定期模擬和集訓，
但這需要有額外的經費支援。

4. 目前抱石最適合的集訓場地是楊梅，上攀目前沒有較適合的場地，
內湖與中和各有地形上的限制，只能內湖與中和各取優點加強練
習。



照片輯要

內湖上攀觀察路線

亞青賽事說明



內湖先鋒模擬比賽

上攀賽後討論



抱石模擬路線攀爬
動態模擬

平衡路線



連續動態



先鋒模擬比賽觀察路線



抱石模擬比賽



抱石路線攀登

教練計時



賽後檢討，邀請虹瑩跟小選手們對話



附件三

2023亞洲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2023亞洲青少年運動攀登錦

標賽

填表人 楊東偉

Email tungwei@gmail.com

主辦單位

國際攀岩聯合會-亞洲委員
會(IFSC-ACC)和中國山岳協
會 (Chi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承辦單位 中國山岳協會(Chi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比賽日期 2023/10/18-22 活動地點 中國重慶

參賽對象

5位國手參加

14 – 19歲青少年賽程

Youth B/Youth A/Junior
加上教練2人

參賽人數

男 5人
合
計

7人
女 2人

參賽國家
中國、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泰國、新加坡、哈薩克、伊朗、印度、印

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

參加項目 組別 該組參賽人數 個人名次

先鋒賽 Male youth B 18
黃煦澄 17

彭宥誠 16

Male youth A 17
范植恩 8 (預賽第6進決賽)

洪揚 15

Male Junior 19 徐宇飛 10

Female youth B 17 周映涵12

Female youth A 19 周況馨 18

Female youth A 19 凌睿秀13

抱石賽 Male youth B 19
黃煦澄 19

彭宥誠 11

Male youth A 18
范植恩 6(預賽第3進決賽)

洪揚 16

Male Junior 19 徐宇飛 10

Female youth B 19 周映涵 13

Female youth A 19 周況馨16

Female youth A 19 凌睿秀13

Combine賽

(只有決賽)
Male Youthe A 16 范植恩 8(積分第6進決賽)



【預定行程】

日期 行程

10/16 桃園 –重慶 (廈門航空/廈門轉機/需

提領行李)

MF 888 1055 - 1220

MF8449 1450 - 1745

10/17 比賽會場場勘

註冊

技術會議

10/18 上午

Youth A/Junior Male & Female

Boulder Qualification

下午

Youth B Male & Female

Lead Qualification

10/19 上午

Youth B Male & Female

Boulder Qualification

下午

Youth A/Junior Male & Female

Lead Qualification

晚上

Youth B Male & Female

Boulder Final

10/20 上午

Youth B/A/Junior Male & Female Lead

Final

下午

Youth A/Junior Male & Female

Boulder Final

10/21 上午

Youth B/Youth A/ Junior

Speed Qualification

下午

Youth B/Youth A/ Junior

Speed Final

10/22 Youth A/Junior Combine final

10/23 重慶 –松山(廈門航空/福州轉機/行

李直掛)

MF 8446 1320 – 1550

MF 883 1815 - 1945



【流程記錄】

10/16 出發日

由於直達重慶的班機只有星期天(10/15)才有，但因為周末是全國抱石錦標賽，有選手

要參賽，因此只能選擇10/16需要轉機的廈門航空，有事先預訂機場包車接機。

10/17準備日(場勘、報到、技術會議)

上午吃完早餐直接搭計程車至比賽會場，估算比賽日的交通時間，由於飯店到比賽會

場只有2.5公里，因此車程只需6-7分鐘，在中國手機微信叫車很方便，一般計程車通

常5分鐘內就會抵達，如果是6人座專車，則要等10分鐘以上。

由於飯店周圍沒有超市或便利商店，因此下午在報到前，去了一趟永輝超市，採買了

往後五天的飲品食物補給。

下午技術會議將原訂的第三天比的youth B組抱石決賽提前到第二天晚上。

10/18 比賽日

上午Youth A/Junior Male & Female抱石資格賽，下午Youth B先鋒資格賽。

前一晚飯店確認今日行程，下午的比賽Youth B選手早上先在飯店休息，中午用過餐之

後才由楊東偉教練從會場回來，帶過去會場。

上午賽程四位選手凌睿秀、周況馨、洪揚、范植恩。



事前知道熱身區不大，所以提早進熱身區熱身。目前國際青少年的比賽Youth A與

Junior組的路線幾乎都是共用，這場比賽也是一樣。初賽路線男女組都各有一兩條較

為簡單的路線，選手大都有把握住簡單路線的分數，Youth A范植恩最後以初賽第三

進入決賽，是台灣亞青男子抱石歷來最好的初賽成績，Junior徐宇飛第10，殊為可惜，

其餘選手表現未盡理想。

下午賽程三位選手彭宥誠、黃煦澄、周映涵。

先鋒路線相當困難，三位Youth B選手都是初次亞青賽出賽，在緊張的情況下，表現不

佳。

10/19比賽日

與前一日相反，上午是Youth B Male & Female抱石資格賽，下午Youth A/Junior先鋒資

格賽。

Youth B男子組抱石路線相當困難，只有第一條路線較好拿到zone和Top，彭宥誠有掌

握住，順利完攀，黃煦澄動作判斷嘗試錯誤，最後沒有拿到分數。女子組抱石路線相

對簡單，周映涵表現穩定，有取得該拿的分數。三人排名皆未進入分組前半段。

下午先鋒資格賽，Youth A女子組與前一天Youth B男子組共用其中一條路線，Youth A/Junior

與 Youth B女子組共用一條路線，這是較為少見的情況。除了范植恩和徐宇飛以外，其他選

手未能進入前10。范植恩延續抱石賽的好表現，在第5進入決賽，也提前取得最後一天的

combine決賽資格。

晚上所有教練和手都留在會場看Youth B組的抱石決賽。

10/20比賽日

上午Youth B/Youth A/Junior Male & Female Lead決賽，下午Youth A/Junior Male &

Female Boulder決賽。第三天只有決賽，沒進決賽的選手皆到場觀摩加油。

范植恩選手一日兩戰，而且已經連續第三日，加上賽前的全國抱石錦標賽，等於是七

天進行了五天賽事。在體能和精神上的雙重考驗下，決賽臨場發揮不佳，最終抱石第

6，先鋒第8。

10/21 休息與自主訓練日

本日是速度賽，台灣並沒有青少年速度賽選手，所以沒有報名速度賽。在隔週還有風

城的青少年錦標賽，因此沒進決賽的選手，由楊東偉和王俊翔教練帶去重慶的”山石

攀岩馆”爬抱石移地訓練，范植恩選手隔天還有combine決賽，因此由母親陪同留在

飯店休息。



10/22比賽日

Youth A/Junior Combine決賽。

由於2024的奧運資格賽採取先鋒/抱石 combine型式。因此本次亞青也由先鋒和抱石

資格賽的積分加總，直接取出youth A和Junior組前8名進行combine決賽。比賽模式和

計分方式都與奧運模式相同。范植恩選手在第一階段的抱石其中一條判斷失誤，分數

落後，第二階段的先鋒階段，雖然取得第三的好成績，但無法彌補抱石落後的分數，

最後以第八名作收，殊為可惜。

10/23返家日

搭乘的班機是下午，午餐則在機場，順利搭上返程飛機，回程行李直掛也較為輕鬆，

抵達台灣已經7點多。



檢討與建議
事項

【選手攀登方面】

選手共同問題

1.除了范植恩與徐宇飛，其他選手比賽經驗較少。在熱身區若無教練協助

，無法在熱身階段爬到應有的強度和動作，沒有效率。在台灣比賽路線強度較

低，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國際賽路線強度高出許多，而且熱身區較小，而且

人數多，在熱身階段的強度和節奏如果沒有調整好，將會嚴重影響上場的表

現，尤其是先鋒。

2.國際賽的路線明顯超過多數台灣選手平時練習，甚至是比賽的強度。因此要

比國際賽的青少年選手，在平時或賽前，應該將設定強度拉到甲組決賽，甚至

更難。本次亞青賽前的抱石模擬賽，強度與亞青賽預賽接近，選手成績也跟模

擬賽接近，是一次很好的嘗試，建議下屆亞青或世青賽選手賽前可以多做幾

次這樣高強度的模擬賽。上攀模擬賽的路線強度需要再增加，更持續。亞青預

賽路線，都是13a起跳，決賽路線則是13d以上，youthA combine先鋒路線難度

達 8c(5.14b)，國內青少年錦標賽的路線強度遠遠不足。選手出國前要對路線

強度有所正確的認知。

個別選手方面

1.黃煦澄:

第一次參加亞青賽，國內上攀表現較佳，但此次上攀資格賽，一條動作平

衡選擇錯誤，另一條動作類型不擅長。抱石大角度能力不足，影響了上攀

的表現。抱石賽平衡的路線的表現不錯，有兩條路線都欠缺臨門一腳。

由於上肢收拉力量不足，髖關節活動度不夠，會逃避較擠的掛腳路線或

是較為用力的單動，選擇用較延展的動作，導致平衡不佳的出手。

需要加路線判讀和基礎上肢收拉和勾掛腳的動作。

2.彭宥誠:

第二次參加國際賽，與黃煦澄相反，抱石表現較佳，但上攀耐力不足。跟

黃煦澄一樣，因為身材因素(高)，會選擇較延展的動作，容易被擠出來。

這方面需要特別加強，因為現在定線的趨勢，以沒有身材限制為主，上高

腳、高掛腳之類的動作，是基本能力，在台灣的路線可以賣高，國際賽路

線往往無法。



3.周映涵:

穩定發揮，但身材較為嬌小，若要提升，需要輔以更好的動態和力量。平

時攀爬練習量不足，在亞青賽前整體的提升有限，較為可惜。

4.范植恩:

累積兩次世青賽經驗，在競爭最強的亞青賽youth A能在兩項都進入決賽

，表示選手已具備世界盃複賽以上的實力。但比賽經驗不足，所以在上攀

和抱石的動作選擇上，會有誤判的情況。跟中日韓一線選手相比，肩膀和

lock的力量相對不足，但只要持續進步，相信可以不斷突破自身的極限，

取得更好的成績。

5.凌睿秀:

攀登能力並沒有反映在最後的名次上，上攀兩條都在還沒力竭就失誤收

場，抱石兩條動作判斷太慢，雖然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路線，但成績沒有

反應出來，在台灣的比賽有一樣的情況。需要加強路線的判斷和嘗試更

多樣化的解法。

6.周況馨:

身體的協調能力優異，平衡動態路線表現較佳，但跟黃煦澄一樣，路線在

得分點前欠缺臨門的一腳。

欠少大肌群肌耐力還有爆發力，在大角度的抱石路線和連續外傾的上攀

路線上，明顯力有未逮。建議加強大角度的基礎能力和爆發力耐力

7.徐宇飛:

除了范植恩以外，徐宇飛是這次亞青另一位有機會進決賽的選手，雖然

包含今年世青賽，有多次比賽經驗，但上攀穩定性不足，上攀在接近力竭

之前，因為身體控制不佳，無預期墜落，成績未如預期。抱石則是穩定爬

完較簡單的兩條小角度路線，強度較高的路線，皆超過自身的攀登能力。

選手已經高三，攀岩練習和念書的時間，不容易取得平衡，攀登能力不易

持續提升，這是多數台灣高中選手需要面臨的問題。

【交通方面】

從飯店至會場只有2.5公里，搭計程車是最方便的選擇，但中國計程車幾

乎都不收現金，只能用手機叫車軟體，註冊微信帳號，綁定台灣的信用卡

，需要在台灣先設定好。



【飲食方面】

前兩天晚餐和午餐都是吃飯店的自助餐，第三天選手想吃外賣，於是用

手機叫外賣，但由於外賣食物較為油膩，有選手吃了之後腸胃不適拉肚

子。建議之後在還有賽事的選手，只吃飯店提供的自助餐，減少外食的機

會。

【賽務方面】

前一場的世青賽和這次亞青賽都有兩位教練帶隊，不管是隊員的生活管

理，或是比賽中協助拍攝，都可以互相支援，降低業務壓力，建議之後可

以比照，補助兩位教練隨行。

照片輯要

大合照



先鋒攀登場地

抱石比賽場地



技術會議

開幕式



選手休息區

combine決賽選手



選手攀登中



選手攀登中

選手攀登中



先鋒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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