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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資源調查及解說牌規劃研究-以龜山島與基隆嶼為例 

許民陽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環境教育與資源研究所教授 

 

摘要 

龜山島與基隆嶼為距離本島最近的兩個火山離島，由於早期的軍事管制，因開發建

設所產生的破壞不多，至今仍維持良好的自然生態景觀。近年來開放登島後，成為熱門

知性旅遊的好去處，但極需建立詳細的環境解說教育資源調查及解說牌規劃，盼能使一

般民眾從走馬看花式的觀光轉型為知性的生態旅遊。 

本研究目的是藉野外調查法詳細調查龜山島與基隆嶼兩島的環境解說資源，並加以

分類，選擇適當的地點設立解說牌及初步規劃設計解說牌內容供遊客認識兩島的地質、

地形、生物等環境資訊，從而由知性欣賞達到保護兩島環境資源的情操。 

研究結果如下： 

龜山島的環境解說資源包括：龜首下方的海底溫泉及硫氣孔，島上的各種火山噴發

的塊狀熔岩、渣狀熔岩及火山碎屑岩、龜首及龜背錐狀火山、龜尾潭及砂嘴，適合設立

解說牌的地點為龜尾潭、龜背(401 高地)、龜尾熔岩丘的安山岩露頭、沿龜尾湖步道及

登山 401 高地步道的植物生態，遊客中心內可展示並解說火山噴發物。 

基隆嶼的環境解說資源包括安山岩構造及節理，安山岩中的雲母、角閃石、長石、

石英等礦物的斑狀結晶，島嶼四周的海崖、海蝕洞、海蝕溝地形，島上山崩形成的巨大

崖錐及全島的受風吹襲的島嶼植物景觀。適合設立解說牌的地點為碼頭上方安山岩露頭

各崖錐下方及沿步道各植物群落，建議設遊客中心展示各項景觀資源。 

 

關鍵字：龜山島、基隆嶼、火山島、環境解說資源 

 

一、前言 
龜山島與基隆嶼是距離本島最近的兩個火山離島，龜山島位於頭城鎮東方外海約

10 公里處，全島面積約 2.7 平方公里，島軸東西長約 3公里，南北寬約 2.2 公里，島的

四周海岸線長約 10 公里，行政區隸屬於宜蘭縣管轄，但其生態旅遊由交通部東北角風

景特定區管理，並訂定管理作業要點以維護島上自然生態、提供生態教育、研究、發展

觀光遊憩等。 

在地質上，龜山島是台灣四周諸多島嶼中，唯一確定是活火山的島嶼，7000 年以

來至少噴發過四次(宋聖榮、楊燦堯，2000)，島嶼四周還有許多海底溫泉、硫氣孔等火

山仍在活動證據，島上也有許多火山噴發的塊狀熔岩、渣狀熔岩、火山碎屑岩等火山噴

發物。龜首及龜背兩火山錐地形、龜尾的熔岩丘、龜尾潭及砂嘴等地形景觀豐富。此外

由龜尾至龜背(401 高地)的 1700 階步道以及環龜尾湖的環湖步道沿線植物相當豐富，有

海岸植物如海檬果、山地次生林之筆筒樹與原生之蒲葵林及岩壁上眾多的蕨類等，均讓

人目不暇給。 

基隆嶼位於基隆東北方外海約 6公里處，為東北-西南長約 1公里，西北-東南寬約

450 公尺的火山島，該島面積含潮汐地約 26 公傾，島嶼四面皆斷崖，陡坡臨海(有九成

的坡地坡度在 60O以上) ，最高點為 182 公尺。東側及東北側斷崖受強烈東北季風侵蝕

及海浪衝擊影響，形成許多海蝕洞及海蝕地形，島嶼四周隨處可見海蝕溝；西、西南及

南側由落石堆堆積成的沿海低地，為現今港口及步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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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質上，基隆嶼為是一個火山島，屬於基隆火山群中四個(棉花嶼、花瓶嶼、彭

佳嶼、基隆嶼)火山島之一，原來可能和基隆火山群的其他島嶼相連，因周圍的沉積岩

被海水侵蝕而去，使本島嶼及其他島嶼相隔離。全島由含角閃石、黑雲母、石英等礦物

的安山岩組成，但六角形的黑雲母斑晶比基隆山的還要大，最大可達一公分以上，其噴

發年代距今約一百萬年左右(陳正宏，1970)。 

基隆嶼上土壤稀少，環境嚴酷，夏季乾熱而冬季更受強烈東北季風吹襲，島上的植

物大部分均為貼著地匍伏生長或受風修剪形成低矮群落，也因地質、風力及水資源的缺

乏等因素，而呈現典型小海島植物生態，百合、金花石蒜、石板菜、木槿、彭棋菊、白

花蠅子草、天南星、風輪花、林投等海濱植物，種類達一百餘種，所以這裡不但是座「火

山公園」，也是生態豐富的「海濱植物花園」。 

龜山島與基隆嶼由於早期的軍事管制，開發建設所產生的破壞不多，至今仍維持良

好的自然生態景觀。近年來開放登島後，成為熱門知性之旅好去處，但亟需建立詳細的

環境解說教育資料及解說規畫等，盼使一般民眾能從走馬看花式的觀光型態轉型為知性

的生態旅遊。 

 

二、解說資源調查 

本研究採野外調查法調查龜山島與基隆嶼的解說資源，並與筆者歷年來在全世界各

地考察的火山地質，如：夏威夷、冰島、紐西蘭、美國本土（黃石公園、聖海倫斯火山

等）、日本相比較，並參考世界各國家公園的解說牌規劃與設計。 

龜山島共登島六次進行踏查，並登上該島最高的 401 高地，此外也坐遊艇環島觀察

活火山島地質，包括龜首旺盛的硫氣孔、海底溫泉，龜背下方海崖的熔岩層、龜尾的熔

岩丘等。 

基隆嶼共登島九次進行踏查，首先乘坐遊艇環島觀察島嶼四周的海蝕地形，特別是

東北側的壯觀海崖與海蝕洞地形。登島後，沿著步道及兩側逐步踏查，並在各季節觀察

不同時期的植物生態變化，和採集斑晶粗大的石英安山岩進行觀察，最後綜合評估後，

才選擇適合的解說牌設置地點。 

三、龜山島的解說資源與解說規劃 
(一)、火山噴發物質介紹 

龜山島是個年輕的火山島嶼，一般而言，火山噴發時可以有液體、氣體和固體

三種產物。 

1.液體：從火山口慢慢流出來的岩漿熔液叫做熔岩，是造成各類火山體最重要的物

質。熔岩的溫度約在攝氏 900℃ - 1000℃之間，因熔岩流流經地區若有可燃

物的樹林、房子等皆會起火燃燒。 

火山噴出的熔岩按型態還可分為以下三類： 

(1)塊狀熔岩：由厚層的熔岩流冷卻堆積而成。（照片一） 

 

(2)渣狀熔岩：含氣孔多，好像煤渣或礦渣的礫狀熔岩，其英文發音

為＂aa＂。為夏威夷土著因為赤腳踩在上面很痛，發出「啊啊」的聲

音而得名。（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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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冰島國會斷層附近的厚塊融岩

層。 

照片二、冰島的渣狀熔岩流。 

 

照片三、夏威夷大島的薄層熔岩流動

快，氣體較多時常扭曲成繩狀或牛糞狀。

照片四、花東海岸石梯坪的火山碎屑

岩。 

(3)繩狀熔岩：薄層熔岩流動快，氣體較多時常扭曲成繩狀或牛糞狀。（照

片三） 

2.固體：火山噴發時造成大量的固體噴發物稱作火山碎屑，火山噴發時時常含大

量氣體，壓力解除後，產生猛烈的噴發，炸碎已經凝固的熔岩，形成火

山碎屑岩(照片四)。這些碎屑依大小可以分類如下： 

表一、火山碎屑物的大小分類 

名 稱 直 徑 大 小形成的火山碎屑岩名稱 

火山塵 

火山灰 

＜0.25 公厘 

0.25 – 4 公厘 

凝灰岩 

火山礫 4 – 32 公厘 火山角礫岩 

火山塊 

火山彈 

＞32 公厘 

＞32 公厘（兩端成尖形）

火山集塊岩 

 

3.氣體：火山噴發時常有大量的氣體，其中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是水蒸氣，氣體

由於比重最輕，常常是火山爆發時最先冒出的物質，也是造成火山猛烈

爆發的主要原因，它的主要來源是雨水向地下滲透，被地下的岩漿加熱

而形成的。除了水蒸氣外，其他的氣體有二氧化碳、硫化氫、二氧化硫

等。岩漿中的水蒸氣和其他氣體就如同汽水瓶中封閉在瓶內的二氧化碳

氣體，一旦打開瓶蓋，氣體就大量冒出來。火山口裂開後，壓力去除，

火山口的氣體就猛烈噴出。 

(二)、龜山島的火山噴發物質 

 



 4

龜山島是一個由各種熔岩和火山碎屑物層層堆積起來的層狀火山島(照片

五)。登島可見到的火山噴發物質如下： 

1.塊狀熔岩 

登島後，塊狀熔岩在龜山漁港附近及龜尾潭都可以看到，熔岩表面類似木

板一樣層層相疊(照片六)，有時候底部可以看到因熔岩冷卻形成的像柱子一樣

的線條和破裂面，龜尾潭觀音像後面的山頭就是很厚塊狀熔岩堆積而形成的熔

岩丘。 

這些熔岩大部分是安山岩，在海邊礫石灘的安山岩礫經海水及礫之間互相

磨蝕後，可以看到明顯的礦物，這些礦物都是岩漿冷卻時，包含在岩漿中的元

素互相結合而成的。當岩漿由地下噴出時，也會把經過地方的岩石或礦物包進

去，稱為捕獲岩，龜山島熔岩中最常看到的捕獲岩是砂岩和石英礦物（白色），

在礫石灘的大塊安山岩礫中最容易找到。 

2.渣狀熔岩 

在龜山島的西北面，礫灘的盡頭海崖上，可以見到紅棕色的渣狀熔岩(照

片七)，這些紅色渣狀熔岩是火山爆發時，溫度仍高，急速和空氣的氧起作用，

氧化成紅色的渣狀熔岩，在礫灘上也可以見到黑色及紅棕色渣狀熔岩的圓礫。 

3.火山碎屑岩 

火山碎屑岩是龜山島分布最廣的岩石，在上述海灘盡頭的西北面海崖上，

就可以看見一層灰褐色，火山礫大小不一，混雜的堆在一起的火山碎屑岩(照

片八)，沒有清楚的一層層堆積的現象，可能是火山大規模噴發碎屑時，形成

大規模碎屑，向下流動堆積而成的。 

照片五、龜山島由熔岩和碎屑層堆積而

成。 

照片六、龜山島龜尾的塊狀熔岩。 

照片七、龜山島北岸碼頭附近海崖中的紅

色渣狀熔岩 

照片八、龜山島的火山碎屑岩。 

 



 5

(三)、龜山島的地形 

1. 龜首：  

由 401 高地下眺龜首，可看見龜首及其與 401 高地間的鞍部(龜頸)後方的

植被，樹林向下生長成長條狀，也就是當地人所稱的龜髮(照片九)，若乘船繞

行龜首前方，可見龜首這座火山主要由層層碎屑堆積而成，由於下方硫氣孔噴

發產生的強烈的風化及換質作用，加上強烈波浪的侵蝕，龜首這座火山已崩毀

一半以上，產生的坡度極陡的崩崖，現今每年都在後退之中(照片十)。 

2. 龜首的陰陽海： 

       由於龜山島仍為活火山，龜首下方仍不斷湧出溫泉及噴發地熱，隨著溫

泉順便帶出的泉華使得海水成為淺藍色及粉藍色，隨著沿岸流逐漸漂移及擴散

出來(照片九)，形成難得一見與深藍色海水截然區隔的陰陽海。 

3. 龜尾潭或稱龜尾池 

位龜甲和龜尾的交接處，呈長方形，東西長約四百公尺，南北寬約兩百餘

公尺，原為礫灘圍築而成的小海灣，為龜山海港所在，後因靠海港出口側山崩

阻塞出口而成一湖泊。龜尾池的水以海水為主，但較淡，水面高度與海水面一

致，因此湖水應經由龜尾池與海之間的礫石灘相連通。 

4.礫灘 

登島可見的礫灘包括西北角及龜尾的海灘(照片十一)，這些礫灘主要為崩

落海中的安山岩塊，受海浪及礫之間互相磨擦而成圓礫，礫徑粗大，沒有細礫

及沙灘存在，這些顯示龜山島海域的波浪能量大，較細的沙及礫均被波浪帶

走，無法停留堆積，與台灣東部花東海岸的特性類似。在波浪的沖擊之下，此

兩段礫灘經常可見到礫灘的最外側礫石排列成向外突出的三角形，形成「灘尖

地形」 

礫灘也是最佳的岩石及礦物教學觀察場所，五彩繽紛的圓礫(照片十二)被

海浪磨蝕後，特性更為清楚可辨，顏色越白顯示所含的石英質較多，越黑代表

所含鐵質較多，紅棕或紅褐色代表受氧化作用的影響，就像普通鐵窗生鏽一

樣。一般而言，安山岩礫中黑色的礦物大部分為「角閃石」，白色部分則稱為

「長石」。 

5.龜尾及砂嘴 

龜尾位於龜山島西邊，為一長達一公里的礫石灘所構成的「砂嘴」地形。

海中的沙粒（礫）受海流影響，隨海流方向堆積，露出地面就稱為沙洲。例如

台灣西部的許多沙洲（如外傘頂洲）。這些沙洲若一端與陸地相連而固定，另

一端伸入海中自由發展形態，則稱「砂嘴」。海拔最高四公尺礫灘的顆粒大小

不一，但隨著遠離龜山島而變小。此長條型的砂嘴會隨著冬夏兩季時潮流和東

北季風的變化而向南（冬天）、向北（夏天）堆積改變而看起來有擺動，形成

傳說中的「靈龜擺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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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九、龜髮及海底溫泉擴散情形(陰陽

海)。 

照片十、乘船可發現龜首由火山碎屑流堆積

而成，此火山已崩毀一半以上。 

 
照片十一、龜尾的礫灘及砂嘴 照片十二、龜尾礫灘五彩繽紛的圓礫。 

 

(四)、生物環境教育資源 

矮化的森林植被－龜山島首當東北季風之衝，強勁的風勢使得植物無法按其

特性分層生長分化，除了低層的地被植物外，全島大致只有一個林層，植被可以

分成： 

1.海岸植被 

分布在於海岸附近及龜尾湖四周植物能適應海岸強風及多塩份的環境，常

見植物有海檬果、石板菜(照片十三)、海蒲姜、過江藤、印度鞭藤(照片十四)、

山黃柿及毛柿等。 

2.山地次生林 

分布於島嶼西北部海拔 260 公尺以下之人工干擾後恢復的林相，主要常見

樹種有山黃麻、筆筒樹、相思樹及桂竹等。 

3.風衝林 

海拔 260 公尺以上至 401 高地止，因受強列東北季風吹襲，植物有矮化、

灌木化的現象，並出現暖、溫帶植物，稱為風衝林（郭城孟，2000）。主要植

物有金平氏冬青、馬醉木、粗糠柴等，植物族群未受嚴重干擾，保存龜山島原

有之特色，斷崖區可見到天然蒲葵族群，是全台唯一可天然生長蒲葵的地方。 

總之，龜山島具有全台灣離島，甚至是全台灣低海拔地區碩果僅存的原生林，

植物資源保存良好，具有成為生態保護區的優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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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三、春天開星狀花的石板菜。 照片十四、印度鞭藤葉端會捲起。 

 

（五）、龜山島的解說牌規劃 

 

 
 

基於上述龜山島的豐富環境教育解說資源，再衡量遊客的易達性，龜山島適

合設立解說牌的地點有下列數處： 

1.北岸碼頭登島處 

北岸碼頭登島處可以見到裸露的海蝕崖(照片十五)，亦可清楚地看到安山

岩質黑色塊狀熔岩和紅色渣狀熔岩的剖面，下船附近的海灘就可看到紅色的渣

狀熔灘礫、灰色安山岩質灘礫中並可見到白色石英包裹體，因此此處適合做一

個解說牌，解說內容以火山現象的形成、火山噴發物質及特性、火山地形等為

主。遊客中心內也可以擺設各種火山噴發物讓遊客觸摸及觀賞。 

2.登山步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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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道入口可以做個步道入口標示及綜合解說牌，用來說明步道的沿線位

置及可見到的主要景觀，包括地質、地形及植被介紹等。 

3.401 高地觀景台 

401 高地觀景台是絶佳眺望地點，向北可看到龜首及右側的淡藍色海底溫

泉擴散情形，及龜首後面生長成條帶狀的樹林（俗稱龜髪），以及龜首與龜背

相交會的低矮鞍部(照片九)，被礫灘圍繞之龜首湖亦清晰可見；向南可見龜尾

饅頭狀的熔岩丘，龜尾湖及長條形的礫灘（龜尾），因此可在向北及向南觀賞

處（lookout）設立一個與可見景觀相對照解說的解說牌，解說內容以上述地

質及植物景觀為主。 

 

4.環湖步道湧泉處 

在涼亭湧泉池附近可設立一個解說湧泉及蒲葵林的解說牌，解說內容以湧

泉的形成、龜山島的植物生態特色及蒲葵林相等，在此可見到全台唯一天然蒲

葵林。 

5.觀音像平台 

觀音像平台後方為全島安山岩板狀節理出露最好的地方，至此環湖步道已

至中點，在此也可以見到湖底偶爾出現的大鱸鰻，因此此處適合在此做一個大

型解說牌內容包括： 

(1).環湖步道的植物生態 

(2).安山岩板狀節理的形狀及成因(照片十六) 

(3).大鱸鰻的生態 

6.軍事坑道口 

坑道口附近為龜尾熔岩丘安山岩質熔岩最緻密之處(照片十七)，可在此設

立解說牌，解說內容為介紹安山岩熔岩丘的形成，安山岩中的礦物如何辨認及

其成份等。 

7.觀音像對岸的龜尾湖湖畔 

此處為展望整個龜尾湖最佳地點(照片十八)，可設解說牌，解說內容為龜

尾湖的形成及此處可見的龜尾熔岩丘及附近的林投、海蒲姜、過江藤、馬鞍藤

等耐旱、耐塩等海岸植被。 

 

照片十五、北岸碼頭登島處海崖前可作介紹

或火山噴發物的解說牌。 

照片十六、觀音像平台旁山壁的板狀節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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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七、坑道口的安山岩可設牌解說安山

岩中所含礦物。 

照片十八、觀音像對岸的龜尾港湖畔為展望

龜尾湖最佳地點，適合作解說牌。 

四、基隆嶼的解說資源與解說牌規劃 
（一）、安山岩中的礦物結晶組織 

基隆嶼的安山岩為基隆火山群出現的標準石英安山岩（照片十九），常見的

礦物有石英（玻璃質）雲母（六角柱狀體）長石（白色圓點狀）角閃石(黑色長

方形)及輝石(黑色方形)呈現標準的斑狀結晶構造，其中最大的雲母斑晶直徑達 
一公分左右，最顯而易見。 

（二）、安山岩板狀節理 

在小基隆嶼海防崗哨後方均可看到安山岩板狀節理構造(照片二十)。 

（三）、石英安山岩中的捕獲岩 

石英安山岩中，常帶有輝石角閃安山岩、橄欖石輝石角閃安山岩等捕獲岩(照

片二十一)（後期岩漿噴發包裹前期噴發物或是其他物質），這些捕獲岩顏色較

深，抗蝕力較佳，在海岸常形成突出的差別侵蝕地貎，在小基隆嶼和跳石海岸附

近最顯著。 

(四)、海蝕隙與海蝕洞（照片二十二） 

乘船環島一周，繞至島的東北方海面時，可見到東北風挾帶海水沿安山岩節

理侵蝕形成的許多大型海蝕隙及海蝕洞，形態大部份成直立長條狀，千變萬化，

洞內幽邃，因海蝕洞形成之多為懸崖地區，故僅能搭船一窺全貌。 

 

(五)、跳石海岸 

基隆嶼西側海岸，風浪較小，由崖壁掉落之岩塊經風浪侵蝕，形成直徑約一

至二公尺的巨礫灘（照片二十三），在沒有鋪設步道前，行走其上，必須一顆跳

過一顆，故稱之為跳石海岸區，在此處觀看小基隆嶼及基隆、野柳地區海岸，景

色絶佳。  

(六)落石堆(崖錐) 

基隆嶼西南側海崖由於被東北季風的海浪侵襲，山崩下來或早期海軍艦炮射

擊崩落的岩石向下掉落，形成四至五個大型的落石堆(崖錐)地形（照片二十四），

乘船繞至西南海岸觀賞時，綠草如茵的三角形落石堆特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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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九、基隆嶼安山岩中的斑晶組織。 照片二十、安山岩的板狀節理。 

照片二十一、安山岩中顏色較深的捕獲岩。 照片二十二、基隆嶼東北側海崖下方的海蝕

隙。 

照片二十三、基隆嶼西側跳石海岸的巨礫灘。照片二十四、基隆嶼有許多三角錐的落石堆。

 

(七)、植物的景觀 

基隆嶼土壤稀少，環境嚴酷，夏季乾熱而冬季更受強列東北季風吹襲，島上

的植物大部分均為貼著地匍伏生長或受風修剪形成低矮群落（照片二十五），也

因地質、風力及水資源的缺乏等因素，而呈現典型小海島植物生態，例如島上最

常見的榕樹，就與台灣本島高度在四公尺以上的大不相同，另外還有海桐、麝香

百合、金花石蒜、石板菜、木槿、彭棋菊、白花蠅子草、天南星、風輪花、林投

等海濱植物，種類達一百餘種，春末五月間，百合及石板菜盛開，為一年中最美

的季節，夏季則為白花蠅子草（照片二十六）、木槿、海蒲姜（照片二十七）盛

開的季節，金花石蒜則在秋季十月左右怒放，所以這裡不但是座「火山公園」，

也是生態豐富的「海濱植物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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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隆嶼的解說牌規劃 

 

 
 

基隆嶼島幅較龜山島小，可步行的平地亦不多，但島上仍有數處可供解說規

畫地點，舉例如下： 

1.遊船碼頭內側 

遊船碼頭內側防波堤防旁（照片二十八），有一片裸露的安山岩壁，是觀

察安山岩班狀結晶及辨認安山岩內各種礦物的絶佳處所，此處的安山岩六角形

雲母結晶直徑約一公分左右（照片十九），非常清楚易認，故碼頭內側可設立

一個綜合解說牌，解說內容為基隆嶼火山島的成因、全島的景觀簡介及安山岩

礦物如何辨認等。 

2.海防部隊左側海崖 

此處的安山岩板狀節理十分發達，層次清晰（照片二十），可設立一個小

型解說牌，解說內容為板狀節理的形成及特性。 

3.跳石海岸區 

跳石海岸區即位於數個大型落石堆下方，此處可設立一個大型解說牌，解

說內容為落石堆形成、落石堆上生長的植物群落主要種類及主要特色、跳石海

岸巨礫上捕獲岩的特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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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北側環島步道末端（照片二十九） 

此處面對海蝕崖，可設解說牌說明海蝕崖、海蝕洞等地形的形成過程與特

性。 

5.登山步道頂部 

登上步道頂部為觀賞四周景觀最好地點，可設立解說牌對照說明四周的地

景及其特徵。 

照片二十五、基隆嶼受風剪形成的低矮榕

樹。 

照片二十六、夏天為白花繩子草盛開季節。 

照片二十七、海埔姜夏天綻放紫色花朵。 照片二十八、遊船碼頭內側防波堤旁的安山岩

壁附近可設解說牌介紹礦物。 

照片二十九、步道末端可設解說牌介紹海蝕

地形。 

照片三十、基隆嶼全貌，基隆嶼幅員不大，可

以以生態特色，發展島嶼觀光。 

五、結論與建議 
台灣許多風景特定區均「過度開發」，許多天然地景與植被遭破壞，不容易看到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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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原始生態面貌，長期管制下的龜山島與基隆嶼顯得特別幸運，至今還能維持大部份的

原始面貌。如何繼續在適度管制下，維持目前良好的生態面貌，又能改變遊客僅止於到

此一遊的嘗鮮心態，環境資源解說牌的設置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適當的設置環境資

源解說牌不僅能夠加強遊客對生態環境資源的認識，更不辜負大自然盛情賜予這無限美

景的美意。 

上述的解說牌規劃在兩島分屬的東北角管理處及基隆市政府管轄下，若給予相當的

規劃及施工費，相信是可行的，尤其是東北角管理處經營多年，大部分的地區已有很完

善的規劃解說及導覽系統，對孤懸外海尚待解說規劃的龜山島，除消極管制外，仍應投

入積極的規劃解說設施，讓大家共享難得的火山島地質與生態資源。 

相對於龜山島，基隆嶼沒有季節及人數的管制，易達性也高，島的幅員也不大(照

片三十)，遊客出入的人數可以更多，基隆市政府更應投入適度的財力與行政力量來建

設解說設計，如此也可提升整個基隆市的遊憩水準與特色。 

但由於兩島四周皆由海水圍繞，東北、西南季風及颱風的吹拂和侵襲常帶來嚴重的

鹽霧，因此解說牌的材質建議以耐久性為主要考量，國外常見的與大自然調和的木頭材

質不一定適用，因此，以不鏽鋼為材質再鍍上與大自然相調和的顏色，再貼上用塑膠片

印刷的解說內容，以易貼易換的方式應是最適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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