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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判讀與方位定向 

當我們站在一個展望良好的山頭上時，經驗老到的山友總會對著剛入門的

山友述說遠方的山頭及腳下的溪谷的名稱，這時不免令一群菜鳥嘖嘖稱奇，何以

認得這麼多的山？其實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再加上經驗，認山頭的本領絕不輸給他

人的。反觀之，若身處於完全陌生的地方，僅憑一張地形圖便能夠無誤地說出身

在何處？我想這是要學習與經驗累積的。 
頭一回接觸地形圖的人，免不了被圖中密密麻麻的線條以及許許多多的符

號….弄的暈頭轉向，要成為一位會看圖的人是較簡單的一件事，看得懂圖、會

分析地圖又是另一個層次，且讓我們試著從地形圖的基本架構來瞭解之。 

一、地圖內的資料 

攤開一張標準的地形圖，可見到如(圖一)中的各種文字、數字、圖形，就以

下的說明來認識每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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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該圖的圖廓外中

央上方以及右下角之位

置，選擇圖中重要地點來

標示此地圖的名稱。 

2. 區域名稱 

在該圖的圖廓外左

上角，說明該圖所在地理

上或政治上所劃分之區

域並標註地圖的比例

尺。如「中華民國台灣地

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

圖」。 

3. 圖例 

．

在該圖的左下方，說

明地圖中所使用的符號

代表的意義，並以顏色表

明地形、地物。例如：以  
的符號表示三角點。 

 
 

 



3-1 圖上顏色 
(1) 紅色：多用於公路、建築區等。 
(2) 藍色：多用於河川、湖泊、海洋、水田等。 
(3) 綠色：用於表示森林、耕地。 
(4) 棕褐色：表示地面的起伏用，如等高線。 
(5) 黑色：不屬於上列各色者皆為黑色，如表示人為地物、標高。 

4. 比例尺 

測繪地圖時，由於無法將地形以同樣大小繪於紙上，故必須按一定之比例

縮小而繪之，此縮小後在地圖上的長度與同單位之實地距離之比值，謂之比例

尺。其表示法有下列三種方式： 
(1) 圖示法：根據地圖比例尺之大小而繪製的一種圖形方式的比例尺，可以供用

圖者在地圖上直接量長實地的距離，不需要再經過公式的換算。如

(圖二)所示。 

圖二 
 

(2) 文字法：以文字及數字來說明比例尺的大小。如：「二萬五千分之一」。 

(3) 分數法：以 1 為分子代表圖上的距離，若干整數為分母，寫成分數。例如：

1:25000；1/25000；
25000

1  

4-1 比例尺的應用(請參考表一) 
(1) 求 實 地 距 離：實地距離＝圖上距離Ｘ比例尺分母 
(2) 求 圖 上 距 離：圖上距離＝實地距離÷比例尺分母 
(3) 彎曲距離的量取：取一線段，依其彎曲程度進行量取，量取後拉直該線

段，再量出線段的全長，換算為實地距離。 
 

(表一) 比例尺與實地距離的換算表 

地圖比例尺 實地距離(公里) 圖上距離(公分) 

1:100000 1 1 

1:50000 1 2 

1:25000 1 4 

1:10000 1 10 

 



5. 偏角圖 

位於該圖的圖廓下方中央偏右，以圖示來說明

正北、磁北及方格北間相互偏差的關係及彼此間偏

差的角度，並於圖示下方註明該圖磁差逐年修正

值，便於計算方位之用。 

5-1 三種基本方向 

方
格
北

正  磁  

北北

0o 02‘

2o 56‘

正北方向以圖幅中央經線為準，
磁北方向係民國七十四年平均近
似值，每年磁變西移約三分。

圖三 

(1) 正北：又稱真北。正北為地球北極之方向，在地

圖上係以經線之上端表示之。以「★」記號表示。 
(2) 方格北：又稱座標北。為地圖上縱向方格線所指

之方向。使用有方格網之地圖時，通常以方格北

為基本方向。 
(3) 磁北：磁北為磁針指向地球磁場北極之方向。 

5-2 偏角 
(1) 磁針偏角：係指自正北量至磁北之夾角。因正北永遠不變，而磁北經常在變，

故發生偏差。當磁北在正北以東時稱為東偏(E)，而磁北在正北以西時稱為西

偏(W)，當磁北與正北一致時磁偏角等於零。 
(2) 方格偏角：係指正北與方格北之夾角。方格偏

角之數值，在編繪地圖時已算定，故每幅地圖

的方格偏角永遠不變。當方格北在正北以東時

稱為東偏(E)，而方格北在正北以西時稱為西

偏(W)，當方格北與正北一致時方格偏角等於

零。 
(3) 磁方偏角：係指磁北與方格北間之夾角。其大

小及方向常常在變。當磁北在方格北以東時稱

為東偏(E)，而磁北在方格北以西時稱為西偏

(W)，當磁北與方格北一致時磁方偏角等於

零。 

6.圖料表 

位於偏角圖的右方，係以圖解方式顯示編成本

幅地圖所引用之各種資料。圖料表可使閱讀者瞭解

圖內各區域之精度及可靠程度。如圖四所示。 

7.行政界線略圖 

A .台 灣 地 區 一 萬 分 之 一 像 片 基
    本 圖 第 一 版 ， 精 度 甚 佳 。
根 據 民 國 七 十 五 年 航 攝 照 片 修 測
， 全 幅 於 民 國 七 十 六 年 九 月 實 施
調 繪 。

A

圖四 

甲．台灣省
A．台中縣

1.和平鄉
B．南投縣

2.仁愛鄉

甲

A

B

1

2

圖五 

位於圖料表的右方，係概略表示該圖內重要行

政界線及海岸線，便於用圖者之參考。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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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圖幅接合表 

位於行政界線略圖右方，為顯示

本幅地圖與四週鄰圖接合之情形，其

目的在讓使用者獲知鄰接圖幅之關

係，以便查閱鄰地圖之用。圖幅接合

表共分九格，中間一格係代表本幅，

四週之八格代表相鄰之地圖。如圖六

所示，係為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青 山 9621-ⅢNW 的圖幅接合表。 

9.圖號 

位於該圖的圖廓外右上

方，為地圖保管、領發提供最

便利之資料。 

9-1 地圖圖號之制定 
(1) 十萬分之一(地理座標部

份可請先參考下一節) 

1。 

自東經 73 度 30 分至 123
度與北緯 14 度至 63 度 30 分的

範圍內，依照每幅圖的經度差

30 分，緯度差 30 分的間隔來

劃分，每一行、每一列都以兩

位數字來命名，行的部份從左

向右編排，各編以 01 至 99 之

數字，列的部份則從下向上編

列，行號在前而列號在後，共

可得四位數字，即得十萬分之

一圖的圖號，如圖七所示。例

如：東經 121 度至 121 度 30
分，北緯 24 度至 24 度 30 分之

圖號為 962
 

(2) 五萬分之一 
一幅五萬分之一圖的面積剛好為十萬分之

一圖面積的四分之一，若將十萬分之一圖劃分四

格，自右上的方格起順時針方向以羅馬數字Ⅰ、

Ⅱ、Ⅲ、Ⅳ標示之，則每格恰為五萬分之一圖。

如圖八所示，右下角之五萬分之一圖的圖號為： 

9 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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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9621-Ⅱ。 
 

(2) 二萬五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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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一幅二萬五千分之一圖的面積剛好為五萬分之

一圖面積的四分之一，若將五萬分之一圖劃分四

格，並依照方位給予 NE、SE、SW、NW 標示之，

則每格恰為二萬五千分之一圖。如圖九所示，左下

角之二萬五千分之一圖的圖號為：9621-Ⅲ SW 。 
(3) 一萬分之一 
若將一幅五萬分之一圖劃分成二十五格，並依次給

予數字 1、2、3、……、24、25 標示之，則每格恰

為一萬分之一圖。如圖十所示，右上角之一萬分之

一圖的圖號為：9621-Ⅲ-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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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10.地圖座標 

係由特定的標準點或線為依據，並以距離或角度測定圖上或地面上之真實

位置。座標的種類很多，以下就常用的地理座標及 UTM 座標來說明之。 

10-1 地理座標 
地理座標分別註記於圖廓外之四個角落，用以說明本圖所在地球表面之確

實位置；也就是以劃分地球經緯度來表示地點位置。又稱為經緯度座標。 
(1) 經度與經線 

地球上、下兩端稱為北極與南極，連接兩極而過地心的直線稱為地軸。設

作一平面垂直地軸而通過地心，則其與地球表面的交線稱為赤道。過兩極而與赤

道直交的大圓圈稱為經線或子午線。通過英國格林威治天文台之經線為零度經

線，又稱為標準經線。標準經線以東稱為東經，以西稱為西經，各由零度到一百

八十度，東西經合計為三百六十度。 



(2) 緯度與緯線 
橫過經線與赤道平行的各個圓圈稱為緯線。緯度以赤道為零度，分別向南

北度量，以南者稱為南緯，以北者稱為北緯，各由零度至九十度，南北緯合計共

一百八十度。 
(3) 報導方法 

地理座標使用的單位是度（o）分（’）秒（”）。某一點位置的測定必須使用

一個經度值與一個緯度值，緯度值之後必須註明北緯(N)或是南緯(S)，經度值之

後必須註明東經(E)或西經(W)。因此在報導地理座標時要遵守下列原則：先緯後

經，表明方向。例如：某一點的地理座標報導為「北緯二十四度三十分，東經一

百二十一度三十分」，書寫方式則為「24 o 30’N，121 o 30’E」。 

10-2 方格座標 
地形圖均畫有方格線，並且在方格線兩端註記數字，用來表示方格線的數

值，稱之為方格座標。東西向的線稱之為橫線，可將之視為與赤道平行的線，南

北方向的線稱之為縱線，可視之為與中央經線平行的線。此種座標可以快速地找

出目標位置。以下介紹兩種方格座標。 
 UTM 座標 

UTM 座標為「世界橫麥卡脫方格座標」的簡稱，又稱為通用座標。其原理

為根據橫麥卡脫投影而制定，此種座之系統，乃將地球劃分成若干大區域，每一

個區域再給了一個特定之代號。 
(1) 帶區之劃分 

將南緯 80 度與北緯 80 度之間的地區，沿赤道自西經 180 度起向東推算，

至東經 180 度止，劃分每 6 度為一帶，共計 60 帶，依次編以 1 至 60 的數字。緯

度部份自南緯 80 度起算到北緯 80 度止，每 8 度劃分為一區，共 20 區，依次編

以英文字母 C 至 X（其中 I，O 不用）。例如某帶區的編號為：51Q，其中 51 為

帶的編號（指經度東經 120 度至 126 度間的地區），Q 為區的編號（指緯度北緯

16 度至 24 度間的地區）。 
(2) 十萬公尺之方格 

上述之帶區，指大區域而言，為便於小區域之標示，故再有十萬公尺方格

之劃分。劃分法為以赤道為橫軸，每帶的中央經線為縱軸，兩軸之交點為原點。

劃分法如下： 
A． 自每帶之中央經線起，向左右劃分，平行於中央經線每十萬公尺繪一縱線，

編號係由西經 180 度向東，以英文字母 A 至 Z（其中 I，O 不用）標記之，

恰好每三帶一輪迴（18 度），高緯度地區，帶之兩側方格必不足十萬公尺，

更可能消失，但必視為存在而編以號碼。 
B． 橫向之十萬公尺方格，係從赤道向南、北劃分，各至南北緯 80 度止，編號

方式為奇數帶由赤道起向北之地區，由 A 至 V（I，O 不用）之英文字母標

註之，偶數帶由赤道以南五萬個十萬公尺方格起向北之地區，由 A 至 V（I，
O 不用）之英文字母標註之，赤道以南地區，其排列次序由南向北，唯字母



之排列順序，至赤道時，必需與赤道以北者之排列相連貫。例如：QD 即為

十萬公尺方格編號。 
(3) 圖上方格 

經過上述兩次之劃分，產生許多的十萬公尺方格，此方格為報導地點位置

之基準，但因十萬公尺距離仍嫌太大，故地圖上便繪製許多的方格，地圖上每兩

條方格線之間格，因地圖的比例大小而異，其規定如表(二)。每條方格線的兩端，

均有座標數值，在一幅地圖中，圖廓左下角方格線，如圖十一所示，座標值全部

標出，其餘各方格線之標記，則將最後三位（000）或四位（0000）省略，如表

二中所示，僅千位數及萬位數用大形數字表示，此數字即報導座標時重要的數字。 

表  二 

地圖比例 圖上座標線間隔（公分） 標記數字 實地距離（公里）

1:10000 10 1 00,01,02,03……99 

1:25000 4 1 00,01,02,03……99 

1:50000 2 1 00,01,02,03……99 

1:100000 1 1 00,01,02,03……99 

 
(4) 報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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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規定：由左向右，由下

向上。如於圖上決定一點位置

後，先閱讀該點左邊方格線的座

標值（僅報出大形數字即可）2
位數，再視該點位於兩格線的十

等份距離位置（由左向右自行標

定出數字 1 至 9）再加上 1 位數，

共計三位數，依同樣的方式由下

向上報導出後三位數，該座標數

值共計六位數字。例如圖十一箭

號所示之點（X1937），位於 51
及 52 之縱向方格內，約在方格

51 至 52 線間十分之九處，並位

於橫向方格 70 及 71 之內，約位

於方格 70 至 71 線間約十分之八

處，故此點座標應為 519708。 
完整的 UTM 座標格式應為 51Q  QD  519708，其中帶區之名稱只有在兩



點超過二千公里時使用之，十萬方格符號在兩點超過一百公里時使用之。 
 

 10-3 台灣二度分帶方格座標 
橫麥卡托投影，係以圓

柱體與地球的子午線相切，

圓柱之軸與地球的自轉軸成

九十度交角，將其地表的形

態投射於圓柱面上，再將其

展開而成。UTM 方格座標係

在投影時採六度為一帶，因

其適用於中比例尺的地圖，

不適用於以距離為主要用途

的台灣。並為配合台灣地區

的需求，將其帶寬縮為二

度，取台灣地理位置東經

121 度為中央經線，左右各

跨一度，並將原點向西移 25
公里，每隔一公里繪製方格

線，並標上座標值，此為二

度分帶座標，如圖十二所示。 

赤赤
赤道

中央經線 1210

此點座標為

250000,0 

原點向西移 250 公里

圖十二 

縱方格線的繪製，以中央經線為基準，向東及向西每隔一公里繪製一條縱

線，橫方格線的繪製是以赤道為基準，每一公里畫一條橫線，也就成為地圖上的

縱橫方格線。 
二度分帶方格座標的報導方式與圖十一的方式相同，圖十一箭號所示之點

（X1937），二度分帶座標的完整座標應為（251900，2670800），這兩個數字的

意義應為距離的標示，原點座標為（250000，0），251900 為距中央經線 1900 公

尺（251900-250000），2670800 為距赤道 2670800 公尺 

11. 其它 

此部份列出有等高線間隔、高程、平面控制、地理座標、投影、方格線、主

管機關、協辦機關、主辦機關、調繪時間、印刷時間等有關於本幅地圖繪製時的

相關資料。 



 

二、 等高線的認識 

1. 等高線的原理 

等高線係以平均海水面為零公尺起算，將地面上每隔一定高，且相等高度之

各點連成曲線，而後投影於基準面上，用以顯示地面之高低起伏狀態，如圖十三

所示。 

圖十三 

 

2. 等高線的種類 

如表三所示各種比例尺中等高線的間隔距離。 
 

表三  常用比例尺中等高線的間隔距離 

計曲線 首曲線  

100 公尺 20 公尺 1:50000 

50 公尺 10 公尺 1:25000 

 
(1) 首曲線：依規定的等距離，以纖細之實線描繪者稱之請參考圖十四。 
(2) 計曲線：依照五倍首曲線之距離（也就是自平均海水面起算，每五根首曲線

中之第五根）用較粗的實線描繪之，並註明標高，便於讀算出各曲線之高度。 



(3) 間曲線：當地形平坦時，首曲線無法表達真

實之地形時，於是在兩條首曲線之中間加一

纖細之長虛線，用之顯示局部地面之形態，

間曲線無連貫性，亦無須閉合，視需要而加

繪之。 

計
曲
線

計
曲
線

首
曲
線

間
曲
線

助
曲
線

200
250

圖 十四 

(4) 助曲線：當間曲線仍不能顯示真實地形時，

則在首曲線與間曲線之間加繪一纖細短虛

線，是為助曲線。助曲線如間曲線般，無連

續性，不需閉合，僅用於局部地區。 

3. 等高線的特性與地形分析 

(1) 同一等高線上各點，其標高相等。 
(2) 任何一條等高線必自行閉合而成一封閉曲

線，若不閉合於圈內，則必閉合於圈外，唯

間曲線、助曲線例外。 
(3) 等高線疏密者相同，則該處地形坡度均勺。 
(4) 等高線密集處，表示地形坡度陡峭。如圖十五所示，左方的等高線間隔相當

小，表示此處為陡坡。 
(5) 等高線疏散處，表示地形坡度和緩。如圖十五所示，右方的等高線間隔較大，

表示此處為坡度較為和緩。 
(6) 除懸崖絕壁外，等高線絕不相交，亦不重疊。如圖十五所示，最右方的等高

線幾近重疊，表示此處地形為斷崖。 
 
(7) 上部曲線間隔小，下部曲線間隔大，為凹形斜坡。如圖十六所示。 
(8) 上部曲線間隔大，下部曲線間隔小，為凸形斜坡。如圖十六所示。 
(9) 一叢曲線內，圈小者為山頂，圈大者為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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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70        60  50   30  10             10                 20     30  50 80

凸形斜坡 凹形斜坡

圖 十六 

緩坡
陡坡

斷崖

圖 十五 



4. 基本地形的判讀 

想要看得懂地形圖，請先從基本地形瞭解起，地形圖上大致可分為下列幾種

地形 
(1) 山頂：一叢等高線中，圈子最小者、標高較四周地區為高者。 
(2) 稜線：以山頂為中心，向各方延伸的等高線。其等高線大多呈現 U 字型，U

字底部向低處延伸。 
(3) 山谷：若以山頂來觀之，其和稜線的等高線呈相反的走向，也就是 U 字的底

朝向上游。 
(4) 溪谷：等高線圖上以藍色線表示的部份。 
(5) 鞍部：稜線上兩山頂間之低窪部份，其側面形狀似馬鞍故稱之鞍部。 
(6) 山坡：其種類很多，由等高線間的疏密程度，可分為多種類型，請參考圖十

五及十六圖。 

5. 判讀的要領 

(1) 首先找出山頂或三角點或有標高之獨立點。 
(2) 以山頂為中心，向四週找出伸延的稜線，並分出主稜、支稜、鞍部。 
(3) 依稜線的分岐找出山谷，找出水系並追溯其源頭。 
(4) 依等高線的疏密程度，推測出坡度。 
(5) 注意地形的變化，以免誤判而誤入斷崖、岩壁等必須繞路的地方。 



 

三、 正確使用地形圖 

初學使用地形圖的人，總是會覺得：就圖識圖還比較清楚些，一旦將地圖

與現地對照就覺得有點暈頭轉向。簡單的地形在使用上還不算太難，特別是生疏

又複雜的地形，出錯的機會就更大。對於這種情形的發生，一是對圖的不夠熟悉，

二是沒有掌握使用地形圖的要領，以下簡述其要領： 

1. 判定方位 

判定方位的方法有很多種，介紹幾個簡單常用的方法 

1- 1 指北針 
指北針是利用地球的磁場作用，使指北針的針尖永遠指著南方和北方，使

用上只要平放指北針，就能指出南、北方向。要記得的是指北針所指的方向並不

是正北，而是磁北。如圖十七所示。 
所謂的北有三種基本方向，分述如下： 
 正北：又稱真北。正北為地球北極之方向，在地圖上係以經線之上端表

示之。此一方向通常為編製地圖時確定方向之用，以「★」記號表示。 
 方格北：又稱座標北。為地圖上縱向方格線所指之方向。 
 磁北：磁北為磁針指向地球磁場北極之方向。 

 
使用時的注意事項： 
A：要放置水平之後再使用之。 
B：不可以鐵性或磁性物質接觸之。 
C：使用時避開鐵器或磁性物質，如高壓電塔。 

北 北

上午9:30
以4:45對向太陽

上午11:41
以5:50對向太陽

圖 十八 圖 十七 



1- 2 手錶 
先將手錶平放，以時針所指的時數（每天以二十四小時計）的一半位置對向

太陽，錶面上 12 的位置的指向，就是北方。以圖十八而言，上午九點半的二分

之一即為四點四十五分，將四點四十五分朝向太陽的方向，因此十二點的方向就

是北方。 

1- 3 北極星 

C

北  斗  七  星

仙  后  座

極 
星

北 

B

A

D

B 的 距 離 為 D 的 五 倍 長

A 的 距 離 為 C 的 五 倍 長

圖 十九 

如果夜晚的

星空，繁星點點，

便可找出北極星來

定向北方。尋找北

極星最可靠的方法

是認星座─北斗七

星，因北斗七星狀

像勺子，以勺子口

最外邊兩顆星的延

長線，向勺口方向

取相當於此兩顆星

五倍長的距離，

即可得到。在北

極星另一邊，有五顆明亮的星，形狀像是英文字母的 W，此星座是仙后座，延

伸在 W 形外圍兩邊的各兩顆星的直線可得一個交點，取此點與中間點星座的距

離，延伸五倍長度後也可得北極星，如圖十九表示。 

1- 4 利用自然特徵 
只要細心觀察，不難發現有許許多多的自然現象，都可以幫助我們判定方

位的，這種能力是需要培養的，不是有一定的公式可是使用的。 

2. 標定地形圖 

方
格
北

正  

北

磁  

北

0o 02‘

2o 56‘

25      26     27     28     29     30     31

E

W S

N

圖 二十 

標定地圖就是使地圖的方

位和現地一樣。 

2-1 利用指北針 
以指北針標定地圖是以磁

北及方格北為方向的。如圖二

十，其方法將指北針置於地圖

之上，使指北針的方向線（直

尺邊）與縱方格線平行，依照

偏角圖磁北與方格北的夾角，

轉動地圖使磁針與縱方格線的

夾角相同，即完成校正。 



方位係指藉一條固定的方向線為基

本方向，以作為其它方向線起算的依

據，方位角的測量指從由基本方向順時

針方向旋轉，測至某定點所得之水平

角。如圖二十一所示。從磁北方向（0∘）

順時針量至 A 點其方位角為 45∘，同理

可得 B 點方位角為 210∘，C 點不可報

導為-30∘，一律要從 0∘起算，正確應

為 330∘。 

反方位角是指方位角的相反方向，

計算時若方位角小於 180 度，就要加上

180 度，若方位角大於 180 度，就要減去

180 度，才是反方位角的值。以圖二十一

為例，A 的反方位角為 225 度（45+180），

B 點的反方位角為 30 度（210-180）。 

0∘

90∘ 

180∘

270∘

A 

B 

C 

圖二十一 

 
 
2- 2 觀察法 

對照地形以目測的方式完成標定地圖之方位稱為觀察法，目測的方式要尋

找明顯的地形，例如山頭、鞍部、高壓電塔、橋樑等都是明顯的地形點。 

3. 確定所在位置 

確定所在位置也就是要確定自己位於地圖之中的何處，如果本身的位置都

摸不著頭緒，那更別談說下一步該要往那一個方向走。 

3- 1 觀察法 
同上述標定地形圖中的觀察法一樣，盡可能找出自己的位置。 
 

已 知 點 P 已 知 點 Q

站 立 點 R

後方交會法

圖 二十二 

3- 2 後方交會法 
用一未知點觀測二已知點，以

決定該未知知點的位置。此方法應

用於確定讀圖者之位置。 
方法如下：請參考圖二十二。 
A：觀測未知點 R，先選取兩

已知點 P、Q。 
B：以指北針觀察 R 至 P 及 R

至 Q 的方位角。 
C：繪出兩線的交會點即得點

R。 
 



後方交會法需要經驗的累積，初學者往往誤差太大。對於在台灣的地形上

使用後方交會法，可不是件輕鬆的事，後方交會法需要有兩個己知點，當個人位

於森林區域時，不知要從何處去尋找這樣明顯的兩個己知點。 
 

3. 3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也就是 GPS，科技的進步使登山世界起了很大的變化，

最近幾年最熱的產品該是 GPS，開車的人要 GPS，以免迷失於都市叢林，登山

的人也要 GPS，說什麼不會迷路，這樣的說法見人見智，在山區要確認自己在那

裡，GPS 真是不可或缺的設備，但先決條件是要有正確的使用觀念。 
GPS 是以接收衛星訊號來計算出其位置所在，由於衛星位於二萬公里的高空

運行，其傳送的訊號是相當微弱的，因此使用上就受到一些限制，例如室內無法

使用，必需在室外及天空開闊度較好的地方使用，台灣山區的地形多變，大部份

的衛星訊號都會被樹木，山林所阻擋，無法收到足夠的衛星訊來計算所在位置的

座標。圖二十三所示為 GPS 接收衛星的顯示畫面。 

251503

T67  2676472

圖 二十四 圖 二十三  

正確的使用 GPS，還是要先學會看懂地形圖，不可一味依賴 GPS，藉由 GPS
所得到的座標值，再配合地形圖，以求得最佳的位置判定。圖二十四所示為接收

衛星後計算所得該點位置的相關資料，圖中的 T67 就是二度分帶方格座標，

（251503，2676472）就是座標值。 
 

4. 隨時隨地看圖 

按地圖行進的過程中，常會遇到許多的難題，例如在密林地區行動，展望不

好時，即使觀察法、後方交會法你都很熟，卻是無法使用，彼時要如何確定本身

站立的位置呢？只有讀圖者從起登時即隨時注意四周地形的變化隨時隨地看

圖，紀錄行進的時間，一遇有展望不錯的地點或是明顯的地形地物時，隨時判圖，

修正本身的路線，才是最佳的方法。 



5. 用圖要領 

5- 1 出發前的圖上作業要詳細 
A、 將預定的行進路線標定好，並標註沿途的重要點，如岔路、鞍部、稜線、溪

谷。 
B、 估算行進的路程中，各路段所需要的時間。 
C、 熟記行進路線以及行進中的地形特徵。 

5- 2 行進時留心觀察每一定點 
A、 方向明：在出發點上，必須標定地圖、對照地形及明確的行進路線。 
B、 路線明：行進中要隨時牢記行進的路線，不管走到那對行進的路線心中始終

明確。 
C、 位置明：行進中在特殊的地點、岔路，隨時知道自己在圖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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