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历翻到六月，就意味着今年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季基本

已经过去。据了解，今年最后一批国际登山者已于近日撤离

位于西藏定日县的珠峰大本营。

记者了解到，尼泊尔在今年向外国人发放了有史以来最

多的登山许可。而我国西藏境内，今年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

地区的登山队，300余人在西藏境内冲击珠峰，包括高山向导

在内的 173 人成功登顶，其中登山者 80 余人。这个数字与

往年基本持平。

刚攀登过珠峰的温州人潘正胜和湖州人王建斌也在上月

下旬回家休整。据已知信息了解，包括这两位在内，今年五月

共有五位浙江籍登山者攀登珠峰。从西藏北坡登顶的王建斌

冒险一搏，成功登顶。而从尼泊尔南坡攀登的潘正胜多少有

点遗憾，因为恶劣的天气，最终未能登顶。

今年珠峰登山季刚刚过去，全球80多位登山者通过西藏北坡线路登顶

钱报记者了解到，其中就有浙江的几位登山者

冲顶珠峰，8300米处“堵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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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练
攀登珠峰通常有两大线路：位于尼泊尔

境内的南坡路线和中国西藏的北坡线路。南

坡线商业化开发更加成熟，线路相对平缓，所

以很多登山者会先选择南坡线。

四月上旬，潘正胜做好一切准备，抵达尼

泊尔的卢卡拉。这里，是从南坡登珠峰者的始

发地。从卢卡拉出发，历时两天的徒步跋涉后

才抵达珠峰大本营。稍作休整，拉练开始，主

要是要让登山者适应高海拔、地形和变幻莫测

的天气。开始的几天，潘正胜需要在当地向导

和教练的帮助下，进行冰川训练和适应性拉

练，从大本营到C1、C2、C3营地之间往返。

几乎同时，准备从北坡登顶的王建斌也

已经行动起来。此次登山中，从北坡登山的人

共有 22 位，被分为 AB 两个组，王建斌在 B

组。在拉萨集合后，身体素质较好的王建斌基

本不需要适应，就很快前往了日喀则，珠峰就

在这里。和潘正胜不同的是，王建斌等人的适

应性训练是攀登日喀则周边的几座山峰。

直至获悉天气窗口临近，王建斌才随队

前往前进营地。

无论潘正峰还是王建斌，他们反复在低

海拔与高海拔区域往返拉练的最终目的，都

在于等待天气预报中的那个“窗口”——天

气，决定着他们最终的冲刺时间。而且这看

似简单的往返休整其实极不容易，除了要与

天气、高原反应和地理状况抗争外，还得尽可

能维系自身良好状况。

在南坡大本营作最后休整时，为保证冲

刺阶段自身状态能万无一失，潘正胜就因为

有些身感不适而乘坐直升机到加德满都休息

了几天，几分钟的航程就耗费了他数万元。

冲刺
潘正胜得到的窗口时间是5月19日至5

月 21 日。王建斌得到的窗口时间则是 5 月

22 日或 23 日。获得窗口时间后，潘正胜和

当地向导以及队员们商量后决定，越早越

好。于是，他们计划在19日早上登顶。

5 月 16 日凌晨，休整了两天后，潘正胜

开始出发，并于当日下午抵达此前拉练过的

C2 营地休息。17 日下午，抵达 C3 营地；18

日下午抵达C4营地。

C4营地，是潘正胜从南坡冲刺珠峰顶的

最后落脚点。虽然恶劣的天气状况让潘正胜

的最后一段路程极为困难，但他还是抵达了

C4营地。

最后的冲刺开始于 18 日午夜，按计划，

潘正胜他们将在 19 日早上 6 点 30 分左右登

顶。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天气，凌晨5点多时，

他们也抵达了一个被称为“阳台”的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冲顶机会因为大

风而一再错过。他们的向导最终决定放弃冲

顶，但对潘正胜和其他登山者而言，一旦放弃，

有可能意味着将来再无机会，他们建议再坚持

一会儿，或许天气会好起来。然而好运并未出

现，天气状况确实糟糕。潘正胜他们一直坚持

到早上7点，最终，他们在8500多米处放弃冲

顶，所有人立刻下撤。

比起潘正胜，王建斌则幸运多了。

5月17日出发，从6500米到7800米，再

到8300米的冲刺集合点，王建斌所在的B组

11人和11名协作人员，都安全抵达。

不过他们却堵在了这里，因为近年来商

业登山的兴起，最后的冲刺路程也会存在“堵

车”情况，只能排队冲刺，所有人不得不躲在

帐篷中做冲刺前的最后休息，王建斌记得，当

时天气也不好，那风吹得坐满人的帐篷都有

种要被掀起来的感觉。22 日午夜，王建斌他

们从北坡开始冲顶。之所以都选择在午夜出

发，一方面是因为晚上气温低，雪崩、冰崩、落

石等危险系数会降低，第二是冲顶会有一个

“关门时间”，关系到氧气供应量、体力和天气

各方面因素。

23日早上6点16分，王建斌所在的B组

冲顶成功。

冒险
8848米这个世界之巅，很多人无法抵挡

它的诱惑，而与之相随的，除了越来越商业化

的登顶产业，更是随时随地的危险。

登顶成功后，王建斌回忆整个冲顶细节

时，多少有些后怕。他发现，其实当时的天气

并不是很适合冲顶，那是一次冒险。而他们冲

顶成功下撤后没多久，一场暴风雪来临。下撤

过程中，一位队友的氧气瓶被风吹走，直接砸

向另一名队友，幸好擦着耳朵飞了过去。此

外，在他们B组下撤过程中，有一名队员甚至

因为氧气面罩的问题，导致失温，要不是救援

人员将其绑住后协助其下山，他或许就再也下

不来了。实际上，这种危险的警示在他们攀登

时已有了直接体验——沿路上偶有发现遗留

在途中的登山遇难者遗体。王建斌记得很清

楚，其中有一具遗体很眼熟，因为他和这名外

国遇难者在两天前还曾打过照面聊过天。

潘正胜则亲身遭遇了直接危险——除了

天气，更为糟糕的情况来自于 C3 到 C4 过程

中他的一个微小举动：潘正胜近视，登山期间

都用隐形眼镜，他在中途感觉眼睛不适，他揭

开防风镜，稍微用手揉了一下左眼。但由于

风大气温低，隐形眼镜立刻受损，这直接影响

到了他的登山状态，甚至因此单独落在队伍

的最后面。最让他头疼的还有下撤时出现了

雪盲，这让他在整个过程中举步维艰。幸运

的是由于他登山技术挺扎实，心态也好，所以

没有出现什么危险。但他的夏尔巴向导就没

有那么好运，由于装备比较差，下山后，他不

得不截去了冻伤坏死的两个指节。

现实很残酷，但潘正胜说，如果明后年还

有机会，他依旧会选择再度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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