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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登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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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近日，当看见《男子登珠

峰倒在 8600 米高度上，称

150人路过无人救》的新闻后，

潘正胜在朋友圈留言说，不在

现场或不熟悉8000米登山的

人可能无法理解，即使路过的

人无动于衷也不能说是无情。

而新闻中那名当事人遇

险当天，在杭州下沙工作的石

磊，正好登顶成功并路过，见证

了事件的发生，在他看来，那种

极端情况下，如果不是很有把

握和实力，旁人几乎无法对遇

险者施救。

8848米，对于每一位登

山者，这种诱惑毋庸置疑。这

也促生着商业登山领域的快

速发展。

确实，近年来民间攀登珠

峰者主要都是依靠商业登山

路径来完成壮举，这种商业管

理与组织模式也几乎早已遍

布每座高山，但不论是让人通

过哪种方式登上人间至顶，商

业登山服务并非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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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钱并不等于就能登顶成功
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登珠峰公司，便是西藏圣山登

山探险服务公司。

钱报记者联系到了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他介绍说，今年5

月他们公司负责协助的 22 人全部登顶成功，人均缴费 35 万

元。

但他也指出，珠峰不是光有钱有装备有人协助就能去

登。身体素质和登山经验只是最为基础的要求。攀登 8000

米以上高峰前，还必须从 5000 米、6000 米、7000 米逐级向上

推进，并且获得相关认证以及登顶证书，“国家体育总局有规

定，就是为了保证安全。”

据了解，在国内，只要是攀登7000米以上的高山，登山者

都需要向国家体育总局报备和批证，如果涉及商业登山，那么

这些相关的手续事宜就都由像他们这样的正规公司来负责，

不过登山者们也都必须实打实的逐级攀登才行。

圣山公司接收申报的登山队员，必须要有6000米以上山

峰的登高证，“6000 米就相当于一个小学毕业证。这一点很

严格，不能跨级登山。”

如果是登珠峰，报名时就必须要提供8000米以上山峰的

登顶证，以及近半年内的体检表。如今，为了尽可能保险起

见，王建斌记得，队伍集合时还要在拉萨进行一次体检。

中国登协此前也曾表示，坚持登山许可的审批制度，还是

从登山者的安全角度出发。

可就算要求做到最严格，服务做到最好，一般来说，能登

顶的也只有50%。

有时，一点点天气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登顶，哪怕只有

一步之遥。

但在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王建斌告诉记者，要求相对比较

宽，攀登人数是国内的两三倍，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让当地很

多登山公司互相压价，甚至降低攀登要求，“夏尔巴人都不够

用，这其实有很多潜在安全问题。”

数据统计，登顶珠峰的死亡率已经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5.6％降至现在的1.5％。

美国登山家乔恩·克拉考尔在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

带》中写道，这类统计数据让登山“菜鸟”们对一项原本挑战极

限的运动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连 1953 年完成人

类首次登顶珠峰壮举的希拉里，2008年去世前也曾表达对当

代人“游戏珠峰”态度的厌恶之情。

登珠峰要花35~45万元
王建斌和潘正胜的此次登山经历中，便有着登山公司的

支持。据多位攀登过珠峰的登山者证实，目前只要身体等各

项条件允许，花费 35 到 45 万元，以及至少 55 天的时间，便可

在登山公司的协助下攀登珠峰。

我国的商业登山，也有十几年的发展。

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主任次落向钱报记者介绍说，

1955 年-1979 年是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步与快速发展阶

段。1958年，中国登山协会正式成立，同年颁布《登山运动员

技术等级标准》。1960 年 5 月 25 日，中国登山队从世界第一

高峰——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

1980年-2000年之后，我国现代登山运动进入了发展转

折时期和多元化发展阶段——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

《外国人来华登山管理办法》；1997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国内

登山管理办法》，并于 2003 年修订后重新颁布。这两个办法

是在我国行政审批法颁布实施以后仍然保留的少数体育法

规。

1999 年，王勇峰、马欣祥就已率先尝试开展了两次带有

商业性质、参加者完全自费的青海玉珠峰登山活动。同年，西

藏登山学校成立。

2000 年初，国家体委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

会，调整了我国登山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山探险由此逐步探索

出社会化、商业化的路子。

商业登山，是为实现客户目标、有组织地开展的登山服务

活动，通常包括整个登山活动前期的咨询与指导、实施过程中

的训练、安全保障与后勤保障等各项服务。

2001 年，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成立，这是我国全新的高山

探险商业操作模式。

随着高山探险人群的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

组织海拔5000米以上山峰的高山探险活动。

“偷登”珠峰者大多是无力支付服务费
“风险大、不确定性强、成本高、要求高，这些都是登山者

必须面对的现实。”次落说，在高海拔登山活动中，人们不仅要

面对低氧、低温、低湿度、强紫外线的气候环境下身体出现的

各种反应和伤害，也要面对滑坠、雪崩、滚石、裂缝等挑战，活

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因此这就要求参与者具

备相应的装备和技术驾驭能力，要求组织者具备保证客户安

全的基本能力，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风险管理、组织管理能

力，并做好紧急预案。

次落认为，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专业化水平、探索专业化服

务模式转型都是目前国内商业登山机构需要不断提升的内容。

近年来，中国在珠峰国际登山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管

理模式逐渐成熟。

西藏登协副秘书长白玛赤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欢

迎所有人来西藏登山，但都要从专业角度对登山者负责，“除

了安全问题，西藏不盲目承诺大幅增加攀登人数的另一个考

虑，则是珠峰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

即便拥有良好的保障和日渐成熟的商业体系，但面对增

长更为迅速的探险人群，安全问题时刻警醒着这个领域，即便

现在已经拥有较强大的救援能力和装备。2012年5月26日，

珠峰南坡就因为同时冲顶人数太多而不堪重负，出现“大堵

车”，导致 4 名登山者丧生。而北坡虽然登山人数不多，但来

自西藏登山学校的向导和协助经常供不应求。也正是在这一

年，国内山难人数达到45人，其中不少属于“偷登”。

钱报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偷登”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因

为无力支付相对较高的服务费。

而在珠峰上，关于遇难和施救的争议一直存在。“在8000

米以上的环境下，即便有人在你身边遇险，如果没有很精准强

力的救援协作，对此一般都无能为力。”石磊也告诉钱报记者，

在过往的岁月经历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那种极端环境

下，你能做的选择并不多。”

“男子倒在珠

峰上”新闻事

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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