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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钟闻廷（受访者
供图）

近日，4名地质队员在云南哀牢
山进行野外调查时遇难的新闻，被各
大媒体接连报道。据了解，他们中年龄
最小的25岁，最大的32岁，都曾在部
队服役，具有野外生存能力。事件发生
后，人们对野外探险作业的科研人员
致以敬意的同时，也对野外探险的人
身安全问题产生担忧。
那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户外探险

爱好者应该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为
此，半岛全媒体记者联系了青岛第一
响应应急救援队赵希勇队长，听他讲
述青岛户外“探险”和救援的那些
事……

野外危机四伏，一年救援
七八十次
赵希勇是青岛资深的户外运动达人，

2004年开始户外登山，曾亲自用脚步探出
了很多野外路线，并在2012年成为一名救
援志愿者。他常年义务参加各种山体救援
活动，希望把自己常年积累的户外探险知
识和能力用在拯救别人的生命上。
赵希勇告诉记者，青岛山体资源比较丰

富，市区的浮山、嘉定山、老虎山等城市公园
规划和建设越来越好了，周边的市民常常登
山赏景；崂山更是被誉为中国海上第一名
山，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慕
名而来，青岛本地的登山爱好者也不在少
数。游客众多的地方发生险情的几率也会增
加，尤其是一些热衷于所谓“探险”的“小白”
游客，他们往往没有受过专业的户外求生训
练，却偏偏喜欢特立独行，不走规划好的观
景旅游路线，反而是去野路探险。
据了解，光是因为“探险小白”遭遇险

情，世宝特救援队一年就能遇到七八十起。
特别是前几年，每到五一、十一假期，最多
的一天要参加七次救援。
在崂山山脉中，像海门涧、泉心河、石

门涧、扇子石都是险情频发地带。这些地方
位于崂山腹地之中，成熟的道路很少，一旦
深入之后真正能走出来的出口也很少，并
且很多小出口都隐藏在植物遮蔽之中，一
旦错过就容易迷路。赵希勇说，这些野路连
他和救援队员们都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
“有一次天黑后的救援，一公里的路，我们
七八个人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目的地。”
除了地貌困境，野外遇险最怕的就是

天气影响。赵希勇以崂山野路为例，“我们
经常接到石门涧、海门涧、泉心河等位置的
报警，这些警情中处于恶劣天气当中的占
多数。”赵希勇解释说，走崂山野路顺利的

话通常需要十个小时左右，早上八点之前
上山、下午五点之前下山是行程顺利的常
态。这十个小时中，就算提前预计了当天的
天气，也很难保证完全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这些意外包括，消散缓慢的晨雾影响视线、
突来的大风让体温下降，若再碰上雨雪，人
在失温后一个小时内得不到救援就会有生
命危险，“尤其是最近降温后，山里的昼夜温
差更大，即便白天温度能达20摄氏度左右，
而天黑之后气温只有七八摄氏度。”
即便是在夏季，救援的任务也有增无

减。人们通常认为只有秋冬天气寒冷的时
候才会因为人体失温而“冻死”，其实在夏
天“冻死”的案例也非常常见。“我们就在崂
山参与过很多起‘小白’驴友避暑之旅在迷
路后变冻伤的案例。”出现冻伤，主要是因
为夏季比冬季穿得少，人体在缺少衣物的
保护下散温更快。

教训就在眼前，但总有人
以身犯险
在与赵希勇聊天中，他给记者举了一

个例子。2013年，在崂山海门涧，一男子独
自一人走野路爬山，下午4点拨打110报
警，称自己的眼镜丢了，在山谷里迷了路，
也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我们接到任务
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但当时已经临近傍
晚，大风呼啸不说还飘起了中雪。我们十几
个人找了数个小时也没找到求助人，有好
几位队员甚至出现了失温的迹象。”而与此
同时，青岛的其他救援队也在组织人力兵
分多路进行地毯式搜索，但是在大自然面
前，人类的力量终究渺小，“我们持续搜寻
了十三天，才发现了该男子的遗体”。
2015年的泉心河，有年轻人逃票绕路

爬到了崂顶，返回时可能怕被工作人员发
现依然选择了绕开景点路线去走野路，结

果晚上八点依然没绕出去选择了报警，晚
上十点手机彻底失去了联系，直到六个月
以后，一位采蘑菇的村民在泉心河附近发
现了他的遗体……赵希勇说这样的例子有
很多，在他参与义务救援的近十年中，看了
太多的生离死别，“有亲友当场痛哭流涕地
感激，也有生命无法挽回的悲痛。”
对于现状，赵希勇说：“如今随着媒体

宣传得越来越多，再加上很多山因为护林
防火进行了封山，出警频率已经比往年有
所降低，但是依然无法杜绝。”
除了那些喜欢爬山的运动达人，还有

一些人抱有网红心态，专门为了在社交媒
体发一张不常见的照片获得关注而去涉
险，再就是盲目从众的人，觉得别人能去我
也能去，就毫无准备地深入危机四伏的山
脉腹地。“在我看来，那些有一定经验的爬
山爱好者还好，起码具备一定的体力和常
识，最怕的就是完全不懂又毫无计划、毫无
装备的人，他们没有准备就去野路探险的
行为无异于‘送死’。因为，去救援的人也要
克服山路的危险，他们又何尝不是在以身
犯险？”赵希勇有些无奈地说。

高科技在手，方位预测误
差不超一米
除了义务救援队队长的身份，赵希勇

也是一名爬山爱好者。从2004年开始登山
的他算是户外运动圈里的资深玩家，很多
救援的路线都是他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给
山路救援带来了争夺生命的时间。
据了解，每次接到110指挥中心下达

的救援任务，赵希勇总会在第一时间迅速
集结队员向事发地出发，因为赵希勇非常
明白，如果遇险者已经出现人体失温的体
征，无论什么季节，一小时以内都是最佳救
援时间，“超过一小时后，每一分一秒都有

生命危险。”
据赵希勇介绍，虽然崂山每年都有驴

友在野路身亡的案例，但近年的出警频率
确实已经下降了，2021年到目前为止，他
所在的世宝特救援队还没有遇到一起遇险
者在山路身亡的事故，“我觉得这得益于人
们的安全意识在提升，再就是救援队的救
援经验在增长。”
如今，一般情况下的报警都能够成功

营救，救援队员在接到警情后首先要安抚
遇险者保持冷静，不要惊慌，最好能精准描
述自己的位置。“我会跟报警者聊天，让他
回忆自己从哪开始上山，目的地是哪里，从
哪里开始迷路，周围有没有标志物，远处能
看见什么等等，越详细越好。”赵希勇深知在
深谷中迷路时手机保持电量的重要性，所以
他的聊天既要有细节也要简短概括，语气还
不能急躁，要稳住求救者的心态，所以他觉
得自己既是救援队长，也像心理谈判专家。
“如果天黑了或者身陷山谷里看不见路的时
候，我也会根据多年的爬山经验模拟求助者
的行走轨迹，如果大致路线没错的话，我脑
子里预测出来的定位偏差在30米左右。”
赵希勇颇为自信地说。
救援了十年，赵希勇觉得崂山山脉很

大，但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总是那几个，遇
险者从哪里出发、去哪里、在哪里迷路，他
的心里总会有个“第六感预测”。
除了市民安全意识的提升，救援经验

的累积，一些高科技软件的出现也给户外
探险安全提供了保障。赵希勇介绍说，像户
外助手、探险者地图等实用的APP软件能
够显示路书、队友位置、查看海拔、测量距
离等等，还有一些显示野路的卫星地图，这
些高科技的精准定位要比人凭经验的第六
感预测要精准得多。“我很高兴看到这些高
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样预测的误差都
基本不超过一米了。”赵希勇笑着说。

户外“打野”危机四伏，
野外探险屡禁难止，岛城资深救援专家提醒：险情不分季节，

对于救援队来说，山地救援的
过程最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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