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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日，4名地质调查员按

照计划，徒步进入哀牢山内部，翻过

山脉到达玉溪市新平县完成预定任

务。他们本计划于 13 日下午或 14

日上午下山，但并未在计划时间内

下山。

这 4 名人员此次进山为开展

森林资源调查，携带有罗盘、工兵

铲、铁锹等工具以及约 1 天半的口

粮。4名失联人员中，最大的 32岁，

最小的 25岁，都曾当过兵。

可谁也不曾想到，这是他们最

后一次执行任务。

前几天，搜救人员主要围绕失

联人员遗落的巧克力、饮料等证据

线索进行搜寻。11 月 20 日，据救

援行动的前方指挥部介绍，在对失

联人员简易宿营窝棚的下游方向

进行地毯式搜索后，除发现了工作

人员排泄的粪便外，在粪便下游两

条小溪的交汇处继续行走一公里

左右又发现了一件雨衣碎片，经过

比对和失联单位的驾驶员进行确

认，确认这件雨衣就是失联人员携

带的物资。

11 月 21 日 18 时 33 分，搜

救指挥部接到搜救人员报告，在

哀牢山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调

查样地东南方向直线距离 1.85

公里处发现 3 名失联人员，已无

生命体征。指挥部接报后，立即安

排在附近搜救的 6 支救援队伍进

行接应，并在距发现失联人员地

点直线距离 3.58 公里的老鹰塘

设置接应点。

同时，以发现地点为中心向四

周对第 4 名失联人员展开地毯式

搜索，11月 22日 8时 32分，发现

第 4 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

目前正在开展遗体转移工作，相关

原因正在深入调查中。

事实上，地质调查工作总是面

临一定的风险，除了森林调查，与其

相关的还有各工种的地质调查员、

地质勘探员，他们的工作十分艰苦，

也极具危险。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哀牢山位

于中国云南中部，为云岭向南的延

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

线，也是元江和阿墨江的分水岭。哀

牢山分布范围很广，涉及楚雄州的

楚雄市、双柏县、南华县，普洱市的

景东县、镇沅县，玉溪市的新平县，

仅在普洱市镇沅县的面积就达到

13.5 万亩。

哀牢山有多凶险？山高坡陡，地

形起伏变化强烈，气候垂直分布明

显，原始森林雾气重，无道路，无通

讯信号，这一切都给野外活动带来

困难。

云南 4名地质调查员遇难令人扼腕

野外工作，

究竟要面对什么？

地质勘探，究竟是个怎样的工

作呢？网上流传这样一个地质勘探

专业毕业生调侃式的描述———“常

年待在深山里，有地儿挣钱，没地儿

花钱”。

这份充满神秘感的职业究竟是

怎样的呢？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教授吕红华解释说，首先要搞

清楚地质勘探的目的，通常包括矿

产资源的普查与勘探、各类地质灾

害勘察、工程勘察、服务于地球科学

研究的地质地貌考察等等方面。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地质勘

探应用广泛。简而言之，凡是工程建

设，需要事先搞清楚地下地质情况。

任何一项工程在施工前，必须做好

对场地地形、地质与水文等状况的

勘探和测绘工作。

当地质勘探员对一定地区内的

岩石、地层、构造、矿产、水文、地貌等

情况进行调查时，除了可能要带地球

物理、测绘等方面的仪器，还可能需要

携带地质罗盘、地质锤、卫星电话、手

持GPS、笔记本电脑等小型设备和工

具，若野外考察与勘探工作时间较长，

更需要携带足量的食品、饮用水等。

事实上，地质勘探工作不仅服

务于国家战略资源储备体系，也能

服务于一般民用需求。整个行业的

兴起也带动了高校相应专业的开

设，就业前景也一度非常广阔。吕红

华认为，“地质勘探工作的环境虽

然艰苦，但意义非凡。”

纵览天地，格物致理。这是很多

地质学、地理学专业人士毕生追求

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野外考察与勘

探不仅只是地质类专业的需要，地

理类专业，特别是自然地理学，也需

要开展野外考察工作。吕红华表示，

“这两大类专业都需要到野外进行

实地调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

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在吕红华多年天山野外科考的

经历中，也曾遇到危险，也曾有让团

队“倍感紧张”的经历，一行人由于

天快黑想要更快地下山，走了一条

小路，没想到尽头却是悬崖！

在野外，可能既有来自大自然

突发灾害的危险，如山区天气突变引

发的洪水、泥石流等，也有因个人忽

视大意导致的危险，在山区考察就需

要“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一

方面要防范这些可能的危险，另一方

面更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吕红华解

释说，“只要准备充分，有相应的知

识储备和随身装备条件保障，就能做

到遇事不慌。”“比如在山区沟谷里

突然发现洪流来了，就一定要往两边

地势高的地方跑，而不是顺沟往下

跑。在进行野外考察前，需要全面了

解相关的自救知识。”

“出野外一定要做好全面充足

的准备，无论是装备上，还是心理

上。”吕红华说，“对于野外科考工

作的热爱，更应该体现对自然的敬

畏之心，因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

对团队其他成员负责。”

这两天，4名失联人员的遇难，

在野外工作者和户外爱好者圈内，

形成了极大的震动。

“猫盟”的工作人员宋大昭就

是其中之一，作为保护猫科类动物

的公益组织，十多年来，他跑了很多

地方，“有猫的地方就可能有我们。

这些猫可能在高原山地，可能在荒

漠，可能在南方潮湿的雨林，可能在

华北干燥的森林……”

野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呢？宋大昭说，大自然很美，也很真

实。荒野并不是停留在照片和朋友

圈里的色彩与光影，那里有最真实

的风、温度、雨雪、寒冷、炎热、干燥、

毒液……

一旦进入野外，人类便回归到

史前的某个状态，你需要面对来自

自然的一切，无论是它的美好还是

残酷。

很多人都问宋大昭：“你们遇

到过危险吗？迷过路吗？”

作为一个野外“老司机”，宋大

昭说：“每次出野外都会遇到危险，

我在山上迷过无数次的路。”宋大

昭在出野外之前，都会事先做好各

种准备，从天气预报到当地的地形

地貌；远一点的路线，在哪里休息哪

里可以宿营，都会在卫星地图上详

细做好规划。

准备得越充分，在陌生的环境

里，就不会偏离预设路线太远。在户

外圈里有这样一句话：“玩户外就

已经很不理智了，因此出去后要每

一步都理智。”

宋大昭表示，在森林里迷路是

非常正常的事，特别是在山上找动

物痕迹的时候，你总要到处走走看

看，很容易就会偏离了兽径。而他能

做到的是：不管怎么迷路，都能在

100米内找到路。

每一次出野外之前，宋大昭都

会把自己做好的路线计划生成一个

备份文件，备份的原则要体现在各

个地方，比如食物，如果你上一天

山，那就要准备两天的食物。再把备

份文件发给朋友，并且告知行动计

划，以及救援窗口：“如果我多久没

有消息，那就赶紧来救人。”

在野外工作，合适的装备很重

要。“这个合适，一个是要与所处的

环境相对应，另一个是要和你的身

体搭配。”宋大昭打了个比方，在云

南潮湿的森林里，一双 30 块钱的

军胶鞋比一双 2000 块钱的登山鞋

更合适，因为它的橡胶底很软，在湿

滑的树干和石头上更不容易打滑。

但是在高原覆盖着雪的流石滩上，

一双全皮的中帮登山鞋就更加适

合。

宋大昭在野外经常能看到工作

人员身穿迷彩服，其实这非常不适

合野外作业，迷彩本身不是问题，问

题在于它的面料，无论是纯棉还是

涤棉混纺，都是不适合户外活动的

服装面料，因为湿了不容易干还很

重，挡风性能有限、保暖性能也不

行。

宋大昭常会对同事说：“要会

认怂。在山上没把握了就撤，安全第

一，任务第二。”

事实上，每次去一个陌生的地

区做调查，宋大昭在上山前都很紧

张。山上好不好走？体能是否跟得

上？需要准备多少食物？林子密不

密？是否需要过水？是否有断崖？

……这种紧张情绪会驱使他一遍又

一遍地看地图，努力确定最佳的路

线，并反复确认自己的装备是否合

适。

等到一切就绪准备出野外时，

宋大昭要做得就是尽情享受荒野的

魅力，呼吸新鲜的空气，寻找野生动

物的蛛丝马迹。

晨报记者 荀澄敏

4名地质调查人员失联遇难， 让位于云南省中部的哀牢山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也让森林调查、地质调查、地质勘探……这些远离普通人生活的陌生词汇，进入到

了聚光灯。哀牢山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他们为何需要走进荒山野林调查？这些

调查意义何在？

记者联系了资深的野外工作者和专业的地质学专家， 听听他们讲野外工作的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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