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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节期间，一场暴风雪
突降西藏冈仁波齐景区，五名驴友
冒雪转山被困。救援持续26小时，
当地先后出动 118名人员参与搜
救，但最终两人不幸遇难，三人受
伤。

与被困的五人团队同日进山，
28岁的领队王紫辉也经历了惊魂
一日——2月 1日，他带着 11人的
队伍转山，察觉到暴风雪将至，他
中止了行程，带队迅速撤离，因而
躲过一场灾难。当获知有人被困
后，他又再次涉险进山，参与了搜
寻工作。

从事旅游行业的数年间，每年
王紫辉会带领游客在冈仁波齐转
山 20余次，他印象中，这片土地总
是变幻莫测，道路险峻，自然灾害
多发，终年常见死伤；但也因为它
的神秘和捉摸不定，吸引了一批又
一批信徒奔赴其中。

以下根据王紫辉的讲述整理：

暴风雪中的救援

大年初一下午五点左右就有
求救信号传出来了，因为暴风雪被
困的不只有他们（出事的五人团
队），还有当地的一些藏民。

当时我刚从冈仁波齐转山出
来，在塔钦（冈仁波齐山脚下的村
庄）的一家酒店，刚换下衣服准备
睡觉，“中国山行户外”微信群里的
人突然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出
问题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有人因为暴
雪被困在山里，人数不详。群里很
多人都知道那天我带着团队进山
了，他们就以为是我的团队出事
了。这时候群里也在说，附近有没
有领队，如果有经验、手上有装备
的可以进行救援。

我有过一些山难的救援经历，
我立即穿上我所有的装备，照明头
灯、户外对讲机、卫星电话，两根燃
烧棒往景区入口赶。那时候还在
下雪，地上的积雪我目测有五公分
厚了，能见度差不多五米。在冈仁
波齐的景区入口，我碰到了几个当
地派出所的民警，得知我的来意
后，他们同意我跟着一起搜救。

我们说的“转山”，就是指从塔
钦出发，绕着冈仁波齐峰徒步一
圈，全程 50多公里。如果是平时，
从塔钦到经幡广场这 6km路段是
可以乘车的，但那天路上积雪厚，
普通车辆根本开不进去，我跟着三

名民警组成一个搜救小队，从入口
到天葬台，我们全程都是小跑行进
的。

那天我们搜救的重点是止热
寺周边上下 10公里的区域。只要
是熟悉冈仁波齐的都很清楚，在低
海拔路面平缓的地区，通常不容易
遇到困难。而止热寺处在路线的
中点位置，海拔超过 5000m，那通
常是最容易出现险情的地方，因为
人一旦徒步到那里，身体肌肉已经
开始受不了了；而且止热寺后面全
是急上坡，路比较惊险，对于外地
游客来说，没有克服高原反应的
话，走那片路会相当困难。

我们当时直奔止热寺，路上都
没有多做停留。晚上9:00左右，在
无量寿峰通往止热寺的路上，我们
发现了第一拨被困人员，是当地的
几个藏民，他们当时躲在路边一个
角落避风，身上裹着自带的塑料
布。他们是早上出发转山的，但还
没到止热寺就被大雪困住了，我们
把他们安排到附近一家已经关门
小茶馆里，生上火，让一个民警留
下来陪同，我们剩下三个人继续前
行。我们三个人商量好以路边 50
米的距离为搜索范围，以三角模式
去搜索。

路上风雪越来越大，到处黑压
压的一片，比如像河道这样的地
方，积雪最深差不多已经在膝盖的
位置了。一起搜救的那几个警察，
他们都是当地的藏民，他们一边走
还一边念经祈福。说实话我自己
也是有点紧张的，我当时就在想，
这些傻小子（游客）在搞什么，我本
来在下面好吃好喝的，明天就准备
回家了，现在大半夜跑来搜救，不
知道会不会挂在这里。

夜里12点的时候，在卓玛拉垭
口附近的一个小天葬台，我们发现
了一位遇难者。他穿着黄色防寒
服，靠在一个大石堆后面，看样子
是想要避风雪，身边只有一个背
包，没有睡袋和其他的防寒工具
了。我们检查了他的呼吸、脉搏和
心跳，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因为要搜寻剩下的人，我们继
续往前走，没多久，又在天葬台附
近的一个补给点发现了一个想转
山的藏族小伙子，他身体已经被轻
微冻伤了，因为照明设备不够，一
个人又不敢往下走，就打算在补给
点躲一天的风雪。

也是差不多这时候，身边的民
警对讲机里收到通知，大意是（另

一边队伍）也搜到人了正在想办法
下撤，我们作为头批进山的，对方
也通知我们准备下撤。凌晨 1:00
我们带着被困的藏族小伙到止热
寺集合，经过特殊改装的特警车接
上我们开始往回撤。一路上我看
到很多普兰县的特警还有消防员，
那辆接我的车把我送到酒店门口
后，又继续往山里去了。

我就参与了这一次搜救，到现
在也不知道我们找到的那位死者
的身份。官方的搜救持续了好几
天，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他们也是在
卓玛拉垭口附近找到了更多的被
困人员。那是整个转山过程中最
难攀的位置，下雪之后它的实际海
拔快接近 6km，它前后有“急上”

“急下”两个缓坡，很多石台阶，平
时都需要彼此搀扶着徒步翻过，下
雪天全是冰，搜救难度非常大。

（注：据此前公开报道，此次事
故中，涉事 5人因不顾气象部门的
风雪预警和当地公安民辅警、群众
劝返告诫，仍前往该地区，而导致
被困。遇难的两名人员因身体长
时间处在极端寒冷、极度缺氧条件
下，失去生命体征。）

“云团每分钟以4公里的速度
移动”

这大概是我做旅游行业以来
离死神最近的一次了。现在想来
有点后怕，因为我是跟那个出事的
团队同一天进山的。

我是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在
雪山脚下长大的孩子。父辈是登
山队员，我从小就开始玩登山和户
外探险，最好的成绩是2016年登顶
了珠峰。在2020年以前，我只是在
每年的工作间隙会组织几次西藏
的户外游。但后来遇上疫情，资金
流转不够，我把经营的 4S店关了，
和朋友在西藏注册了国际旅游探
险公司，开始全职做领队，主要做
冈仁波齐、珠峰环线的一些户外
游，穿插一些自驾游。

这次我组织了一个 11人的团
队，都是经验相对丰富的户外玩
家。对于长期玩户外的人来说，冈
仁波齐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堪比珠
穆朗玛。每年的藏历新年或者正
月春节，我都会组织队伍去转山祈
福。

通常很多人都会建议 11月以
后不要转山。但我习惯是根据天
气判断，出发前我查了卫星地图和
天气预报，我知道会有寒冻，但并
不知道会有特大暴雪。

（注：根据资深专业领队建议，
每年 5月-10月，是较为推荐转山
的时节，藏区雨季已过，天气适宜；
11月至来年的 4月，冈仁波齐峰容
易降雪，而且因为景区11月以后关
闭，没有补给，不适宜转山。）

这次团队人数多，我特意安排
了两个领队，我作为主领队检查队
员装备和他们的身体状态，安排行
程；副领队负责给我们准备一些后
勤的事情，比如氧气。

我们提前三天从拉萨出发，在
除夕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塔钦，
计划在那里过年。那天塔钦街上
很热闹，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外地来
过年的游客。我们在酒店也碰到
一群玩房车的，他们说不去（转山）
了，打算在山脚附近玩玩。

这次在山里出事的那个团队
中姓唐的成员，那天我去超市买补
给的时候还碰见了，他经常在冈仁
波齐附近转悠，我们都脸熟，后来
有人说他是领队。我当时注意到
他装备比如冲锋衣、帽子之类的都
比较一般，防寒性可能还不如当地
藏民，但我不知道他们其他队员的
情况如何。

除夕晚上吃完饭放了烟花，大
年初一凌晨两点我们就出发了。

因为除夕那天已经飘了一天小雪，
到我们出发时路上积雪大概可以
没过鞋子。冈仁波齐夏季飘雪也
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当时都没特
别放在心上。

以止热寺为分界点，冈仁波齐
转山整条路线大部分人都会分两
天走完。我们前半程一切顺利，
（大年初一）中午12点左右，我们在
止热寺吃完饭，就发现天气有点不
对了，雪一直没停，风向也特别乱，
我们打开卫星云图，每隔10分钟确
认一次天气情况。

天气越来越坏，在卓玛拉垭口
走急下坡时，能见度不足 10米，当
时我已经看不太清路了，只能根据
之前的经验和GPS探路。

那天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终
于翻过了卓玛拉垭口，下午四点到
达不动钉的补给点。这时候我们
离镇上还有25公里，如果按照原计
划走下去，晚上七八点左右我们才
能到塔钦。

这一路上，卫星云图一直在
变，显示云团以每分钟 4公里的速
度移动，提示了红色预警。这时候
空中飘着的也不仅仅是雪了，还夹
着冰碴子，按照过去的经验，这恐
怕是暴雪的前奏了。

我们立即决定中止行程，我打
电话给附近的藏民，喊了两台车，
1500 块一辆，把我们从不动钉接
上，我们出来的时候路上积雪也挺
深了，当地藏民有一定的驾驶经
验，撤出到塔钦全程用了30分钟左
右。

后来我听当地人说，这是当地
近五年来难遇的特大暴雪。在我
结束搜救后的那几天，“中国山行
户外”微信群里面的呼叫也一直没
断过，“40冰川出现事故了”，“萨普
神山有人撞车了”，总之各种各样
的事故特多。因为这场暴雪，感觉
很多地方都处于特别紧张的状态
中。

“一块石头丢下去，能砸到好
几个所谓的领队”

在冈仁波齐，一年中的任何时
候你都可能看到有人在转山。在
西藏，转山，转水、转佛塔、都有祈
福的意义，而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
的发源地，被视为圣山、世界的中
心，已经成了西藏最热门的旅游线
路之一。

2014年马年是近几年人最多
的时候（注：按照地方习俗，通常认
为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
圈，相当于常年的十三圈），我带了
10多个来自迪拜的老板去转山，当
时人多到什么程度呢，酒店大堂里
的一个沙发如果你想躺一下都要
被收七八百块钱。

全职做领队以来，这条线路我
一年最少要带队走 20 次，每年 4
月-11月是转山的旺季。我的客户
都是从各大平台找来的，有想要挑
战自己的，有祈福的，也有来旅拍
的。冬天天气转寒，景区通常11月

15号就关闭了。对游客来说，转山
没有门槛，通常买一张门票直接就
进去了，景区如果关闭的话都不需
要买门票，周围都是大草原，随便
找个入口就走了。

这几年西藏旅游越来越热，领
队门槛也越来越低。我们私底下
经常开玩笑，比如在大昭寺每天下
午喝茶晒太阳的地方，一块石头丢
下去，能砸到好几个所谓的领队。
很多人通过一台手机开个自媒体，
就号称自己就是领队，但他的专业
知识可能还不如一个游客。

专业的领队不仅要能解决吃
住，还要能应对风险。 这次发现遇
难者的地方，卓玛拉垭口到不动钉
的位置，放在平时也是最容易出问
题的地方。

我经历过最危险的情况也发
生在这一块。去年11月，我带了两
个香港的客户去转山，结果到卓玛
拉垭口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严重的
高反，其中一个人一步都走不动，
就说想死在那个位置，另一个人也
体力不支，两个人都有失温症状。

那个时候如果叫救援，车辆是
没法到达这个区域的，等救援队徒
步找到我们，估计都快凉了。我当
时背起一个人，把裤带解下来拖着
另一个人走。他们两个人都挺胖，
对我的体力是极大考验，我每背10
多米就停一下。我也出现了不适，
后来去医院查出了骨裂和肺水肿，
过程中有点咳血。当时怕走不出
去，我甚至把遗书都准备好了。

每次带游客走这段路时，我会
特别注意，从止热寺上面一段缓行
的区域开始帮他们调整心率、动
作；一旦上了天葬台的位置就急上
不停，因为这段路是路程中海拔最
高的区域，人一旦超过两个小时在
上面的话就会出现供血不足、脑缺
氧、低血糖的状态，那时吃巧克力
根本就补救不了；到了后面急下的
位置也要特别注意，有很多乱石
岗，坡很陡，稍不注意就会滑下去
受伤。

带队前我们也会做些预防工
作。比如我们都要跟客户提前签
合同，强调几点：事先体检，告知身
体情况；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由
领队去判断，不得脱离队伍或者是
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如果遇到受
伤或意外情况，将由我们公司跟保
险公司协商。

出了这次事故后，我们也在讨
论，除了暴雪的原因，大家还是会
觉得这些年轻人不够专业，太马虎
大意了。这次经历对我影响也挺
大的，因为自己那天也在带着队伍
转山，如果一不小心，发生这些事
故的可能就是我自己团队里的人。

现在我会感觉我目前的装备
还不够，也在思考之前的安全措施
是不是不足。

另外也不得不承认，在西藏玩
了这么多年的户外，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能轻易说对西藏的天气、地理
很熟悉。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你
永远猜不透，它的魅力也在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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