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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户外运动十分火
热，社交媒体的推动是重要原
因之一。但是，由于许多新手
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不足，导致
事故频发。

“社交媒体上，很多户外路
线的宣传是‘有腿就行’，一些
户外团队也会告诉参与者‘只
要人来就行’。但实际上，这里
面有很多问题。”蔡阳说，户外
环境中存在诸多风险，比如失
温、中暑、滑坠、迷路、蛇虫叮
咬、突发疾病等，“不要轻视户
外环境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风
险，你能想到的或是想不到的
意外都可能发生。一旦发生
了，如何应对非常重要。”

此外，拥有正确的心态也
很重要。很多新手抱着“人定
胜天”的态度参加户外活动，往
往会忽视潜在风险，置自己于
危险境地。“在自然面前，个人
脆弱且渺小。我们应该本着敬
畏自然的心态，投入到这项运
动中来。”蔡阳说。

“冰峰溪谷”也表示，许多
新手抱着“完赛”和“冲顶”的心
理加入户外运动，不走完全部
线路不甘心。这种情况下，领
队应该遵循“短板效应”，即以
队伍中能力最弱的人为优先考
虑。例如，团队中有12个人，
11个人认为过河没问题，但有
1个人胆怯不敢过，领队就不应

该劝说这个人过河。
在“冰峰溪谷”看来，户外

运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户外爱好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经
验、能力、装备等情况，选择匹
配的路线。“每一次户外运动都
难以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只
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尽可
能降低风险。”他说。

自从经历惊魂之旅后，福
慧逐渐淡出了徒步圈，转而约
上三五好友到山里露营。她
说，她所在的户外组织有时下
雨天也会去爬山、溯溪，但她再
也没有参与过，因为“看着害
怕”。

（楚天都市报）

浙江台州石人峡溪流“食人”背后：

部分户外AA团号称“有腿就行”
6月2日，废弃的浙江台州石人峡景区内，2名驴友在横渡溪流时，不幸

被急流冲走遇难。记者了解到，遇难驴友中有一人是领队，此前多次带队参
加户外活动。此外，此次活动为AA约伴，发起者自称“公益户外组织”，出
发前标明“风险与责任自负”。

近年来，户外AA团颇受欢迎。它们加入费用低，具有公益性。但许多
新手对户外活动的风险认知不足，而组织者通常会在事前用免责声明规避
风险，这让户外AA团暗藏安全隐患。

一段网传视频记录
下2名驴友遇难的生死
时刻。视频显示，一名红
衣男子和一名背着大背
包的白衣女子尝试借助
一根有弹性的绳子渡过
溪流，但因溪水暴涨，水
淹至膝盖，白衣女子一脚
不慎踩空。红衣男子转
身相救，也被带入水中。
岸边多人努力拉绳试图
救援，2 人挣扎几分钟
后，绳子断裂，他们被激
流冲走。

黄岩区屿头乡官方
人士曾向记者介绍，多年
前，因开发商资金链断
裂，石人峡景区烂尾，从
未正式开放，也未在政府
备案对外销售门票。

据媒体报道，遇难男
子是户外运动领队，宁波
人，网名叫“万万没想
到”。网传截图显示，事
发前，“万万没想到”发布
组团公告称：6月2日，石

人峡至布袋谷环线徒步，
距离15公里，预计耗时6
小时，建议拼车费用每人
125元。公告特别注明，
此次活动为AA约伴，自
愿参加、风险自负、责任
自担，组织者不负责任。
活动主办方为“乐嗨客户
外部落”。

“乐嗨客户外部落”
微信公众号介绍，其为宁
波公益户外组织，每周组
织 AA 约伴户外活动。
记者检索其过往信息发
现，“万万没想到”是领队
之一，多次带队参加活
动。

2020 年“乐嗨客户
外部落”年度总结写道：
当年组织了 44 次一日
徒步登山活动、7次外线
活动、1次急救培训。其
活动 QQ 群显示，该组
织拥有超过 1000 名群
成员。目前该QQ群已
被禁言。

在户外圈，石人峡
是比较火热的打卡地。
虽然早已废弃，但该景
区因拥有高山流水、瀑
布飞溅的景色，被称为

“台州小九寨”。在户外
圈社交平台“两步路”搜
索可发现，多人曾经打
卡石人峡至布袋谷环
线。该线路全程约15公
里，落差约700米。

来自浙江省乐清市
的户外领队“阿龙”曾于
去年9月带队前往石人
峡。他告诉记者，按照
路线长度，石人峡有大、
小两条环线。但无论是
大环线还是小环线，此
次发生事故的水潭都是
必经之地。在枯水期，
石人峡比较适合徒步，
甚至有很多没有专业徒
步经验的亲子团前往。
但徒步难度并非一成不
变，往往需要领队根据
具体情形做出判断。“比
如大雨时，路线湿滑，这
时候就有危险了。”“阿
龙”说。

有着10年户外领队
经验的蔡阳表示，暴雨
后的石人峡十分危险，
不适合进行户外活动。

他说：“户外运动中有句
老话叫‘欺山不欺水’。
有的水面看似平静安
全，其实下面暗流汹
涌。连续2天的暴雨，对
于普通徒步者是巨大的
危险。”

蔡阳介绍，如果在
徒步中碰到“不得不渡”
的水域，一定要遵循“渡
河系统”，比如绳索不可
以和水流方向成90度，
否则人一旦因为失误滑
落，就会变成水流中的
受力顶点，形成“死亡V
字”，“那样的话，10 个
人、20 个人都拉不回
来。”而在实际中，“不得
不渡”的情况极少，大多
数情况下都能及时调头
或更改路线。

另外，蔡阳认为，此
次事故视频中出现的弹
力扁带，也不能用作渡
河中的牵引绳。扁带弹
性较大，容易产生形变，
从而使被牵引者失去重
心。水域救援时，常用
绳索是静力绳。这种绳
子弹力系数低、延展性
差，绷紧后会像护栏一
样，可以帮助被救者稳
固重心。

37岁的福慧曾连续2年
跟过福建的一个中老年户外
AA团。有一次，她和队友差
点就回不来。

“去之前，我们以为是休
闲路线。领队年纪比较大，忘
记了后半段路线，把我们带到
没人走过的悬崖峭壁，不小心
一脚踩空就会没命。”福慧
说。如今回忆起来，她仍觉得
心惊胆战。当时队伍里有很
多新手，还有2位超过70岁的
老人，队友平均年龄50岁左
右。所有人都没有带专业登山
设备，唯一的一根绳子是队员
带的用于拉货的细绳。同行的
另一位领队急得都快哭了，说
自己家里还有老人，下次再也
不来了。庆幸的是，最后大家
手脚并用翻越悬崖，一群人顺
着溪流走到了正常路线。

近年来，户外运动风靡一
时。户外费用较低，参与者自
带饮食，只需分摊交通费，还
能结伴交友，因此颇受欢迎，

许多“户外小白”纷纷加入。
AA团门槛不高，通常由领队
对参与者进行初步筛选，比如
询问是否有户外经验、是否有
基础疾病等。

福慧说，她参加户外AA
团是为了锻炼身体。她是北
方人，在福建没什么熟人，因
此每周都会跟团，不认识山，
也不认识路，“懵懵懂懂爬了2
年多。”

受到追捧的户外AA团，潜
藏着很大的安全风险。比如，
AA团的领队很多没有相关资
质，也不需要强制购买保险；由
于领队名义上并未收取费用，通
常会用免责声明规避风险。

有着15年户外经验的“冰
峰溪谷”告诉记者，一些AA团
虽然不收活动费，但会从车费
或其他费用中盈利。有的AA
团为了多拉人头多挣钱，对参
与者几乎是零门槛，许多人在
体能、技能、装备等方面并不
适合有难度的户外活动。

遇险者陷入“死亡V字”状况。

6月7日有驴友再探石人峡。

2名驴友被急流冲走

危险重重的“新手区”

盲目跟风与潜在风险

户外运动应循序渐进

驴友福慧参加徒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