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台州两驴友
横渡废弃景区急流被冲走
失联已超过18小时，警方介入调查，搜救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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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一男一女两名驴友在横渡浙江台州石人
峡景区一峡谷急流时，意外落水被冲走。截至记者发稿
时，两人已失联超过18小时，情况非常危急。事发后，
当地的公安、应急等部门以及民间救援力量都在全力搜
救。截至6月3日11时，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6月3日下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应急管理局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宁溪警方已介入调查，失踪
人口仍在全力搜救中。最新进展仍需等待官方通报。

网传落水视频长达3分多钟。视频显示，一名红衣
男子和一名背着背包的女子，在借助绳索穿越一处溪流
时，因为水流湍急被先后冲倒，旁边的队友焦急呼喊，并
尝试将两人救起未果，随后绳索崩断。两人被冲走。

据悉，事发地点是浙江台州黄岩区石人峡。公开资
料显示，该景区是一条纯天然的自然峡谷，位于黄岩区
屿头乡石人峡村，村内高山流水，瀑布飞溅，被誉为“台
州的九寨沟”。

据媒体报道，事发后，台州市飞马应急救援队参
与了现场救援。黄岩区应急管理局回应称，事发时间
在6月2日中午12时35分许，有人事发后报了警，应
急局接到情况后组织了两批救援人员前往搜救，也有
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置。

位于事发地点附近的一家面食商户王玲（化名）告
诉记者，该地方目前处于废弃状态，“原本是开发做景区
的，但后来资金链断了。”王玲称，由于该废弃景区不收
费，过来游玩的人数尚可。

据王玲介绍，该废弃景区上方是峡谷，下方是水库，
游客大多也是为峡谷慕名前来。“原本过溪流处是有桥
的，但几年前被雨水摧毁，只能借助绳索穿过。”

“其实，落水的地方挺好走的。但因为，这两日台州
这边一直下雨，导致水位高涨，不太好走，等水少一点是
可以走的。”王玲称，失联驴友赶的时间点也不对，正好
这两日下雨。

另据报道，石人峡曾是一个收费景区，现在已经废
弃，但因为沿途有步道、吊桥、瀑布等，成为当地户外圈
有名的徒步和玩水圣地，出事地点本来水流并不湍急。
此外，记者注意到石人峡位于布袋山风景区附近，但该
风景区工作人员表示，石人峡不归景区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6月1日到2日，当地曾连续发布暴
雨预警。此前据黄岩区气象台预警消息，受冷空气和南
海热带低压共同影响，6月1日14时7分将暴雨蓝色预
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直到6月2日10时
20分才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黄岩区气象台也提
醒，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次生灾害影响。

专家说

户外专业人士称：他们犯了6大错误
“对方在天气、线路、横渡方式、绳索、携带装备以及

应急预案6个方面都没做好。”有户外专业人士表示，这
起事故中，从组织者到失联者，再到画面中的施救者，都
缺乏基本户外自救常识，多环节的错误叠加，导致了目
前这一结果。

公益人士、户外救援专业人士王英颉告诉记者，进行
户外运动时，首先应掌握天气情况。此外，组织者抵达现
场后，应该根据现场情况，对路线最新情况做评估。他认
为，视频中该团队没有避开雨季，且线路需要横穿涉水山
谷，在这个季节和这个地势，应考虑到随时会暴发山洪。

王英颉表示，户外运动本着欺山不欺水的原则，若
前行路上有河流阻断，应选择原路返回或者从山上绕
行，不可冒险涉水。需要横渡急流时，也应首选搭建离
水横渡系统，例如用树木搭桥或者绳索横渡系统，尽量
不让人从水里过。

他表示，对方辅助过河使用的软连接，软连接在水
中，无法帮助人抵抗洪水的冲击力，应使用竹竿或者绳
索在离水状态将两头拴紧。

“视频中只设置了保护绳，没有设置牵引绳，所以人
掉下去两边没法拉。”王英颉称，通常情况下，过河时应
设置两条绳索，渡河遇到危险时，岸上的人可以用牵引
绳将河里的人移动，视频中的情况，即便人被拉得站立
起来，也还在原地。

此外，他表示，视频中用的绳子不是专业绳索，像是
拖车时用的扁绳。

“人能涉水的深度为大腿根部以下，超过这个深度，
人力已经无法抵抗水流，人包分开过河，否则背包会成
为你的累赘。”王英颉说，视频中这种情况，原本或许还
有最后救援机会，即松开一侧扁绳，并在松开侧末端打
三个大结，从单侧往上拉或许还有机会。

锐评

珍惜生命敬畏自然 莫因户外成意外
两名落水者尚在搜救之中，我们在期盼他们平安归

来的同时，也应从中汲取深刻教训：从视频上看，两名
“驴友”所处之地水流湍急，脚下站立不稳，手上晃晃悠
悠，其中一名白衣女子失去平衡跌倒后迅速被水流淹
没，并掉入下方形成的瀑布状深潭……这一幕让人悚然
心惊的同时，也令人感叹大自然的威力。

近年来，户外运动探险在社交媒体上逐渐出圈，不
少都市人群纷纷加入，希望在大自然中寻找“不一样的
体验”。更有甚者，为了追求刺激，在没有充分准备或条
件不成熟、缺乏安全保护的情况下，便盲目“打卡”所谓
的网红线路尤其是野生线路，频频酿成险情。

今年5月，江西一女子徒步武功山途中出现失温，
经救援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就曾引发广泛关注。据当
地气象部门监测，当天武功山曾发生大风和大雾天气，
武功山整体海拔在 1500 米以上，气温比山下低接近
10℃左右。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贸然前往，无疑是将自

己置身于危险当中。而在浙江台州这起事件中，失事
“驴友”无视此前的连续暴雨预警，仍然前往无人管理维
护的废弃景区进行户外活动，也是对风险置若罔闻的不
智之举。

户外运动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它对自我安全防护的
要求远高于其他项目。梳理近年来屡屡登上热搜的户外
事故，风险意识不足、缺乏专业知识、没有携带极端情况
下的救生装备，种种情况都易导致人员被困甚至罹难结
局。在这样的前提下，“驴友”们不该片面追求“玩的就是
心跳”，而应秉持“发现不对就撤退，下次再来不丢人”的
态度。否则一旦出了事，既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将
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还会导致不必要的公众资源浪费，让
整个户外群体承担骂名。

珍惜生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谨记的道理。安全回
家，比什么都重要。

据央视、上游新闻、界面新闻、大河报等

平时此处水流并不湍急

两名驴友遇险经过两名驴友遇险经过 （（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