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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1
救援人员在何处发现新线索？

20日，救援人员在云南普洱市镇沅县
者东镇的白水河附近两条小溪交汇处，发
现失联人员的一件雨衣和一些排泄物。
正在现场参与救援的普洱市森林消防支
队政委刘东君说：“前往新发现失联人员
物品的区域山地徒步需要数小时，该处有
一个较大的深沟，救援人员携带有攀爬工
具等设备，将重点在深沟开展搜索。”

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
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从云南
省普洱市镇沅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山区开
展野外作业失联，当地接报后紧急成立失
联人员救援指挥部，组织开展搜索救援。

据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王
岗介绍，截至 21 日，搜救区域确定为“三
区一线”：哀牢山普洱市镇沅县一侧片区、
哀牢山玉溪市新平县一侧片区、楚雄州双
柏县一侧片区和哀牢山山脊线。

“分别以山脊为线，沿哀牢山西南、东
北、正北3个方向搜救，救援行动由划片循
迹搜索转为地毯式重点搜索，搜救方式由独
立搜索转为3个区域相向合围。”王岗说。

在镇沅一侧，镇沅县常务副县长、搜
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兆辉介绍，由3
支携带补给、露营装备的重装穿越组，向
新平一侧开展纵深搜索；14个搜救组围绕
失联人员活动过的区域，扩大到半径3公
里的范围内进行拉网式、地毯式精准搜
救。21日参与救援人数共724人，已累计
出动救援人员2650余人次。

在玉溪一侧，4支由向导、消防救援、
森林消防、扑火队等专业搜救和具有野外
生存经验人员组成的救援队，按照“地毯
式搜索”的方式开展搜救。截至21日，玉
溪市已累计投入1100余人次开展救援。

关注2
搜救工作存在三方面主要困难

哀牢山位于云南中部，是云贵高原和
横断山脉的分界线，也是全国最大的原始
常绿阔叶林区，最高海拔 3156 米。失联
人员所在区域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平均海拔 2500 米以上。搜救工作目
前存在三方面主要困难：

第一，哀牢山在镇沅境内面积达13.5
万亩，此次人员失联的区域，地处哀牢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属原始森
林无人区，山陡林密、遍布山崖和沟壑，地
形极其复杂。

第二，正值入冬天气，昼夜温差较大，
白天能达到20℃左右，到了晚上则降到摄
氏七八度，山区树木高大茂密，加之近期
连日降雨，林中有雾，能见度极低。

第三，搜救路线距离较远，从山脚前
往搜索区域需要爬山约4个小时，随着搜
索范围不断扩大，山中无路，行进困难，不
具备夜间搜索的条件，队员往返宿地耗时
较长。

据张兆辉介绍，针对这些情况，救援
指挥部在山头建立了多个补给站，搭建简
易棚舍，搜救人员可利用睡袋在山上过
夜，并采用直升机空投方式补给，提高搜
救效率，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1 月 21 日，普洱市消防救援支队副
支队长马骏带队深入1号补给点，和搜救
队员会合，并开展搜救工作。马骏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由于现场坡陡，
地面植被复杂，两个半小时才行进了 3.5
公里。

“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沟壑、岩洞以
及每一个存疑区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
竭尽全力开展搜救。”正在现场救援的云
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战训处副处长杨磊说。

救援人员讨论救援方案。
图据镇沅发布微信公众号

4人失联区域
地形极其复杂

搜救人员2.5小时才走了3.5公里

“地质人员云南哀牢山失联”搜救最新进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越欣 肖洋
见习记者周翼

云南镇沅县报道

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
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
心4名队员进入云南普洱市镇
沅县者东镇樟盆村哀牢山后失
联，截至11月21日，4人已失
联8日。按照行程安排，4人进
山时仅携带了一天到一天半的
干粮。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
开展了救援行动。公安、消防
及专业救援队等各种救援力量
连日在普洱市、玉溪市、楚雄州
三地开展搜救。至21日晚11
时，失联人员仍未找到。

20日，救援人员在搜寻时
新发现失联人员的一件雨衣，
加上不久前发现的一件雨衣，
这两件雨衣成为失联人员搜救
过程中的新线索。21日凌晨5
时，由云南普洱市森林消防支
队组建的突击小队紧急开赴发
现地点，开展搜索。

救援人员在何处发现了新
线索？救援中又存在哪些困
难？为何地质专业人员也会失
联？救援人员投入了哪些现代
设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围绕公众关注的诸多问题
在现场开展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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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3
为何地质专业人员也会失联？

央视新闻报道，据初步调查，4名失联
队员此次进山为开展森林资源调查，携带
有罗盘、工兵铲、铁锹等工具以及一天到一
天半的干粮。据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镇沅管护局局长王鸿东介绍，4名失联
人员中，最大的32岁，最小的25岁，具备野
外作业经验和一定野外生存能力，与后方
最后一次通话时间是13日12时59分。

王鸿东表示，经过几天的搜寻，陆续
发现了一些失联人员的活动迹象，初步判
断造成这4人失联的因素为：

1、受恶劣气候影响，14 日到 16 日持
续降雨，气温下降，且大雾弥漫，能见度非
常低，可能导致失联人员方位判断失误；

2、这一片区属于哀牢山地形地貌最
为复杂的区域，山壁坡度较大、多悬崖峭
壁，就算是巡护人员在平时走得少的地方
也可能出现短时间的迷路现象，失联人员
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很难走出去，并且复
杂的地形可能也会导致失联人员有不同
程度的受伤情况。

王鸿东还表示，当前季节，哀牢山保
护区内植被非常丰富，同时也分布了较多
溪流，水源丰富，失联的4名地质调查人员
作为长期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保障食物
和水源应该没有问题。

关注4
投入了哪些搜救设备？

哀牢山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地区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中山湿性常
绿阔叶林区，森林覆盖率85.1%。生物多
样性丰富也意味着这里有一些危险动物，
比如熊、蛇，无论对于失联人员还是救援
人员，都面临不小的风险。

据杨磊介绍，携带热成像相机的无人
机、搜救犬已投入到了搜救工作中。

“在悬崖、沟壑等区域，救援人员放飞
热成像无人机进行环绕拍摄，搜索热源线
索，但是由于森林极为茂密，无人机在空
中无法拍摄到林下的影像，效果有限。”杨
磊说。

同时，消防救援队投入了5条搜救犬，
先把已找到的失联人员物品给搜救犬作
为嗅源，再由训导员牵引在重点区域开展
搜索。“范围太大，搜救犬要在十几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工作，和传统的平地搜索、废
墟搜索完全不同。”杨磊说。

张兆辉说，连日来，直升机在重点区
域飞行进行喊话和搜索，但未发现有用线
索，也未收到诸如烟火、求救图案等反
馈。“丛林搜救非常特殊，人力搜救仍是主
要手段。”张兆辉说。

在通讯保障方面，张兆辉介绍，一架
携带空中通讯基站的“玉龙”无人机21日
抵达镇沅县，当日开展飞行作业。中国移
动云南公司已向镇沅、新平、双柏三地增
派应急卫星通讯车。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综合新华社、央视

哀牢山失联人员救援现场。图据《春城晚报》

当地出动大批人员参与搜救。
图据镇沅发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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