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间，人类这样攀登珠峰
“一旦珠峰被确认为地球的最高点，那

人们决定登上它就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登

山家乔恩·克拉考尔的话道出了人类对于

登顶世界之巅的执着。

起初，这种执着源于对未知的探索。

早在清朝，康熙皇帝就曾派人进入西

藏踏勘地形，绘制山水图纸，并首次标注了

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载于清《皇舆全览

图》中，这是世界最高峰最早的文献记载。

直到 1953 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

里、尼泊尔人丹增才创下首次问鼎的纪

录。从那时起的 70年间，珠峰迎来了一批

又一批攀登者的造访。

1960 年 5月 25日，这是载入中国登山

史的一天。这天的凌晨 4时 20分，中国登

山队队员王富州、贡布、屈银华三人首次从

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五星红旗首次在

世界之巅亮相。

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和科研工作者

从珠峰大本营出发，冲顶世界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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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 23日从

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创造第 28次登顶这座世

界最高峰的新纪录。

报道说，今年登山季以来，凯米与另一名尼泊

尔登山向导巴桑·达瓦·夏尔巴竞相创下登顶珠峰

次数最多的新纪录。现年53岁的凯米去年5月初

第26次登顶珠峰，成为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人。

今年5月14日，46岁的巴桑第26次登顶珠峰，追平

这项纪录。三天后，即5月17日，凯米第27次登顶

珠峰创下新纪录，不想于22日再次被巴桑追平。

凯米于1994年5月首次登顶珠峰。2019年，

他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两次登顶世界最高峰。

再登珠峰！我们为什么要在地球之巅科考？
据新华社电 23日12时30分许，2023年珠峰科考13名登顶队

员成功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之后，他们将完成峰顶雪冰样品
采集等重要科考任务。这是我国珠峰科考继2022年之后，再次突破
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当日，科考队员在珠峰峰顶利用科学仪器，
采集珠峰峰顶的雪冰样品，用于分析气候环境指标。

近日，2023年珠穆朗玛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正在
西藏珠峰地区开展，来自5支科考分队13支科考小组的170名科考
队员，将继续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揭示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变化机
理，优化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海拔8848.86米，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
峰，也是鼎鼎大名的世界最高峰。围绕这座传奇的山峰，有哪些值得
纪念的时刻？研究它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今天，让我们一起走
近珠穆朗玛峰。

登珠峰的科学家们在研究什么？
作为世界最高峰，珠峰独特的地位和地质、生态结

构，使得研究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座山峰本身。而攀

登珠峰正是获取研究珠峰一手数据的最佳机会。

通常来讲，为珠峰“测身高”是众多任务中最受关注

的一个。这一数据不仅仅是最高峰的“身高”记录，还能

为研究板块变化等地质运动提供丰富资料。珠峰高度的

测量能够揭示板块运动的强弱变化，这十分有助于监测

地震活动和减灾、防灾。

此外，珠峰和南北极一样，都具有独特的生态结构，

因此这里的生态变化也被视为全球环境变化的“试纸”。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珠峰的生态环境、植被分布的变化，冰

川形态、规模和储量变化，来为全球的生态和气候变化研

究提供一手的参考。

气象观测是本次青藏科考重头戏
2021年以来，珠峰科考专家克服重重困难，在珠峰北

坡的高海拔地区陆续建成运行 8套自动气象观测站，最

高的一个站点建在了海拔8830米处。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动

气象观测站，完成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气象科学考察

工作。另外，极高海拔区域的气象观测资料在全球范围

也十分匮乏。因此，这一举措对填补全球范围内的气象

记录空白也有不小的贡献。

气象观测正是本次珠峰科考，也是第二次青藏科考

的重要内容。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珠峰科考总指挥

姚檀栋院士介绍，2023年珠峰科考将聚焦全球气候变暖

影响下珠峰极高海拔环境如何变化、珠峰环境变化与西

风－季风如何相互作用、珠峰地区未来环境如何影响亚

洲水塔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据介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此前

在珠峰的科学考察活动已收获“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

影响”“巅峰海拔的强烈升温”“巅峰海拔的冰雪融化”“珠

峰地区人体生理的特殊反应”“珠峰地区变绿的生态过

程”等多个领域一系列科研成果。

保护珠峰生态，我们能做什么？
从“征服”珠峰，到了解珠峰、保护珠峰，我们一次又

一次造访世界之巅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好地守护

它。

作为世界之巅，珠峰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很“高冷”

的。的确，山顶的高度已不适合任何动植物生活。不过

正因为珠峰太过高耸，喜马拉雅山脉北坡巨大的海拔落

差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居地。

比如，距离珠峰不远的谷地——嘎玛沟就是因雪山

河流侵蚀而形成的，那里的海拔从两千多米到五千多米，

景色秀丽，是徒步爱好者的圣地。

而以珠峰为核心的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有高等植物2550种，动物509种，是西藏生物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区域之一，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藏普村，是离珠峰最近的一个行政村。珠峰旅游成

了村集体经费的最主要来源，也让这里的居民在坚守生

态保护红线上更有底气。

2021年的一个重要发现印证了珠峰多年生态保护的成

果。我国科研人员在珠峰东绒布冰川6212米处，成功采集到须

弥扇叶芥的种子，刷新了我国植物种子采集的最高海拔纪录。

巍峨的雪峰下，无数生灵正茁壮生长。

登顶珠峰28次，尼泊尔登山向导再创纪录

每一次登顶，都是向它致敬。”
——2023年珠峰科考登顶队成员边巴顿珠第

七次登顶珠峰。

十年我只登这一座山，珠峰已然成了我
生活的一部分。”

——当代艺术工作者孙义全先后三次从南坡登
顶，今年首次从北坡登顶，他十分激动。

以前只要埋头登山就行了，相对轻松；
而作为一名科考队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
任，登顶不再是唯一目标。”

——已经五次登顶珠峰的西藏登山队攀岩队
队长德庆欧珠今年留守登山大本营。去年，他曾作
为登山组长，带领队伍在8830米成功架设了全世界
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

■■55月月2323日日，，20232023年珠峰科考登顶队员在冲顶年珠峰科考登顶队员在冲顶。。

■■这是这是55月月2323日拍摄的珠峰登山大本营日拍摄的珠峰登山大本营（（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5月23日，科考登顶队员在珠峰海拔约8830米处维护升级自动气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