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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丛书的一册，是科学家们赴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长江源头、雅
鲁藏布大峡谷、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以及中国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各大冰川分布
区进行数十年科学考察、研究和探险活动的真实手记，记录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资料，配有珍贵
、精美的照片，内容或可歌可泣，或发人深省，或使人振奋，或饶有趣味，青少年读者定能从中得到
启迪和力量！
    本书是“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丛书的一册，丛书是科学家们在考察探险中留下的手记文字，或可
歌可泣，或发人深省，或使人振奋，或饶有趣味，记录了他们的风雨历程，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记录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资料，表现了他们爱国奉献的崇高情怀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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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逸畴，1935年4月7日出生，江苏省武进县人，地理地貌学家、科学探险家。
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荣获中国科学院野外先进工作者、竺可桢野外先进工作者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的称号，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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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人类首次全程徒步穿越大峡谷    米堆冰川考察记    举世瞩目的水资源    大峡谷河床瀑布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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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沙漠腹地    琼麻扎记事    首遇克里雅人    为克里雅人正名    荒漠河岸林的退化    沙漠勇士和大漠英
雄树    沙漠之舟和大漠风光    难熬的酷热    见到了麻扎塔格山    沙漠腹地风沙地貌真面目  再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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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古精绝国  94尼雅行    让世界了解尼雅    坎坷尼雅路    见到了大佛塔    特别钟情于尼雅的小岛康誉其
人    驼铃沙海探奥秘    清理保护墓地所见    扒开沙层，探解可怖的千古之谜    我所见到的尼雅遗址现代
环境真貌    站在古遗址废墟上的反思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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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序　　我的“天敌”——高山反应　　命运注定我一辈子要与高山、高原打交道。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高山病会成为我的“天故”。
“天敌”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不太准确，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高山病确实是始终陪伴着我，且没法得到解决，也许是天生的吧！
我的高山病性质应该是属于一种急性反应的，它的高程界限是海拔3000 米。
对待高山病我的结论是并不可怕，虽说痛苦万状，但它还是可以适应的。
在它面前我从来没有退缩过，于是才有从1959年（24岁）到l 998年（63岁）20次上青藏高原从事科学
考察和探险活动的经历。
因此我总是告诉朋友，西藏这地方，不能不去，高山反应并不可怕。
　　我们知道，愈高的地方，空气愈稀薄，缺氧、气压减小构成人类生存的严酷条件。
像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大概只有我们赖以正常生活的平原
的60％，对我们习惯于平原生活的人来说，一到这种高海拔地方，由于缺氧减压，生理机体上就会发
生一系列的变化，就要以各种生理器官产生变形来适应这个环境，就会产生病痛等一系列症状，严重
的会引发以心肺为主的并发症。
当然，由于各人的适应能力不一样，高山反应的症状也就不一样，表现有重有轻，也有少数人是没有
感觉的。
我的高山反应却是一到海拔3000米很快就会表现出来，而且很重，我称之为急性高山病。
一到这高度，譬如从拉萨贡嘎机场下来，要不了几分钟，我就会感到腹部作响，有气外逸，要打嗝。
外面气压小了，身体内外产生压差，肚子里的气就要出来嘛！
接着是头晕脑涨，两腿发软，浑身乏力，全身的细胞失去了活力，对周围环境开始索然无味和产生一
种厌烦心理，心跳加快，气短易喘，食欲皆无，进而会头痛欲裂，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吃点东
西都会呕吐，还会失眠、便秘等等。
对此我的经验是心理上不要害怕，相信自己的身体主要器官是没有问题的，于是耐心休息，忍耐着，
让它适应；实在痛苦的时候才吸点氧气，以求缓解。
到西藏，千万不能感冒了（因此保暖的羽绒衣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少的），不要剧烈活动。
感冒了容易引起肺心病、脑水肿等并发症，那就麻烦了，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
在高原一旦感冒了，不易好，吃多种药都不见速效，拖久了，会大伤身体的元气；其次一定要重视休
息，要给高山反应一个缓冲的适应时间，否则高山反应容易加剧。
鉴于此，上高原者，一定要作身体检查，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或胃病者不宜上高原或适可而止；
应该带些常备药物，备些流质食品和适合自己的开胃食品，可能的各种水果、酸糖、果丹皮等开胃的
都是可以的。
像我这样急性高山反应者，年轻时一般去拉萨适应性休息三四天也就可以熬过去了（年龄大了要五天
），适应过来后再慢慢加大活动量，大概半个月以后就能和驻地部队打篮球了。
记得我1959年参加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首上高原，来到川西过折多山到一个叫八美的地方，
海拔也就是3000米多一点，高山反应就来了，难受得不行，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连胆汁都吐出来
了。
我首次体验到了高山反应，也由此知道自己是易产生急性高山反应的体质，以后多次进藏，也都是如
此，绝无例外，我只能认了。
但我那时仗着年轻，也从来不放在心上。
许多人说我体壮如牛，都不太相信我会有严重的高山病，就连家里人亦然，我也没办法。
后来高原上去多了，一起去的朋友才知道这是真的。
20世纪80年代，我和夫人陪日本朋友从北京去五台山游览，一上到海拔3000米的南台、北台，我马上
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喘气，躺在高台草地上都起不来了，于是赶紧叫上汽车下山，夫人也从此更是
禁止我上高山高原工作了。
顺便带一句，其实我们考察队员有个惯例：到高山高原探险考察，吃苦遇险等事，回来后从来是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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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讲的。
　　人生苦短，时间飞快。
从1973年开始，我国开始大规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我作为首发人员参加，从此几乎每年都要上
青藏高原，仍然每次都要经受高山反应的痛苦考验。
　　我受高山反应之苦，严重时导致休克，死去活来的经历也有好几次，最 早一次是在1980年6月
（45岁）。
当时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上百名各国科学家与会，中国人将丰硕的青藏高原研究成
果首次公布出来，今全世界科学家为之震惊，令全体中国人为之骄傲，确立了我国的青藏高原研究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地位。
会后要带外国朋友进藏进行从拉萨到友谊桥的科学旅游考察，我和郑度等人是打前站的，更要辛苦一
些。
在此之前，我的岳父病危住院，我陪床一个多月，缺少睡眠休息，精疲力竭，体质大为降低。
随队来到拉萨，我住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二楼西头的大房间内，当时高山反应就袭来了。
我忍耐着，不想半夜起来撒尿，由走道从西到东要走较长一段，好不容易到了厕所，一泡尿尿完，人
就突然失去知觉倒在地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估计不长）竟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厕所的水泥
地上，当时一身冷汗出透，也没有在意，爬起来慢慢摸着墙壁回房间继续躺下，没有和任何人谈起此
事，但自己心中有数，知道当时自己休克了。
　　随后，1981年，我和王震环、李明森在成都分院要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沿成都——康定——一理塘
——稻城、乡城——虎跳峡——大理——下关～昆明一线，作科学旅游路线的调查。
记得一过川西折多山赶到理塘，海拔升到 4000多米，在理塘运输站吃早饭时就已感到高山病严重起来
了，食之无味，直翻胃打嗝，忍耐着随车往南直开上理塘南海子山。
此时海拔已升高到5000 多米。
海子山是个高冰碛平台，我是旧地重游。
1960年我在导师罗来兴的带领下进行南水北调考察时曾到过这里，发现它是一个古冰碛平台，首次提
出了青藏高原有小冰盖（冰帽）的论点，海子山就是典型实例。
20年后我又旧地重游，我一时激动起来，在这5000米高的冰帽平台上奔走，观察照相⋯⋯忘了这个高
程上我的高山反应，终于顶不住了，眼前直发黑，我赶紧坐在地上，又一次休克过去。
远处坐在车上等待我的王震环和李明森在叫我，我醒过来以后，装作没事儿，踉踉跄跄地回到车上。
大概我的脸色很难看，而且开始呕吐起来，于是他们叫车子急速南下，离开这个高平台。
　　1987年，中科院地质所郑锡澜组织中日联合队攀登藏南喜马拉雅山的库拉岗日峰（7756米），邀
我（地理专业）和黄复生（昆虫专业）、王金亭（植物专业）参加登山科学考察。
我们和日本朋友一起乘飞机到拉萨，照例我的高山反应又来了，但全队在拉萨未停留，第二天队伍就
往南拉到洛扎县，我没法适应过来，随队过雅鲁藏布江爬上甘巴拉山口到羊卓雍湖畔的浪卡子县，在
招待所一住下来我就休克过去了，随队的日本医生来抢救，给我挂起了瓶子打点滴，好不难受。
浪卡子这鬼地方，海拔4200米，大概小环境特差，到这里普遍感到高山反应加重；当时我还有些感冒
。
随队被拉到库拉岗日峰北麓的登山大本营，海拔已达5000米，竟在帐篷中躺了十多天才逐渐适应恢复
过来，得以转入野外工作。
　　这次考察回来，我到北大医院检查身体，心电图显示不正常，医生在了解我多次进藏都高山反应
严重的病痛史后，根据验血结果，诊断我心脏右动脉血管变形，有些弯曲，导致血流阻滞。
医生告诫我再也不要进藏工作了，于是我也知道自己心血管有了毛病。
　　俗话说：“干千年，湿千年，干干湿湿一周年。
”这是指木材的储存，对于人体来讲，也是同样道理，就是说你上高原高山工作有高山反应，几个月
之后适应过来，这时又要下山回内地了，叉要适应“低山反应了”，如此长期多次反复，人的内脏器
官是受不起这样折腾的，免不了就种下祸根，到了年纪大了，病难免就要爆发出来。
我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于是我对青藏高原的探险考察研究不得不间歇了一下，间歇时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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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心系青藏高原。
我跑到与高原紧邻的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了，去研究沙漠环境的变化与青藏高原强烈隆升的对应
关系。
沙漠虽说环境条件也十分恶劣，但是它海拔不高，不会有高山反应，我又何惧之有！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近十年，遂有了我五次穿越大沙漠，深入到沙漠腹心探险考察的非常经历。
　　1994年4月，我和高登义（大气物理学家）、李渤生（植物学家）共同论证并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
为世界第一大峡谷，这是20世纪末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我们当时就意识到大拐弯峡谷核心河段尚
有90多公里的无人区几次考察都没有通过，这就成了对我们的又一种挑战，成了我们的又一块心病，
又一个要去圆的梦！
于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牵头，制订了由中国人首次全程徒步穿越大峡谷和科学考察的宏伟目标，历
史的使命又把我再次推上青藏高原，推进大峡谷。
尽管我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已多年未上高原了，但这次我还是义无反顾，铁定心哪怕是死在青藏高
原、死在大峡谷，也要再次去闯一闯。
于是也就有了1998年春、秋我又两次进大峡谷的“最后”经历。
　　人生如白云苍狗，时间不饶人，年岁不饶人。
1998年，我已逾花甲，63 岁了。
重上高原当然是力不从心了，高山反应依旧，特别是适应的时间要拉得更长，因此这年两次进藏我都
是提前一周而行。
春季预备考察时，我是和同龄的王富洲一起先进藏；秋冬进藏我请张文敬教授陪我同行，先到拉萨作
适应。
　　1998年4月要进藏，年初作家马丽华到京，知道我有高山反应，送我半斤红景天干粉，让我天天吃
些，说是能预防高山病，我照办了。
但是一到拉萨，我从机场取行李开始就感到高山反应来了。
我告诚自己：终究又十年未上高原了，千万不要激动，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切行动要缓慢，要比常人
慢一拍。
说是这样说，接我们的车沿雅鲁藏布江去拉萨，我注视着久违的高原大地，突然看到雅鲁藏布江中牛
皮筏打渔船在江中漂荡，就按捺不住地激动起来，叫司机停车，急跑到江边去拍摄，回来已是上气接
不上下气，跌跌撞撞摔进汽车座内；到了拉萨住进喜马拉雅饭店，体育旅游服务公司的朋友热情接待
我们，我又忘乎所以，背上背囊跟着接待员急上三楼住宿，爬到二层已两眼发黑，坚持着爬上三楼就
一下休克了，摔倒在走廊，吓得王富洲和接待人员够呛！
七手八脚把我这二百来斤抬入寝室，请来医生抢救，赶紧吸氧。
我醒来以后，照旧是冷汗淋漓。
我想，马丽华送我的红景天干粉白吃了，对我不管用！
　　自治区原体委主任洛桑达娃来看我，送上红景天口服液，要我一天两支赶紧暇用，说是对缓解高
山病有好处，于是那几天我就认真吃了，结果也是不管用。
这只能说明我这种急性高山反应体质的人，对这些特效药也是不接受的吧！
　　虽说吃尽了高山病的苦头，但我从未害怕过，因为高山病是可以适应过来的。
我总认为，人到地球上来一遭不容易，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做人就要多讲奉献，总要为国家、民族、人民多做点奉献，留下点精神。
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稀里糊涂过日子，活得虽长，不是我所追求的。
　　目睹死亡的历险　　我在科学探险生涯中，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危险，但都大难不死，总的讲我
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当然大难不死之后，我从未有过必有后福之类的奢望。
　　1960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随吾师罗来兴先生参加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科学
考察队，在岷江上游考察。
那时岷江上游还是秘境，两岸的山上多原始森林，沿江只有用于开发森林的简易公路。
考察队在沿江考察途中，队伍走的稀稀拉拉，正好遇上江对岸山头伐木放木（叫飞鸿，一种原始落后
的搬木方式），有一大木头一下跃过岷江打到这岸，考察队中的四川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被飞木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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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身碎骨，影踪皆无，这是意外的悲剧。
那年代，山上伐下的木头除车运外，许多是飞滚入江中，顺水漂流而下，到下游如都江堰一带回水处
才收木，既浪费了木材、也很不安全。
　　1961年川西考察，时值五四青年节，一帮年轻的考察队员以冲天的干劲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早就
上山工作。
当时藏区还很不安全，随队配备了不少解放军战士负责保安工作。
那天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四年生）上山作地 质考察，负责保卫的小战士坐在山麓石头上擦枪，
不想突然走火，竟打在上方山坡上的一个学生身上，致其当场死亡！
记得该生是东北人，黑黑的高个子，在康定时我们还在一起打篮球呢，又谁能想到没几天他竟然遭此
不幸！
　　大概是在1974年藏南考察时，地球物理所搞地震研究的一个年青人在亚东河畔捞柴火，大概有高
山反应，突然栽倒落入亚东河，被冰雪融水的急流卷走。
　　1976年，考察结束后，在川藏公路上，车队中的一辆卡车坠入百米深的山沟，坐在车头中的考察
队员，人民画报社摄影记者郑长路当场死亡，司机受重伤⋯⋯　　说起探险考察，有时似乎有运气这
东西存在。
我青藏考察中的领导，也是朋友王震环，从部队复员下来就参加青藏考察的行政后勤组织领导工作，
为人耿直敬业，但是他在考察中举凡坐车就总会有翻车而他却大难不死的经历，这在考察队员的口中
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但事实又不由你不信。
记得1980年夏，北京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会后带外宾进藏作科学旅行，王震环带领先行组在前面
探路开道，在沿友谊路去樟木探路途中翻车住院。
80 年代后期，我和李明森在王震环领导下去川西横断山脉地区作开展国际科学旅行的路线选择和考察
，我和李明森还私下多次议论，说此行路线长，路线险而时间又短，和老王一起坐车容易翻车，我们
更要加倍小心，不要太急了，一定要格外重视安全，不要再翻车了等等。
不想车过大理、下关，往昆明开的途中，还是出了事。
当时天下着小雨，路很滑，缺乏经验的司机突然一个急煞车，吉普车失控，直往左前方路边撞去，撞
断路边一棵碗口粗的树，作了个360。
的前滚翻，落到下方水稻田边，四轮朝天。
当时司机和老王坐在前排，头都撞出挡风玻璃窗外，满头鲜血。
我和李明森坐在后排，车座和油箱都压在我俩身上，汽油浇了我们一身。
我俩左右两侧都被擦伤，幸好未伤及筋骨。
车子是肯定报废了。
被从车中救出来后，我还当场抢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随后司机和老王被过路车急送医院住院救治，我和老李也返昆明养伤，这是我的一次大难不死的历险
。
当时也不感觉怎样，实际上也是很后怕的。
我想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和研完，在20世纪中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和国际地位，这不仅是我们这些
科学工作者们的功劳，像王震环这样的默默无闻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者也是功不可没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吃了不少苦，遇了不少险，我把这些经历看成是大自
然赐予我的一种财富。
我将这些经历写进这本小书，略表敬献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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