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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5月 29日，新西兰探险家

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

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六十多年过去，

攀登珠峰早已不是专属于职业探险家的

运动，随着更多业余爱好者的加入，

8848.48米也不再是一个不可征服的代

名词。2013年是人类首次登顶珠穆朗玛

峰 60周年纪念，当时有数据统计，截

至 2012年登山季结束，已有 6322人次

成功登顶珠峰。商业登山正在变成主流，

并悄悄改变着珠峰和它周围的人们。

商业登山

所谓商业登山，是指登山客户支

付一笔费用给探险公司，由探险公司负

责提供高山上的服务，协助客户进行登

山活动。通常珠峰商业登山服务方提

供：向导的贴身服务、氧气、营地服务、

适应训练、物资运输、危险线路的安全

保障、医疗救助等，但不保证一定登顶。

这种攀登方式意味着登山客户主要依

赖探险公司的服务才能成功。

目前民间爱好者想要攀登珠峰，主

▲  珠峰上的商业攀登

链接

首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希拉里 ( 右 ) 和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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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

国外登山服务公司，从尼

泊尔境内的南坡出发；二

是经由北坡，这条线路目

前只有西藏圣山探险公司

有经营资质，管理人员和

工作人员都来自西藏登山

学校。

收费

珠峰至今拥有的数千

人次登顶记录中，绝大部分是近 20年通

过商业登山实现的。通过商业登山，很多

普通人实现了“世界最高峰之梦”。 但是，

这个梦很昂贵。

攀登珠峰是一项危险系数相对较高的

运动，大部分登山爱好者会选择请探险公

司协助，费用不菲。有媒体报道，从北坡

登珠峰的价格两年前就已高达 28万元人民

币。登山所需攀登装备也都非常昂贵，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调查显示：一件连

体登山服价值三四千美元，齐膝高的登山

靴至少两千美元；早期挑战珠峰的人，没

有很好的防寒装备，也没有必要的绳索与

器具，氧气瓶更是稀缺品。而今氧气瓶已

经成为攀登珠峰最有力的武器，攀登 7000

米以上的高峰，每瓶氧气价值近千美元，

有人一带就是 5瓶。 

而且也并不是有钱就能攀登珠峰，在

国内，个人攀登者必须通过中国登山协会

获得攀登 8000米以上高峰的许可并通过体

检，才有攀登珠峰的资格。巨大的花销对

中产阶级来说已是沉重负担，有些爱好者

倾尽个人财富来到珠峰，再加上身体和天

气条件的制约，或许面临的就是这辈子唯

一的一次机会，这也会影响他们的心态。

珠峰上的拥堵

随着来攀登珠峰的人越来越多，甚至

造成了珠峰的拥堵现象。截至上世纪 70年

代末，世界上每年成功登顶珠峰的人用一

只手都数得过来。到 1993年时，由于商业

登山在珠峰出现，这个数字达到了 100人。

2004年则超过了 300人，到 2013年，已经

突破了惊人的 6000人。由于珠峰每年适于

攀登的窗口期并不长，如果从北侧攀登，

登山时间以 4月下旬 ~ 6月上旬、9月中旬

~10月上旬为最佳。此外，从建立大本营

到登顶基本上需要 60天左右，也就是说，

在山上可能同时会有 1000人。

这样高海拔的拥堵异常危险，因为珠

峰太高，氧气稀薄，快上快下是最安全的

方法。但在登顶的过程中，有几处非常狭

窄的地方，大家必须排队通过，这意味着

所有登山者，无论体力和技能，只能以同

样速度缓慢前行。那些身体素质不那么好、

登山经验不足的“业余爱好者”将大大拖

慢队伍的速度。事实上，这几年确实有不

少登山者因峰顶过于拥挤而在等待过程中

冻伤致残，甚至不幸遇难。而且，众多的

攀登者乱扔垃圾，也给珠峰带来了污染问

题，当地的生态正在遭到破坏。

攀登者留下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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