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穴

174

探险

175

我们一起见证了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法之间在探洞领域开展了

一次次的合作。“中法洞穴联合考察队”，这个名字在

中国的探洞界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不断刷新着

中国第一长洞双河洞的长度，他们在中国西南发现

了一个又一个大型洞穴系统，他们创立了中国第一

所培养探洞人才的洞穴学校 作者钱治和几位摄

影师为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中法联合洞穴考察20年

探
险

洞
穴

中国洞穴的奇迹

撰文·摄影／钱治

2010年在贵州平塘天坑水洞中，贵州省喀斯特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贵

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的李坡研究员，带领着贵州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研

究生去采集生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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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洞穴组织——洞穴专业委员会，但从事

探洞的探洞专家还是寥若晨星。因此在很

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探洞水平和世界先

进水平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的科学

技术人员想要深入洞穴开展科学研究工

作，却缺乏专门的工具设备和专业的探洞

技能 。于是，在喀斯特专家张寿越、朱学

稳等教授的联系和协调下，中国同国外的

洞穴科研机构和探险组织开始了合作与交

流，法国洞穴联盟正是最早到中国开展洞

穴考察的组织之一。

1989年，发现世界第二大的洞厅

探洞在法国是一项非常流行的户外运

动，在这个人口不算多的国家里，有580多

个洞穴组织，洞穴联盟有成员7000多人。

在法国的每一个地区，都会有洞穴委员会

之类的机构，法国人对探洞的热爱由此可

见一斑。

1986年，法国洞穴联盟的一支14人

考察队在联盟主席让·皮埃尔的带领下

第一次来到贵州，他们和14位中国喀斯特

学家一起组成了贵州洞穴考察团，在贵州

安顺、织金、紫云、罗甸等地对47个洞穴

进行了科学考察。首次测量了大小井地下

河及其周边的数十个洞穴，这次考察让人

们知道了小井泉是著名暗河大小井地下河

的出口。

1989年我参加了名为“格必河89”的

中法联合洞穴考察 。这次的考察队是由7

名中国科学家与13名欧洲探洞专家和科

学家以及一名法国摄影师组成 。在国外，

对洞穴的探测研究都是由探洞专家和科学

家通力合作来完成的。探洞专家主要负责

探测洞穴：记录洞口的准确坐标、测绘洞

穴的三相图并且在洞内做一些调查工作，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专门研究洞穴的科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一群志趣相

同的朋友们一道热爱上了登山，当我傲然

屹立于海拔7000多米的雪山之巅时，向上

再向上、追逐着太阳的方向，是我心中最

热切的渴望，那时的我完全不曾想到，在

后来的岁月里，我会走向和高山完全相反

的方向，行走于太阳永远无法照亮的地方，

痴迷于去探寻那隐藏在黑暗深处的洞穴。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跟着一些专家到

贵州各地去考察旅游资源，了解到贵州的

喀斯特地貌和洞穴资源丰富得令人咋舌 。

1987年，我结识了几个洞穴爱好者，对洞

穴探险这项活动的兴趣也随之变得更加浓

厚。登山要到西藏等地，路途远、费用高，

而洞穴就在家门口，为什么不去呢？

探洞的感觉与以前登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谓“洞中方

一日，洞外几千年”，在极端的寂静和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

中，完全没有了时间和方向感。伸出手好像就能触摸到亿

万年前的空气；你可以用自己的心跳来计算时间，它每跳

动一下，似乎就跨越了几万年的光阴。

而探洞和登山之间最大的区别还在

于，登山时你看得见期望中的成功目标屹

立在前方，探洞时你却不知道自己最终到

达的终点是什么。你所探索的永远是一个

无法预知的世界，你不知道迈出一步后，

前方等待你的会是些什么，也许是一个规

模惊人的宏大洞厅，也许是一个陡然出现

的地下断崖，也许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洞穴

生物 探洞，它独特的魅力，让我就此

痴迷 。

我开始从事探洞活动时，探洞在中国

还属于一个全新的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洞穴王国，拥有着数以十万计以上

的洞穴，但和欧美等国相比，中国从事探

洞的人数与庞大的洞穴数目很不相称 。

1984年贵州省地理学会建立了我国第一

研人员，探洞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法国

洞穴联盟的主席让·皮埃尔，他的本职是

贸易经理；法国洞穴联盟秘书长让·波塔

兹，当时是一个质量监测管理经理 。但在

当时的中国，却是让科学家担负起了探洞

和科研双重重担，迫使科学家不得不变成

探洞高手，张寿越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

型，除了科研上的成就不谈，他的单绳、攀

岩、洞穴潜水、野外生存等技术都是许多

自诩专业的驴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次考察的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发现了“苗厅”这一世界第二大洞厅，另

一方面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从此认识到洞穴

学作为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从这一时期开

始，中国的喀斯特研究得到了质的飞跃，

SRT技术（单绳攀爬技术）从此被引入中国

的喀斯特研究领域，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是在这次考察中，让·皮埃尔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如此热爱和崇拜

徐霞客！对有关徐霞客的一切他都有着异

乎寻常的热情，他收藏有关徐霞客的画像、

邮票以及相关资料，在他建立的网站上，我

“格必河1989”中法联合考察
➊ 考察队是由7名中国科学家与13名欧洲探洞专家和科学家以及一

名法国摄影师组成。考察队在贵州紫云的格凸河（旧称格必河）流域

发现了世界第二大的洞厅——“苗厅”。格凸河洞穴系统是以伏流为主，

队员们搬着橡皮艇试图通过水路进入洞穴考察。

供图／ Jean Pierre Babary＆1986 gkc-pscja

“云贵1998”中法联合考察
➋ 在贵州省六枝特区考察洞穴时，为了进入位于崖壁上的洞口，考察

队请老乡帮忙搭起了竹梯，法方队长让·皮埃尔一马当先攀登上去。

和现在的先进探洞装备相比，那时的考察设备还比较简陋。

供图／ Jean Pierre Babary＆1986 gkc-pscja

看这样一句话：“徐霞客（1587—1641），

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著名的 《徐

霞客游记》的作者，其人步行如风，‘素食

淡饭，像科学家一样行事，如诗人般书写文

字。’”而此后每一次来中国，每一次考察

的行程中间，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对大家说：

“我们又在徐霞客的旅行线上。”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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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贵州省洞穴协会秘书长李坡和我带

领着洞穴协会的其他6名队员，对绥阳县

一个隐藏在群山脚下的神秘洞穴系统进行

了考察，这就是双河洞。

双河洞系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被

发现，居住在当地的人们为了采炼硝矿，

足迹已经深入到了当时一般人所不能到达

的地方，算得上是对双河洞穴系统进行探

险的先行者 。1986年贵州省著名的地质

学家杨汉奎教授等对它做了初步考察研

究，从此人们对双河洞的考察就一直没有

停止 。我是在1988年时第一次进入双河

洞进行探察，随后的岁月里，它已经与我

不可分割 。在1989年、1990年、1993年

我又多次到双河洞考察，从1996年开始至

今，我更是每年到这里多次考察。

我们1996年这次勘察，使双河洞的总

长度达到了37.5公里，这一结果发表在法

国《喀斯特学》杂志上后，引起了法国洞穴

联盟的关注。1997年4月，让·皮埃尔带

领7名队员来到贵州，和我们一起组成“中

法联合喀斯特考察队”，对双河洞的龙塘子

地下河进行大规模考察。

为了加强工作进度，我们将人分成

4—5组。我所在的这组第一个任务，就是

勘测石膏洞，并试着在它的上下层洞之间

找到一个连接竖井（即垂直洞穴）。第一

天，我们找到了2个通道 。奇怪的是，当

我们测到一半时，洞内的温度突然降低了

6—7℃，我们只好一面测量，一面在单绳

系统（一种用于攀爬的绳索工具）上不断

活动以保持体温 。等到晚上10点，我们

结束测量出洞时，才发现洞外正下着鹅毛

大雪——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要知道

在贵州4月天飘雪并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

情，有人开玩笑说，这或许是上天给我们的

一次考验吧。正当我们感到又累又饿又冷

时，一个热情的老乡给我们煮了几碗热腾

腾的面条，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

“贵州2004”中法联合考察
➊ 这次考察是对贵州绥阳的双河洞系统进行的深入调查。在此之前，中法

联合洞穴考察队，对双河洞进行过多次的探测连接，在2003年时测得双

河洞的长度为54公里，是中国第一长洞。图为考察队员在双河洞龙塘子天

坑中，这是一个地下河天窗，四周为百米高的绝壁。

1996—2005年，发现中国第一长洞

自1986年 及1989年 考 察 之 后，在

1992年，法国洞穴联盟、法国洞穴联盟青

年洞穴潜水协会再次与中国同行合作，对

湖北和湖南进行为期3个月的洞穴科学考

察。在湖北鹤峰测量的寨洞长5.4公里，深

552米，是中国当时探测到的最深竖井（这

个洞穴还没勘察完）。

1996年，法国科学院的理查得·迈耶

“贵州2008”中法联合考察
➋ 本文的作者钱治（右）和贵州省喀斯特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坡研究员（左）等人一道，在双河洞系统

中的红罩子洞中测量石笋。红罩子洞是落水洞，有两条小溪以瀑布形式进入洞中，它的两条支洞中都有深度超过

40多米的竖井，主洞北部也有一个深50米的竖井，这里已接近双河洞洞穴系统最复杂的洞段。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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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测量长度增加到了54公里。

1998年开始，中法联合喀斯特考察队

的规模逐渐壮大，人员覆盖了喀斯特科学

的每一个学科 。从1998年到2005年，我

们陆续对双河洞的5条地下河、30多个洞

口进行了测量和精确定位，测量长度从54

公里升至85.29公里，双河洞从此成为中

国第一长洞。

2006—2011年，向亚洲第一长洞
努力

2006年，中法“高岭洞穴联合考察队”又一次对双河洞进

行探察。我们推测双河洞的长度可能会突破100公里，于

是选择在最复杂的麻黄洞和皮硝洞之间继续勘测。麻黄洞

还未测量的部分是一些狭窄的小洞和缝隙，仅容一个人勉

强通过，有时我们甚至会卡在洞里进退两难，而每次从洞

里出来，队员们都感觉像是洗了一场泥浴。

在皮硝洞，我们每天花在往返路途上

的时间长达9个多小时。这个洞极大极长，

已经测量过的部分就有14公里，从洞壁的

一个小支洞口钻过去，就是著名的石膏晶

洞了。石膏晶洞拥有近3万余平方米的石

膏沉积面积。走在洞中，洞内针状、片状、

絮状、晶花状、晶球状和柱状等形态的石膏

沉积物，形态优美，上下左右的石膏晶体在

灯光下熠熠闪耀，犹如进入水晶宫一般。

变化多端的石膏结晶让人目不暇接，舍不

得离开，如此大面积的石膏沉积景观在我

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属少见。 

我们在皮硝洞发现了一个新的竖井，

决定下去看看这个竖井到底有多深。我们

先把一捆绳子扔下去，和攀岩用的绳子不

同，探洞用的静力绳没有延展率，因为在

下降的时候是不可以有冲坠的。打点是下

竖井时最危险的一个环节，往往最关键的

点都是在角度大、地势险的地方，这时就

需要队友的帮忙才可以。中方队员大懿在

一处陡峭的岩壁上打点，法方队员艾里克

斯就在后面使劲拽住保护绳。保护点打好

后大懿带上工具第一个下去，在竖井的中

间再打个保护点，以确保安全 。在竖井的

中间打保护点，能够减少绳子的受力，进

而提高安全系数 。但人要在半空作业，双

腿用不上劲儿，只能靠手的力量完成，难

面。第2天，经过一整天的测量，我们终于

把石膏洞上下层全部连通，并从下层洞穴

里找到了一条进入龙塘子天坑的通道。

另一组由让·波塔兹和诺贝尔、尼古

拉带领，考察双河水洞。这个洞高5—8米，

必须乘坐橡皮艇才能进入。洞内的情况复

杂，地面很滑，且很多地方都倾斜向上。为

了爬到更上面的洞穴中，波塔兹让诺贝尔在

洞道内找一些涨水时被冲进来的树木。可

是，当诺贝尔辛辛苦苦地从很远的洞道里

扛来一棵大树时，性急的波塔兹早已爬到

上面的洞穴里。这让诺贝尔感到非常郁闷，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又继续埋头做测量。

这一年，我们在双河洞连通了石膏洞

上下层、双河水洞、罗教洞等和龙塘子天

坑连接的洞穴，并把红罩子洞和麻黄洞连

“天坑2009”中法联合考察
➊ 图为考察队员们在贵州正安县麻湾洞系统进行洞穴测量，照片中最左面的人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地理学家菲利

浦，科学家与探洞专家相结合是历次中法联合洞穴考察的特点。麻湾洞是水旱混合洞，洞内有暗河，洞体蜿蜒曲折，

钟乳石嵯峨嶙峋。三层旱洞中，每层已探测距离都超过了1公里。

“大洞—天坑2011”中法联合
考察
➋ 中方的队员操建斌正利用SRT技术从一个洞口中

下降，准备进入洞中测量。操建斌是宜昌电力公司的一

名普通员工，他在中法国际洞穴技术学校中学会了高

超的探洞技术，2007年被邀请加入了中法洞穴联合

考察队。 

➊

➋



洞穴 探险

185

度可想而知。艾里克斯在大懿打好第二个

保护点后开始下降，下竖井也讲究一定的

技术，在下的时候一定要慢，要一步一步

来，尽量减少冲坠，这样能尽可能地避免

危险。第三个下去的是法方队伍中的克里

斯蒂娜，别看她是个女的，但她的SRT技

术非常好。经过3个小时测量，他们都上来

了，两名法国队员看起来很轻松，大懿看起

来却很吃力，我们中国的队员在洞穴探险

方面的技术和能力与法国队员相比还是略

有不足。大懿说竖井下面的地形复杂很难

探测，最后只测量出竖井的深度为 27米。

和长达几十公里的洞穴系统总长度相比，

这27米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实际上，任

何一个庞大洞穴系统的总长度，都是靠这

一段一段的测量数据，几米几十米几百米

一点一点相加起来，才能够最终得出。

我们在皮硝洞中还发现了一个需要下

190米深的竖井才能到达的新洞穴，这个

洞穴里的地形更为复杂，一不小心就会迷

路 。可能是队中2名法国队员年龄偏大的

缘故（一个63岁，一个60岁），一次他们

从早上进入这个洞穴，19个小时都没有

出来，所幸的是，这2个队员都是富有经验

的洞穴专家，他们没有在迷路后乱跑，所

以在救援队下到竖井底部后，很快地就把

他们找到了 。就是在这个“迷宫”里增加

测量的1.1公里，将双河洞的实际测量长

双河洞中的竖井和暗河
在双河洞系统的阴河洞中，一名队员正在向一个竖井中下降，这个竖井底部是一条地下暗河。洞穴中的地形远比我

们想象中的复杂，竖井、暗河、绝壁、地缝，在探洞过程中你都可能遇到，这也正是探洞运动的危险性所在之一。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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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洞中有一个石膏晶洞，它拥有近3万余平方米的石膏沉积面积，这样大面积的石膏沉积景

观在我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属少见。石膏洞中的石膏沉积物有针状、片状、絮状、晶花状、

晶球状和柱状等多种形态，石膏晶体在灯光下熠熠闪耀，如水晶一般。➊ 片状的石膏晶簇；➋ 

石膏晶花；➌ 石膏晶体形成了状如蚕蛹的特殊形状；➍ 针状的石膏晶簇。

双河洞中的石膏沉积

巍峨壮丽的峰丛

度提升到了100公里以上，达到100.04公

里。这个长度不但使双河洞穴稳居中国洞

穴长度榜首，完成了之前期望的100公里，

同时也成功地使它的总长度排名从世界第

18位跃居到第16 位，名列亚洲第二 。当

天晚上，我们兴奋地举杯庆祝，那一刻的

喜悦洗去了连日来的疲惫。

2008年，中法联合考察队又在双河洞

工作了20多天，将黄瓜头洞上方的一个洞

穴和龙塘子洞连通，双河洞至此总长度达

到了117.058公里。

2011年，中法联合考察队发现了新的洞穴，并将新发现

的洞穴与双河洞洞穴连通，使双河洞系统实测长度达到

138.409公里。

中法联合考察队对双河洞的探察还将

继续进行，队员们都有着这样一个希望，

希望有一天双河洞的长度能超过马来西亚

的清水洞（2011年4月实测长度189.072

公里），成为亚洲的第一长洞。

从洞穴探险到洞穴救援

从2006年 至2011年，中 法 双 方 一

共组织了6次联合洞穴考察，它们分别

是“贵州高岭2006”、“贵州2007”、“贵州

2008”、“天坑2009”、“地下河2010”和“大

洞—天坑2011”。除了双河洞系统外，考

察队还有着许多惊人的发现：

——贵州正安的灵山洞—麻王洞系统

是一个高层洞穴系统，已测洞道长度达28

公里。灵山洞—麻王洞系统是一个迷宫型

的洞穴，地处偏远，在这里的工作极其辛

苦，通常我们需要在洞里住上2—3天，以

便仔细测量这里的每一个地下通道。但所

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根据考察结果

我们推断，在乌江流域蕴含着中国的巨型

洞穴系统。

——在贵州平塘和罗甸区域内的大小

井地下河流域的水文现象和洞穴迷宫，目

前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 。在2008年的考

察中，由法国洞穴联盟、贵州喀斯特资源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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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发展与研究中心、贵州洞穴协会组成

的中法联合考察队，对平塘县塘边镇打岱

河天坑群和安家洞、白马洞、凉风洞、易里

消洞等进行了科学考察。塘边镇打岱河天

坑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大的天坑，有安家洞

猫底坨、道坨、瑶人湾、音洞、白马洞等12

个天坑与打岱河天坑相连，喀斯特地貌发

育较为完善，洞内大小洞穴相互交错，洞

重洞，洞穿洞 。相信在将来的考察中我们

会描绘出一个巨大的洞穴系统 。现在，平

塘区域的天坑和洞穴已经被贵州的洞穴探

险者不断刷新纪录，平塘的落水洞和天坑

以及大小井地下河的关系和谜底相信不久

就会被中国探洞人员揭开。

除了在洞穴探测方面的合作，法国探

洞联盟为中国探洞人员的培训做出了贡

献。在这十多年间，中法双方共举办了7期

国际洞穴测量与喀斯特技术培训班，共培

养来自北京、浙江、辽宁、河南、重庆、云南、

湖南、台湾、香港、澳门等省区市的洞穴爱

好者90余人 。2004年4月份，由让·皮

埃尔提议，在绥阳双河建立了我国第一所

“洞穴学校”，法国洞穴联盟和贵州省洞穴

协会一起负责教学，越来越多的洞穴爱好

者在这里获得了专业的培训，中国探洞的

整体水平和以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洞穴学校最新的培训项目中我们增

加了洞穴救援，提到洞穴救援，我对法国洞

穴联盟的秘书长让·波塔兹特别钦佩。他

是最早来中国探洞的法国人之一，被中国

丰富的喀斯特所吸引，现在选择了长居中

国，还在广西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找

到了一份工作。他拥有在极度困难条件下

的人员救援技术，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期

双河洞中的狭窄洞道
在双河洞中既有宏大的洞厅也有逼仄的洞道，在这处洞道中，下部是一条暗河，两侧是竖直的绝壁，绝壁下端有着

勉强可容一人爬着通过的廊道，只有小心翼翼、手脚并用才能通过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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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让·波塔兹跟随着贵州洞穴协会组织

的救援队，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5月

13日赶到四川安县，擅长野外探路，懂包

扎伤员的方法，有专业的绳索、照明工具等

设备 在这次救援中，让·波塔兹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在安县的7天救援中，我们

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几千人。事隔半个多月

后，6月11日，他又和我们一起协助四川

省军区在映秀镇成功寻找到失事直升机并

将18具遇难人员遗体全部转运下山，贵州

洞穴救援队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救援队。

回顾这20多年的中法联合洞穴考察，

在法国洞穴联盟的协助下，中国的洞穴学

家和科学家完成了对中国西南许多大型洞

穴的探察活动，一个又一个深藏在地下的

秘境展露于世人面前，一个又一个关于中

国洞穴的纪录被刷新。在这里我要特别说

明一下，所谓“外国人在创造中国的洞穴

纪录”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每一次

洞穴考察都是在中法双方队员的共同努力

下完成的，对于法国探洞联盟的贡献，我

们要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也不能过分夸大。

在这20多年中，中法联合洞穴考察队的所

有队员对中国西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以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老百姓充满了深厚

的感情，中国西南成为了每个考察队员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就我个人而言，对

探洞这项活动，我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

悟：我随时都在准备着投身于这个充满诱

惑和男性化的游戏中去。想象着那置身于

冰冷岩石中的一幕幕：冰、水夹杂的泥泞；

肘部、膝部、全身上下，不时地被剐擦割

划；有时被困，一困就是几个小时 这

种种感受有多少人能够消受得了呢？又有

多少人真的能够从这种充满艰辛险阻与摧

残，可能还是没有任何用处且使人受颤栗

的活动中得到振奋呢？在天底下，这个美

丽而充满无端变数的地方，人们必须摸索

着前进，迎着巨大的困难，向漆黑的前方

走去，那种从容不迫地去拥抱地层之下的

黑暗，及其包含于其中的难以预料和惊险

刺激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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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国际洞穴技术学校
➊ 2011年4月下旬，中法国际洞穴技术学校的第七届中法国际洞穴测量及SRT技术培训班，在双河洞国家地质

公园开办。培训内容包括地质学基础及洞穴学、洞穴测量技术、SRT训练及实地测量等，图为学员们正在崖壁上

进行SRT的相关训练。

贵州省正安“七彩洞”
➋ 2011年中法联合洞穴考察队，在贵州省正安县桴焉永合洞考察。永和洞全洞高约20—40米，已探洞长约

3000米。这里又被称作“七彩洞”，因洞中有着天然形成的彩色石钟乳：石笋、石柱、石幔 五颜六色，瑰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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