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静坦言，自己能无氧攀登并非靠天赋，
而是经过科学且严格的高海拔适应拉练。

“我在基因公司做过身体检测，我的耐力、爆
发力都偏弱，缺氧耐受能力正常，各项指标
都不算突出。我不是天赋异禀，能成功都是
后期努力的结果。”在登山前，她也会科学评
估，根据身体、天气、落石等各种因素决定是
否攀登，而不是鲁莽行事，“我宁可不登顶，
也一定要平安回家。”

对于何静攀登高峰，刚开始家人不理
解，每次出发前，家人都为她揪足了心。后
来，何静带着母亲来到珠峰大本营，让她感
受登山环境，同时也让母亲安心。“我觉得只
有让她了解，我能毫发无损地回来，她才会
更加信任我。”如今，父母理解了她的选择，
也尊重她的梦想。

登山需要不小的花费，尤其是 8000 米
以上的山峰，攀登一次少则一二十万元，多
则三四十万元。这么多年，何静所有的积蓄
都花在了登山上，结束这次攀登后，何静将
回归日常生活，暂时还没有计划下一趟旅
程。“登山这件事在我生命中不会停止，永远
有下一座山峰等待我去攀登。”她的登山装
备就放在客厅，随时待命，“有合适的机会，
我可能说走就走。” 据《扬子晚报》

2005年至2020年的这15年间，申军
良自嘲天天流浪街头像个“要饭的”。那时
候，他每天都奔波在寻子的路上，和他同在
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被拐孩子的家长，他
们都是“梅姨案”的受害者。

对于“梅姨案”被拐孩子的家庭来说，
命运的齿轮仿佛随着申军良之子申聪的找
到开始转动起来。

2020年3月，在广东警方的帮助下，被
找到的申聪与申军良夫妇认亲，重新回到
原生家庭。此后，一个又一个团圆的消息
接踵而至。

2021年10月，“梅姨案”被拐儿童礼礼
被找回，李树全、欧阳艳娟夫妇在广州增城
见到了已经17岁的孩子。

2024年9月，“梅姨案”中被拐的孩子

钟彬被找到。
2024年10月，“梅姨案”中第9名被拐

儿童——欧阳佳豪成功找到，这也标志着
该案涉及的9名被拐儿童已全部找回，9个
家庭相继“团圆”。

2024年11月5日，申军良在自己的社
交平台又分享一个团圆的消息：被拐22年
的孩子刘哲男于今年 9 月底被找到，将于
11月6日在杭州举行认亲活动。

据悉，2002年正月，2岁的刘哲男在外
婆带领下，到深圳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妈
妈。途经广州火车站与同行的老乡走散，
刘哲男随后被一名陌生女子拐走。

尽管刘哲男不是“梅姨案”中被拐的孩
子，但申军良是在寻亲路上与刘哲男母亲
相识的，同命相连的背景下，他们几年来一

直互有联系，互相鼓励。此次刘哲男被找
到，申军良同样感到高兴。

“我和刘哲男妈妈相识于 2021 年 8
月，当时申聪被寻回给了她很大鼓励，哲男
被拐地和申聪被抢的地点仅相距几公里，
哲男妈妈一度怀疑孩子也是经梅姨卖掉
的。但至今为止，拐走刘哲男的犯罪嫌疑
人还没有落网。”申军良告诉记者。

同样，“梅姨案”中被拐的孩子被找到、
主犯张维平也已被执行死刑，但唯独众人
口中的“梅姨”尚无踪影，还没有落网。

对此，申军良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坚
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将会整合梅姨的活动轨迹，配合
警方梳理线索，争取早日将梅姨和更多人
贩子绳之以法！”申军良说。 据《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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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邻家女孩”，
7年无氧登顶14座8000米以上高峰

中国姑娘何静成功登顶希夏邦马峰，至此，她成为中国首位无氧登顶世界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山
者。目前，人类完成如此壮举的女性登山者仅有三人。11月5日，记者对话何静，她说，自己并没有把登顶14
座高峰作为一定要完成的目标，登山就是顺其自然的事。她做过基因检测，耐力、爆发力都偏弱，能成功都是
后期努力的结果。生活中的何静，有时看上去和邻家女孩一样，她说：“我在山上是不太能够接受冻伤的，我们
都是父母的宝贝啊，在山上我宁可不登顶，也一定要平安回家。”

10月9日上午9时10分，何静成功
登顶海拔8027米的希夏邦马峰，这也是
何静无氧登顶的第14座8000米以上的
山峰。无氧攀登是指在登山过程中全程
不使用辅助氧气。

生活中的何静，看上去和邻家女孩
一样，大眼睛、马尾辫，看起来乖巧可
爱。“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完成这个挑
战，我觉得登山就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情。”何静告诉记者，她第一次尝试攀登
8000 米级山峰是从中国境内开始攀登

的。希夏邦马峰位于西藏日喀则市聂拉
木县境内，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
的8000米级山峰，因此她将挑战的最后
一座8000米级山峰也留给了希夏邦马
峰。“咱们中国人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我觉得以这种方式结束比较圆满。”

何静称，此次攀登过程并不顺利。办
理登山许可的过程比较费劲，攀登前两天
天气状况不太理想，希夏邦马峰大本营连
降两场大雪，当时她还担心会不会发生雪
崩。10月9日凌晨，何静开启冲顶。

“因为我是无氧攀登，所以要比有氧
冲顶的队员慢许多，只能一步一个脚印
地去爬。”登顶那一刻，她觉得有些恍惚，

“就这么结束了？7年时间，我就把这件
事做完，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是职业登山者，登山只是我的
一个爱好，我想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得
好一点。”对于何静而言，无氧攀登世界
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在她登峰的路上
已经不是最大的体能挑战，毕竟前13座
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体适应性。

1988 年，何静出生于陕西西安高
陵，2006年，她去大学老师的家里，看到
老师登山的照片，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此后，她一有时间就去徒步。

何静向记者回忆，第一次攀登雪山
是在2012年春节。在那之前几个月，何
静的外婆突然病逝，让她一时无法接
受。“小时候，父母在外做生意，我是跟着
外婆长大的。等我有能力尽孝的时候，
外婆却不在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遗憾。”从国庆节到春节，何静一直沉浸
在悲痛中，朋友约她去爬四姑娘山散

心。第一次攀登雪山，她没有专业装备，
只穿了件长款羽绒服，但表现还不错。

“接近顶峰时，看到霞光照在白茫茫的雪
上，那一刻我感觉人在大自然面前是那
么渺小，放下了一些纠结和痛苦的事情，
也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朋友看
她状态这么好，开玩笑地说：“你很有登
珠峰的潜质啊。”说者无心，但何静把这
句话听进去了。

从四姑娘山起步，海拔 5000 米、
6000米……从四川到甘肃、青海，再到新
疆，国内大大小小的雪山，何静几乎登了

个遍。“有的雪山我可能已经去了几十次，
但我现在仍然会去，就是源自内心这份热
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做一件事。”

2016年，何静成功攀登了人生中的
第一座海拔8000米级山峰——卓奥友
峰，当时标配是两瓶氧气，但何静在整个
攀登过程中只用了一瓶，且爬得很快。
大部分攀登者在挑战了一座8000米级
山峰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珠峰，但何静觉
得35万元的报名费太贵了，“我就想如
果不登珠峰的话，能不能尝试一下其他
的8000米山峰？”

“我爬完卓奥友峰，觉得自己身体还
可以，就想尝试无氧攀登，看看自己能不
能做到。”无氧攀登对天气有着近乎严苛
的要求，风速不能超过每秒 20 米，气温
不能低于零下 40℃，否则有冻伤的风
险。“我提前做了很多预案，也和前辈以
及向导探讨，肯定会考虑风险因素，低温
冻伤、体力不支、缺氧嗜睡等，低温就做
好保暖措施，天气恶劣就不要贸然冲
顶。嗜睡的话，平时要加强连续性超长
距离的运动。”

当时何静在一家企业从事科研工
作，她几乎每周有五天在凌晨5点起床，

坚持跑 10 公里；骑车往返 40 公里上下
班；平常还会负重爬楼梯来提升体能，
50 层楼一次爬五六趟；一到周末，就负
重20公斤徒步10小时，为登山做准备。

2017 年，何静首次尝试无氧攀登
海拔 8163 米的马纳斯鲁峰。这一年她
29 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海拔
8000 米以上，身体处于嗜睡状态，头晕
目眩，每一步都迈得沉重。但这是自己
的选择，只能硬扛，完全靠意念支撑到
顶峰。”

此后，她成功无氧登顶马卡鲁峰、
安纳普尔纳峰、道拉吉里峰。“在攀登过

程中，偶尔会跟自己对话，但大部分时
间脑子都处于放空状况，想太多会耗
氧，只能是机械地一步步往前走。”2022
年，何静成功无氧登顶珠穆朗玛峰，成
为首位无氧登顶珠峰的中国女性。一
周后，她又成功登顶了世界第四高峰
——洛子峰。连续的成功登顶带给何
静继续挑战的勇气。2022年7月，她陆
续无氧登顶海拔 8611 米的乔戈里峰和
海拔 8051 米的布洛阿特峰，实现 74 天
无氧攀登 4 座 8000 米级山峰的壮举。
2023 年，她又用 4 个月时间，完成了 5
座8000米级山峰的无氧攀登。

7年无氧登顶14座高峰

18岁之前从未见过高山

无氧攀登极易陷入嗜睡

8000米级山峰险象环生

他，一直奔赴在寻找人贩子“梅姨”的路上
11月6日，河南周口人申军

良将赴浙江杭州，见证又一个家
庭的团圆——被拐22年的刘哲
男，将在杭州花开岭公益基地举
行认亲活动。

申军良是轰动全国的“梅姨
案”寻子当事人，2020年3月7
日，他被拐15年的儿子申聪被
警方找到，失散15年的亲情重
获团圆。几年来，申军良从自己
家庭的团圆到见证其他被拐孩
子家庭的团圆，经历了多少辛酸
和欣慰。回望一路走来的历程，
他感慨地说，愿天下无拐，他将
一直奔赴在寻找“梅姨”的路上，
将所有人贩子绳之以法。

何静在雪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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