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水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将石山内外雕刻

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数百万年间，时光流转，山水运动，在贵州

北部的遵义市绥阳县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溶洞群

之一——双河溶洞群。洞内结构复杂，水洞、旱

洞并存，洞中有洞、洞洞相连，被称为“喀斯特天

然洞穴博物馆”。

庞大的洞穴系统向世人展示着这方土地的

沧海桑田，也吸引着世界各国科研人员和探险

家前来一探究竟。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

外科研人员多次对双河溶洞群进行联合科学考

察，法国洞穴探险家、法国洞穴联盟副主席让·
波塔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探索这片神秘

之地，波塔西长期定居于双河溶洞群附近的双

河村。在波塔西等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双

河溶洞群主体部分双河洞的长度一次次被刷

新。最近一次联合科考成果显示，双河洞 107
个洞口连通，长度达 409.9 公里，是目前的亚洲

第一长洞、世界第三长洞。

初识——
“双河洞必定是一个巨

大的洞穴系统”

波塔西自幼便对洞穴探险充满热情，16 岁

加入法国洞穴联盟的青年洞穴潜水协会，开启

了探险生涯。1986 年，受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邀请，波塔西作为法国洞穴联盟的成员，首

次 踏 足 贵 州 ，对 著 名 溶 洞 系 统 织 金 洞 进 行 考

察。此后，他又多次到中国探洞，尤其对贵州

情有独钟。

贵州“无山不洞，无洞不奇”，是中国喀斯特

地貌典型地区之一。山峰耸立的地表下，藏着

许多看不见的地下溶洞，一个溶洞的形成，可能

需要数万年到数百万年时间，洞穴内的岩壁上

往往记载了地球数百万年的运动。“这些溶洞形

成于不同的地质年代，它们之间是否连通，是如

何连通的？这些都等待着我们去实地考证。”波

塔西说。

石膏晶簇布满洞道，绵延数里，似进入冰雪

世界；地下梯田层层叠叠，向下铺展，若置身大

山之巅……双河洞主要形成于白云岩及白云质

灰岩地层之中，洞内空间庞大，似地下迷宫，洞

内堆积物形态多样，类型繁多，具有极高的观赏

和科研价值。

1988 年，遵义市绥阳县人民政府向贵州省

山地资源研究所报告，在其辖区内的温泉镇发

现了多个大型洞穴。鉴于洞穴系统的复杂性和

某些洞段环境的脆弱性，以及洞穴资源的不可

再生性，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认为，在洞穴开

发利用前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和保护，正式拉

开了现代双河洞系统考察和研究的序幕。同

年，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开始邀请外国专家

对双河洞进行联合科学考察。

20 多年过去了，波塔西依然清晰地记得他

第一次探访双河洞的场景。那是在 2001 年，

当天下着滂沱大雨，双河村里土路泥泞难行。

波塔西和几名同伴徒步穿过雨幕，抵达双河洞

区域。他爬到一处名为麻黄洞的洞口，靠近洞

口是迷宫型洞段，有大风从洞穴深处吹来。凭

借自己多年洞穴探险的丰富经验，波塔西当即

断定：“这个洞，绝不简单。”事实也正如他所

料，麻黄洞后来被证实是双河洞系统最重要的

洞口之一。

那一年，双河洞已探明长度为 26.8 公里，

许多洞口还未连通。波塔西认为，“实际的数字

可能远超于此，双河洞必定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系统。”为了更好地开展探洞工作，他决定“必须

要来很多次”。此后，他频繁往返于法中之间，

并于 2011 年定居双河村，成为村民口中的“老

让”，真正融入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探洞——
“对于研究地质构造运

动和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

背起小布袋，穿上解放鞋，戴上安全帽，工

具包稳稳当当地挂在腰间，波塔西踏上了又一

次的探洞旅程。拨开杂草，从一个直径不足半

米的洞口进入，时而匍匐时而下降，波塔西深入

曲折蜿蜒的洞穴深处，周遭的光线迅速消失，唯

有头顶的探照灯在前方开辟出一圈光晕。

用电子测距仪测量洞道长度，拿出掌上电

脑绘制出洞穴的地形图，用相机记录细节——

在这样一次次的探洞过程中，波塔西记录了无

数地下路线，绘制了大量地形图，帮助科研人

员探索的脚步走向地心更深处，引领他们探寻

地球运转以及物种变迁的更多奥秘。

每当在洞穴内有所发现，波塔西就会联络

相关领域的专家，并引导科学家们深入现场，开

展科学论证。“双河洞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空间系

统，堆积物中记录了大量地质历史信息，对于研

究地质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这里

除了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还居住着许多独

特的现生物种以及微生物，是研究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场所。”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周

文龙介绍。

迄今为止，双河洞已组织开展了 22 次国际

联合科学考察，自 2001 年开始，波塔西均参与

其中。在多年的科考探测活动中，中外专家发

现了大量地质遗迹点，以及许多洞穴生物化石、

洞穴活体生物，为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且极具

价值的资料。

2009 年，波塔西和同行者在石膏晶花洞中

发现了大量蓝色石头，与地下洞穴中常见的黄

色石头不一样。进行检测后，发现这是一种由

硫酸锶组成的矿物天青石。天青石不仅外观美

丽，还是工业和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原料。后来，

探洞者又在双河洞内发现多处天青石分布区

域，双河洞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

具有极高的地质研究价值。

双河洞发现 10 万年前大熊猫化石！这一

发现令波塔西激动万分。2021 年，他与贵州省

山地资源研究所团队在洞内发现大熊猫桡籽骨

（伪拇指）化石，证明至少 10.2 万年前大熊猫已

进化出与现生个体相似的“伪拇指”，极大提升

了人们对大熊猫食性特征演化的认知。至今，

双河洞已发现 44 具大熊猫个体化石（亚化石），

年代跨度从 10 万年前至数百年前，是除现生大

熊猫栖息地外最近的实物记录，证实数百年前

贵州有大熊猫生存。

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德远

专注研究洞穴哺乳动物化石，与波塔西合作多

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22 年 8 月的一天，波

塔西带他去看一处大熊猫化石，王德远据牙齿

磨损程度判断此为老年个体，“这是一只老熊

猫，相当于人类 60 岁左右”。波塔西听见了可

不乐意，“嗨！60 岁不老！还有很多事情可以

做呢。”那一年，波塔西正好 60 岁。

在波塔西的双河洞区域地图上，共标注了

527 个洞口，其中只有 30 个他还未曾踏足。对

于波塔西而言，每次踏入洞穴，都是一场美丽

的相遇，“进入洞穴之前，你永远无法预测能走

多远，走多深。探洞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都是

风景。”

未来——
“希望一直留在这里，

见证新数字的诞生”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开启双河洞探险之初，波塔西就有一个一直想

去的洞——碓窝洞。据初步了解，碓窝洞规模

很大，且和双河洞距离较近，如果探明两者之间

的连接通道，有望大幅度刷新双河洞的长度纪

录。但是这个洞隐藏在天坑之下，四面都是绝

壁，只能徒步前往，“走路一去一回就要十几个

小时”。受制于路况，对碓窝洞的考察一直没能

开展。

前些年，随着贵州农村公路“村村通”“组组

通”等工程的实施，原本因地势险峻、交通不便

而“通不了”的地方，如今已经铺就了宽阔的道

路。洞穴专家的探索半径也随之扩大。

“坐上公交车就能出村，四通八达的交通系

统可以方便地去到很多地方。”波塔西时常感叹

中国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快递能送到村里

来，水电供应都有保障，村里的基础设施非常完

善。”波塔西说。

2014 年底，公路修到了碓窝洞附近，波塔

西的洞穴考察工作也随之开启。经过近 4 年的

探索，波塔西和同伴们终于找到碓窝洞与双河

洞连通的通道。这一发现将双河洞的长度推向

新的纪录——238.48 公里，超越了马来西亚清

水洞，成为亚洲第一长洞。

如 今 ，双 河 洞 不 再 仅 仅 被 科 考 团 队 所 关

注，当地的洞穴资源也得到利用，吸引着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2016 年，以双河洞为核心的

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正式运营。奇妙的地下

景观、刺激的洞穴探险和专业的研学课程，让

游客流连忘返。旅游业的兴起带动了地方发

展，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经营起餐馆、民宿

等，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伴随着双河洞科研工作的持续深入，中外

洞穴科学考察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为当地培养

了一批洞穴科考的后备力量。2005 年，中法洞

穴培训基地在绥阳县设立，目前已经举办了 15
届国际洞穴探测及单绳技术（SRT）培训，受训

人数达 260 余人。“洞穴科考需要复合型人才，

要会技术、能测绘、懂科研。中法合作有助于推

动在当地普及探洞技术，帮助我们去到更深、更

远的地方。”周文龙说。

作 为 法 国 洞 穴 联 盟 副 主 席 ，波 塔 西 致 力

于 推 动 法 中 洞 穴 科 考 合 作 ，积 极 参 与 普 及 岩

溶洞穴知识，教授探洞技术、救援技术等方面

工作。

对 于 波 塔 西 而 言 ，双 河 洞 还 有 许 多 待 探

索 的 区 域 。 在 他 的 电 脑 里 ，有 一 张 双 河 洞 区

域的地图，其上，绿色线条代表已经连通的洞

穴 ，红 色 线 条 代 表 未 与 双 河 洞 连 通 的 洞 穴 。

地 图 西 北 ，金 钟 山 方 向 还 有 许 多 红 色 线 条 ，

“听说今年去往金钟山的路就要通了，到时候

这些红色线条说不定也会慢慢变成绿色了。”

波塔西说。

波塔西希望继续拓展双河洞的边界。他

说，“如今，双河洞的长度已经跨过 400 公里的

门槛，其总长度可能会超过 500 公里。”双河洞

有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长洞？波塔西耸耸

肩，“一切都是未知的，这正是探洞的乐趣所

在。我希望一直留在这里，见证新数字的诞生，

只为一个理由：双河洞值得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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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双河洞支洞杉林洞内部景观。

绥阳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②：2024 年暑期，各地高校大学生在双河

洞开展研学活动。图为学生参与飞拉达项目。

绥阳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③：让·波塔西（左）和中国专家在双河洞

一处支洞内观察大熊猫化石。

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供图

图④：绥阳县双河村双河客栈。

绥阳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⑤：2023 年，第二十二次双河洞国际洞

穴科学考察活动在绥阳县举办。图为中外科考

队员记录一处洞穴结构。

赵 飞摄

图⑥：第二十二次双河洞国际洞穴科学考

察活动期间，中外科考队员在双河洞一处支洞

中观察岩壁。

赵 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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