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3名夏尔巴人登山者在珠峰大本营上方一处危险路段坠入深裂缝后失踪，珠峰英雄背后的“无名英雄”夏尔巴
人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夏尔巴人这个曾经几乎与世隔绝的古老族群，由于体质好、抗缺氧能力强，又熟悉珠峰
的气候和地形，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成为珠峰登山队的向导和挑夫，服务世界各地的珠峰攀登者。除了高山上的夏
尔巴人，雨林中的巴卡人和海里的海女都有着远超常人的身体特质，有些源于自然的馈赠，有些则与后天的努力训练息
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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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第二大锂生产国，智利在锂矿方面的政策一向
能够牵动相关行业走势。据路透社报道，智利总统博里奇4
月20日表示，将把该国的锂产业国有化，未来的锂矿合同将
只向国家控制下的公私合营企业发放。消息一出，马斯克立
即在推特上发文称，“锂矿在地球上很常见，重要的是精炼能
力。”智利经济部长尼古拉斯·格劳对此回应，马斯克这种说
法无疑是在直接淡化锂的重要性。那么，这一重要供应国对
锂矿进行国有化意味着什么？又将给全球锂产业带来哪些影
响呢？

“不能再次犯下资源私有化的历史性错误”
智利锂矿丰富，是重要的锂矿出口国。美国地质调查局

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探明锂矿储量约为8900万吨，
其中智利仅次于玻利维亚和阿根廷，锂储量达980万吨。根
据智利中央银行数据，2022年智利碳酸锂的出口额达到近78
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777%。

博里奇4月20日晚在总统府莫内达宫发表电视讲话，宣
布国家将参与锂资源开发全流程。他表示智利拥有重要的锂
资源储备，抓住锂资源开发机遇对智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非常重要。

事实上，博里奇的锂矿国有化计划酝酿已久。据路透社
报道，博里奇竞选总统时就曾在推特上写道：“智利不能再次
犯下资源私有化的历史性错误，我们将创建国有锂公司。”博
里奇上台后，坚定地主张成立国有锂矿企业。

法新社4月22日报道称，随着世界各地向可再生能源过
渡以及由锂电池驱动的电动车的需求增长，全球对锂的需求
处于历史高位。“锂电池作为电动车的储能电池，是应对气候
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关键，对于智利来说是一个经济增长机遇，
短期内难以被超越。”博里奇在4月20日的讲话中表示。

博里奇表示，智利政府今年下半年将向议会提交创建国
有锂业公司的法案，该公司将同合作伙伴一道进行附加产品
的开发。他还透露，未来智利政府还会专门设立一个部门负
责推进先进提锂技术，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可能会阻碍新的制造商进入智利”
《华尔街日报》4月21日报道称，在智利宣布计划将锂矿

国有化后，智利矿业化工集团和美国雅保集团这两家私营企
业的股价应声下跌。这两家公司共同拥有全球最大在产锂盐
湖智利阿塔卡马的开采权，智利通过特许开发合同授权这两
家私营企业开采锂资源。其中，中国锂矿龙头企业天齐锂业
拥有智利矿业化工集团22.16%股权。

尽管博里奇在讲话中表示，智利政府不会终止目前的合
同，希望锂矿商在合同到期前对国家参与持开放态度，但这一
举措已经让智利商界感到担忧。

智利生产与贸易联合会主席里卡多·梅维斯在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对博里奇的声明感到相当不安”。《华
尔街日报》报道称，智利工业协会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
提议恐怕会打击私营部门的信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援引
分析人士的话表示，锂矿国有化可能会阻碍新的制造商进入
智利。路透社进一步指出，在墨西哥将锂矿国有化，印度尼西
亚禁止出口关键电池材料镍矿之后，智利锂矿国有化的计划
尤其给电动车制造商带来新的挑战。

在智利锂矿有投资的中企，除了天齐锂业外，还有中国汽
车制造商比亚迪。路透社报道称，比亚迪与智利生产促进委
员会就锂电池材料生产达成协议。比亚迪相关负责人4月24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比亚迪能够以优势价格获
得智利矿业化工集团生产的原材料供应。此外，比亚迪也签
署相关合同，获得在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建设锂电正
极材料工厂的许可。目前，项目进程尚未受到影响。

智利锂矿国有化的计划还需要跨过一些阻碍。据《外交
政策》杂志报道，博里奇须获得智利国民议会的批准才能落实
这一政策，而他在国会中的支持目前并不多。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4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尽管智利锂矿国有化计划会遇到锂矿公司背后利益集团
的阻扰，但总体上可能难以改变智利锂矿国有化趋势。如果
国有股具备一票否决权，那就会影响到全球锂矿产品供应。
同时，这对矿企中私有股份的积极性会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可
能会影响到智利全球锂矿供应大国的地位。

“锂佩克”进行时
有分析称，此次智利宣布锂产业国有化或将推动“锂业欧

佩克（欧佩克是指由13个成员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
成立。2022年，巴西《里约时报》报道称，锂矿“三巨头”阿根
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正在就建立锂矿版的“欧佩克”开展讨论，
计划对锂进行协调定价。分析人士预计，由于共同的利益需
求，“锂三角”可能会利用自身优势影响国际市场。如果阿根
廷、智利和玻利维亚达成共识，未来这一组织还可以吸收其他
全球产锂大国，如澳大利亚。

但这一想法进展得并不顺利。在玻利维亚锂产业完全属
于国有，在阿根廷，国家只向企业提供经营特许权。风险咨询
企业维枫公司的马查多表示，智利似乎选择了一种中间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占据上风，锂矿被认为是一种战略资源。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三国锂行业不同的法律框架阻碍了
进展。

墨柯分析称，智利政府国有化锂矿的初衷应该是推进“锂
佩克”的成立，进而为政府带来更多创收。他认为，初期智利
政府能在一定程度实现这个目的，但长期来看，政府权力深度
介入市场的结果大概率就是损害矿企的积极性，影响智利的
锂矿产品的产出量，最终政府创收的目的也不一定能实现。

本报综合消息

智利锂矿国有化意味着什么

每年的5月29日是“国际珠穆朗玛
峰日”，这是为了纪念人类首次成功登顶
世界屋脊。1953年的这一天，新西兰探
险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
盖从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从那时
起，作为能够超越人类极限的登山者，夏
尔巴人这个群体走进了世人的视野。

实际上，大约100年前，就有夏尔巴
人为登山者担任向导和挑夫。百年来，
不论是各国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还是业
余登山爱好者，或是拍摄纪录片的摄制
组，都会雇用夏尔巴人作为登山的协作

者。据介绍，夏尔巴人在登山路途中，
可以担任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导游、顾
问、行李搬运工、厨师、保姆、医生等等，
其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即使是世
界顶尖的专业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
玛峰等高山时，也必须雇用夏尔巴人作
为向导并帮助运送登山装备和给养。

国际社会早已公认夏尔巴人是世
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者。就连各项登山
世界纪录，夏尔巴人也是独享一份纪录
单。不论业余还是专业登山家，都无法
与夏尔巴人抗衡。不用背负沉重物资

的情况下，夏尔巴人登山能有多快呢？
据报道，一名夏尔巴人创造的从珠峰大
本营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纪录是 8 小时
10分钟；而专业登山运动员走完这段路
一般需要三四天。

研究表明，夏尔巴人在耐寒和抗缺
氧环境方面确实天赋异禀。这一方面
是因为夏尔巴人世代生活在高海拔地
区，他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低温以及较
稀薄的氧气。另一方面，研究显示夏尔
巴人的基因确实有异于常人的地方，他
们的身体生成血红蛋白的效率更高，心
肺功能更强，血压也更低，这些都有助
于耐受高海拔地区的低氧环境。

拥有这些“超能力”的夏尔巴人，持
续创造着登山界的传奇。他们收获了
不少“荣誉称号”，比如“影子登山家”

“喜马拉雅山挑夫”“大山之军”等。但
实际上，世界之巅对于夏尔巴人同样危
险。在所有登山纪录中，夏尔巴人还有
一项令人悲伤的纪录——珠峰遇难人
数最多。至少有60名夏尔巴人长眠于
此，这一数字对于只有数万人的夏尔巴
人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本报综合消息

他们超越人类身体极限

1.3米高巴卡人，轻松爬上30米高大树

记者在非洲中部采访，发现在刚果
热带雨林中，有一个叫巴卡的神秘族群。
巴卡人是狩猎民族，主要分布在喀麦隆、
刚果（布）、刚果（金）、加蓬等国家。他们
通常居住在热带雨林深处，过着半游牧
生活，靠狩猎、采集等为生。巴卡人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非常与众不同。他们不建
造永久性的住房，而是居住在暂时性的
小棚屋或帐篷中，以便追随野生动物。
他们使用许多天然资源制作工具和医

药，例如树皮、草药和动物骨骼等。
在适应恶劣环境和艰苦条件方面，

巴卡人展现出了很强的生存技能，这些
技能甚至超过了一般人的身体极限。例
如，巴卡人很擅长奔跑和攀爬等活动，这
些活动要求极高的耐力和敏捷性。此
外，巴卡人还可以凭借听觉和嗅觉感知
周遭环境，以及在热带雨林中快速定位
并采集野生水果、植物等。他们可以发
现很远处或者藏匿在丛林中的动物，并

准确地判断出动物的类别和雌雄。
以爬树为例，巴卡人终年与树为伴，

他们从小就会爬树，即使是一些老人，也
可以轻松爬上几米高的大树。在孩子的
成人仪式中，就有一项是爬上高高的大
树，掏掉树顶蜂巢里的蜂窝。这种树通
常有 30 多米高，他们轻巧地爬上高树
后，还得点燃树叶，用烟熏的方法把密
密麻麻的蜜蜂赶走，完整地取下蜂窝，
然后带下来，当着众人的面交给酋长，
只有完成这个仪式，男孩才算变成了男
人，才可以结婚生子。如果办不到，则
不算成年，更不能娶妻生子。这种技能，
对于平均身高只有1.3米多高的巴卡人，
可谓突破了他们的身体极限。

有研究表明，巴卡人比其他非狩猎
民族对一些疾病有更强的抵抗力，例如
对疟疾等，他们就有很强的天然抵御能
力。此外，在适应一般人难以忍受的高
温潮湿环境方面，巴卡人也表现上佳。
由于一年四季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经常
面临高温高湿的环境，因此，巴卡人练
就了比其他人更适应高温环境的本领，
并具有更好的耐热能力。

韩国的济州岛有三多：石多、风多、
女人多。在长长的海岸线上，有这么一
群妇女，她们穿着沉重的黑色橡胶潜水
衣，头戴钢化玻璃护目镜，拿着简单的
潜水装备和渔网，背负着几十公斤的海
藻、海参、海胆、鲍鱼等海鲜。这些妇女
被称为海女，意为“海上的妇女”。当地
媒体称她们为“韩国最早的工作母亲”。

在韩国人的印象中，海女一直都是
济州岛的象征。海女不仅是一项传统，
更是女性独立和力量的象征。

自由潜水一向被称作世界上最危
险的运动之一，所以海女是一个危险的
职业。她们长时间在冰冷的海水中工
作，没有氧气罩，只靠着脚蹼和护目镜
潜到海底，捕捉鲍鱼、海螺和章鱼等。
自由潜水会给身体带来巨大压力，轻则
大脑缺氧昏厥，重则导致死亡。

有人说，“海平面就是海女生死之
间的分界线。”除了大型海洋生物，她

们还得担心身体被网、钓鱼线或海藻
缠住无法脱身。所以单兵作战是非常
危险的，为了安全，海女会成群入海，
互相照应。

作为一名资深海女，过硬的身体素
质是非常必要的。有经验的海女可以不
戴氧气罩在海里深潜十多米，憋气2分
多钟。受到天气和潮汐的影响，海女每

天潜水长达7个小时，每月大约工作十
几天。想成为海女的女孩一般7岁至8
岁开始练习游泳，15岁至16岁开始跟着
妈妈一起下海，到了40岁左右是海女的
事业黄金期。有专家对海女的肺功能进
行了研究，发现海女的肺部比同龄的女
性更年轻、更健康，可能跟她们长期海下
作业让呼吸肌得到锻炼有关。

韩国海女不戴氧气罩深潜十多米

从大本营登顶珠峰，夏尔巴人只用8小时

擅长爬树的巴卡人擅长爬树的巴卡人

收获颇丰的海女收获颇丰的海女

搬运行李的夏尔巴人搬运行李的夏尔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