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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四大无人区，都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不允许任何社会团体、单
位或个人进入开展旅游、探险活动，一
经发现将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
将追究刑事责任。

可可西里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面积约4.5万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600米左右。它
有着严寒的高原气候和多样的自然景
观。它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黄河、长江和
澜沧江等重要水源地，同时也是可可
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所在地。可
可西里气候干燥寒冷，严重缺氧和缺
淡水，自然环境险恶，被称为“生命的

禁区”。
罗布泊

位于新疆东南部的塔里木盆地，
曾经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现已干
涸，成为寸草不生的盐壳地，被称为

“死亡之海”。上世纪 60 年代，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在这里试爆成
功。

阿尔金
位于新疆东南部的阿尔金山脉，

是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的界山，
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气候干旱少雨，
多风干燥，缺氧寒冷。这里有一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
护区，保护区内有藏羚羊、野牦牛、藏

野驴等珍贵的保护动物。被称为“死
亡谷”的那陵格勒山谷就在阿尔金无
人区内。听说当地的牧民宁愿让牛羊
饿死也绝不会进山谷中放牧，因为曾
经有人在山谷中追寻羊群时，再也没
有出来，被发现时，他衣衫完整，身上
没有任何伤痕，死因非常蹊跷，至今是
个谜。

羌塘
位于西藏北部的羌塘高原中的一

部分，平均海拔 4700 米以上，面积约
29.8万平方公里。这是目前中国海拔
最高、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羌
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第二
大陆地自然保护区。 本报综合消息

站在银行柜台前，执行法官眼睁睁地看着3000万元即将
汇划成功的执行款“不翼而飞”。

究竟是谁在幕后操作，又有谁该为此事担责呢？近日，司
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司鉴院”）声像和电子数据研究
室高级工程师李岩向记者讲述了这起他多年前办理的鉴定案
件。

2015年初，山东某食品有限公司向某典当行借款2800万
元，因逾期未还，典当行将食品公司告上法庭。当年11月，法
院出具民事调解协议书，约定食品公司需在2016年4月前分
期还清典当行的借款，但此后，食品公司拒不履行调解协议。
无奈之下，典当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调查后发现，食品公司的开户行是某银行济南支行，
2016年7月12日将有一笔3000万元的款项入账，执行法官遂
来到该支行现场办理执行手续，经银行柜台工作人员现场查
询，食品公司账户确实如期入账了 3000 万元，实时余额
3000.03万元。

法院要求银行将上述款项冻结并汇划至法院账户，工作
人员随后着手办理。但这时候问题出现了，柜台工作人员在
办理资金汇划过程中，忽然告知执行法官，食品公司账户中的
存款已经被转走了。

被冻结的3000万元怎么突然被转走了呢？法院以银行配
合不力为由，裁定某银行济南支行应在未追回涉案款项前，以
自己的财产向典当行承担2800万元的赔偿责任。银行方面当
然不认可，并提起上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权威的证据，还是要靠司法
鉴定。该案在经历一番周折后，2017年10月由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委托司鉴院，对争议焦点作出鉴定。李岩接手了这一
案件。

“法院委托我们鉴定两个争议焦点，一是银行是否实际冻
结了相关款项，二是食品公司账户内的冻结款项被转走是否
存在银行故意‘放水’的嫌疑。”李岩说。

李岩是在2012年拿到鉴定资格证的，多年的实践让他掌
握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也经历过许多难办的案件，但回忆起该
案，李岩说：“这是从业以来接触过的最复杂的一个系统。”

当初正是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声像和电子数据研究室
派出了包括李岩在内的4名鉴定人，而通常情况下，一个案件
只需要安排2个鉴定人即可。

“声像和电子数据研究室的工程师都要和计算机打交道，
每次鉴定都会遇到不同的计算机系统，而这次面对的银行系
统尤为复杂。”李岩说，一是因为银行为了保证信息的保密性
和资金的安全性，把自身系统设计得非常精密复杂，多个子系
统之间彼此独立又环环相扣，往往只有系统开发人员和底层
运维人员才能解释清楚其中原理。二是银行系统储存了海量
信息，要在如此庞杂的信息中筛选出当天有用的数据，可谓大
海捞针。

而此案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法院并没有提供现成检材，需
要李岩等人到银行总部去提取，再拿回到上海的实验室做鉴
定。

在最初调取数据时就遇到了麻烦。“按照银行规定，我们
不能直接接触银行系统，只能在旁边监督指导银行工作人员
操作导出所需的数据，后来发现数据并没调取齐全。”李岩
说。

当天他们在银行总部一直待到了晚上，拿到银行柜面
报文和数据仓库回到上海分析后才发现，这些数据根本不
够，涉案款项被转走还涉及网银的操作，只能再一次赶到
银行总部，调取当天的核心交易日志、网银转账日志和冻
结登记簿。

等调齐数据开始做鉴定时，李岩又遇到了难题。银行系
统多是加密数据，对系统进行初步分析后，他发现在自己原本
认为最熟悉的领域，竟成了门外汉。

此外，虽然他只调取了银行7月12日当天的数据，但整体
数据非常庞大。“不同用户当天的交易流水情况都在里面，干
扰很多，分析相当困难。”李岩说。

除了数据庞大外，银行还把数据放在不同系统内。“应该
是为了保密，比如一个账户的柜面交易、网银交易等明细，是
存在不同表格里的，这些表格又在不同系统里，账户、人员都
是以特定代码表示的，光整理这些表格就花费了我们大量时
间和精力。”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李岩等人分析得出，银行在针对食品
公司账户的操作中存在“操作异常，冻结失败”的关键信息。

李岩最终确认，银行未能成功冻结食品公司的执行款项，
柜员第一次操作冻结时少填了关键信息而被驳回，第二次操
作才冻结成功，而涉案款项正是在这两次操作之间通过网银
转走。

在这之后，李岩又遇到过很多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也接触
过很多设计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但他还是会常常回忆起此案
的每个细节，“做的时候是很难，但是完成后却是一件非常有
成就感的事情。我常常以此鼓励自己，激励自己去攻克一个
又一个的难关。”

“天天对着电脑，不觉得自己像个程序员吗？”记者问。
“相比程序员，我们的工作责任更加重大。而且我也不觉

得乏味，热爱工作才能热爱生活。”李岩说。
本报综合消息

罗布泊无人区究竟有多危险？

相关链接：
我国四大无人区

被冻结的被冻结的30003000万元执行款为何万元执行款为何““不翼而飞不翼而飞””？？
近日，一起自驾车队进入新疆罗

布泊期间失联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7 月 29 日，失联者被当地警方找
到，但不幸的是，4人均已遇难。据了
解，该车队于7月22日从敦煌市出发，
未经批准擅自穿越若羌境内保护区，
结果发生惨剧。

业内人士称，新疆罗布泊野骆驼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夏季温度奇高，地
表最高温度可达70℃左右。

车辆抛锚、物资不足、高温……44
人命断罗布泊人命断罗布泊

7 月 28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若羌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7 月
27 日 13 时许，若羌县公安局接敦煌
市公安局转警称，一自驾车队于 22
日自敦煌市出发，未经批准穿越若
羌境内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6 日 1 车 4 人失联。经搜救，于 27
日发现失联车辆，3 人已无生命体
征，1 人失踪。车队其余人员已安
全返回敦煌市。接报后，若羌县公
安局立即与医疗、应急等部门成立
救援队伍，全力开展搜救工作。29
日消息传来，最后一名失联者已不
幸遇难。

有疑似知情者在微信群聊中透
露，上述车队为四川籍，包含多辆越
野车和皮卡车，原计划路线为罗布泊
的北线——穿越470公里的大海道无
人区，不知为何走了南线，奔彭加木
碑去了，而且只带了两天的食物和
油。

救援人员曾讲述了找到失联人员
的现场，“严重脱水，面部几乎无法辨
认。”

根据知情者讲述，失联者身份为
领队，该车辆失联原因疑似为加错了
油导致车辆抛锚，因车内物资不足，领
队失联前曾尝试徒步寻找救援人员，
但不幸遇难。

据救援人员讲述，搜救队先是在
沙漠中发现了那辆蓝色皮卡车，在车
子周围，散落的东西随处可见，又走了
一段距离，远远发现一名男子躺在沙
漠中一动不动。走近后发现，这名男
子已经遇难。

曾多次穿越罗布泊的越野爱好者
说，罗布泊是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穿越罗布泊应尽量避开 5 月—8
月，且野骆驼保护区有醒目警示牌，没
有报备属于非法闯入。

外地游客不能私自进入野骆驼国野骆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家级自然保护区

事 发 后 ，有 媒 体 连 线 若 羌 县
12345，工作人员说，县辖区内的野骆
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归相关管理局管
辖，外地游客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肯
定不能私自进入。

“这个保护区，有我们保护的野骆
驼，数量很少，之前都快灭绝了，属于
濒危野生动物，这几年数量才慢慢增
加了一点点，它们胆子很小，很怕人，

它们生活在无人区，所以我们当地人
也从来不去，怕打扰它们，破坏它们的
生态环境。”

该工作人员说：“我们欢迎外地游
客来我们这里，但没有得到同意或没
有与相关部门沟通的前提下，肯定不
允许单独进入到这片区域，不仅是为
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护那些动
物。”

据报道，2017年以来，新疆罗布泊
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曾多
次发出通告：严禁一切社会团体、单位
或个人进入保护区开展旅游、探险活
动，一经发现将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
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罗布泊的危险主要是沙尘暴和流沙尘暴和流
沙沙

资深户外达人罗煜，曾攀登过珠
穆朗玛峰，去南极游过泳，也曾穿越
可可西里无人区、塔克拉玛干以及罗
布泊。罗煜跟记者回忆说，罗布泊是
他和儿子一起去的，因为中间发生意
外，花了 14 个小时从罗布泊野骆驼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穿越回敦煌市
区。

罗煜表示，罗布泊的危险主要来
自两点，一是沙尘暴，沙尘暴会让人
迷失方向；二是流沙，车子一旦陷进
去的话会很麻烦，只能等待救援。至
于狼群等等，罗布泊不像可可西里，
很少见，“罗布泊除了戈壁就是荒
漠，除了野骆驼外，很少见到其它动
物。”

另外就是各种意外，罗煜表示：
“现在这么热的天，如果车辆遇险的
话，车上不能待了，得找个避阳光的
地方，不然人体水分蒸发量大，脱水
后很容易死亡。”他说：“这些年，去罗
布泊自驾游的人多了，对大自然没有
敬畏心，出了一些事情，可能也是因

为这些原因，后来罗布泊就禁止进入
了。”

7月罗布泊地表温度超70℃人体人体
需水量为平时需水量为平时33倍—倍—44倍倍

多年前曾只身徒步31天穿越罗布
泊的知名探险爱好者雷殿生表示，罗
布泊环境十分恶劣，核心区面积大且
荒无人烟，炎热却没有水源，尿液是最
好的补给。

从事旅游行业、热爱探险的老张
也曾多次驾车穿越罗布泊，在他看
来，这次4人遇难事件的发生，主要原
因是前期准备环节明显不足。“以前
带队时，我们出发前一定要跟游客沟
通，路线是什么，备选路线是什么，撤
出线路又是什么，三条路线都要清
晰，尤其是大海道路线，在行驶到中
间点时，往哪个方向撤出，距离大约
都在300公里。”老张说。

此外，老张认为车队选择出发的
时间也存在很大隐患，“专业术语叫
作窗口期，在窗口期进入无人区，风
险相对较小。以大海道为例子，每年
的5月—8月都不是合适穿越的时间，
夏季炎热，地表温度超过70℃是很正
常的，炎热也会导致沙子松软，车辆
易陷入荒漠。”

夏季对于徒步者、探险者的考验
往往更大，老张坦言，当下身处罗布
泊，人体需水量在平时的3倍—4倍以
上，“并不是带够 3 倍—4 倍的物资就
可以出发，因为还需准备遇到危险时
备用的资源，比如车辆穿越无人区需
要3天，我们建议是带够6天甚至8天
的物资。”

“在无人区跟车，如果失联了想看
车辙寻找路径，是很困难的。一阵风
刮过，车辙消失，植被都会被吹起，路
也变了样，想分清方向靠的是经验和
运气。”来自四川的王切说。

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警示牌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警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