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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野外攀岩发展现状、困境与出路

——“健康中国”视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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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实地调研、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在“健康中国”背景下重点分析和探讨四川省野外攀岩

发展现状、困境与出路。研究表明: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双重背景下四川省野外攀岩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

高校开设攀岩课程和相关教学、攀岩健身俱乐部逐渐增多以及户外拓展训练公司风生水起等。野外攀岩的发展面临

诸多困境，突出体现在宣传普及程度不够和群众基础薄弱、优秀野外攀岩教练员缺乏、装备器材昂贵和场地开发有

限等。为此，未来出路应该在加大宣传引导、开展攀岩赛事、加强人才培训以及建设国家攀岩公园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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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国家大力倡导“健康中国”，出台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追求健身意识

的加强，休闲体育和户外运动成为一种新时尚，特别是体育产业 46 号文件的颁布，更是加速了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野外攀岩

运动以其特有的惊险性、技术性、刺激性、竞争性和趣味性，吸引了众多敢于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健身爱好者。在 2016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第二条完善健身休闲服务体系中明确提出“发展户外运动，推

广攀岩等山地户外运动项目”，这为推动野外攀岩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条件。本研究在“健康中国”视域下重点分析四川省野外

攀岩发展现状、困境与出路，以期为四川省野外攀岩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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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野外攀岩的发展现状

1.1 高校开设攀岩课程和相关教学

根据调查得知，四川省目前开设攀岩课的高校有成都体育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旅游学院等。特别是成都体育学院自从 2007 年开课以来，训练出了很多的攀岩高手，并参加全国大学生人工岩壁攀岩锦标

赛，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有邓琳琳、杨小华、覃东平、刘兴华、胡昌富、王莹、陈广等，其中邓琳琳和覃东平在澳门大学举行

的第七届大学生锦标赛上分别获得难度第一、第二，速度第三、第四。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八届大学生锦标赛上四川省有 3 个

代表队参加，分别是成都体育学院 12 人，成都理工大学 8 人，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院 8人。四川省高校开设攀岩课程以及相关

教学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川野外攀岩运动的发展和推广。

1.2 攀岩健身俱乐部逐渐增多

根据调研统计目前四川省攀岩俱乐部有红星美凯龙攀岩俱乐部、西南交大攀岩俱乐部、成都体育学院攀岩俱乐部、成都理

工大学攀岩俱乐部、成都生存者攀岩俱乐部、刘常忠成都攀岩俱乐部、大松果马达攀岩馆和四川德阳攀岩俱乐部等。攀岩健身

俱乐部逐渐增多，为四川省攀岩运动推广提供了良好平台。很多四川籍攀岩高手都经常参与俱乐部的训练与交流，例如现在在

国家攀岩队训练的马自达，在全国乃至世界大赛上都取得很好的成绩。马自达之前就是在西南交大攀岩俱乐部训练，后来被国

家队招收。这些爱好者们甚至是运动员同时也热衷于野外攀岩，无疑对四川省野外攀岩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3 户外拓展训练公司风生水起

户外拓展训练公司是组织企业员工到户外岩壁去体验野外攀岩的惊险性、刺激性，从而使他们到达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

一种机构，这类公司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身体健康成为当代人的热门话题，现在白领之间流传这样的

一句话:“请朋友吃饭，还不如请朋友出一身汗”，可见身体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拓展训练公司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个

需求，大力宣传到野外去参加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就是野外攀岩。这一项目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可以欣赏美景，

呼吸新鲜空气，最特别就是释放激情，所以吸引了无数想超越自我，敢于拼搏的企业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2 四川省野外攀岩面临的困境

2.1 宣传普及程度不够和群众基础较为薄弱

目前，四川省的野外攀岩主要在高校(成都体育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旅游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大学)和攀岩俱

乐部(红星美凯龙、西南交通大学攀岩俱乐部、成都体育学院攀岩俱乐部、成都理工大学攀岩俱乐部)以及小部分的拓展公司(引

力拓展训练公司、自游人拓展训练公司等)。当其结合攀岩对企业或者学校进行培训中得到了宣传，使得极少数的人开始了解和

接触到这一项时尚项目，却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推广，致使大部分群众对野外攀岩还不是很熟悉。野外攀

岩是一项新兴的户外运动，而且由于宣传普及程度不够、优秀教练员缺乏、装备器材较贵、场地开发不够这些因素的存在，多

方面地导致了群众基础薄弱。

2.2 优秀野外攀岩教练员缺乏

野外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上攀爬的运动项目，由于危险性比较高，所以需要安全意识强、警惕性高、专业技术过硬、经

验丰富，对四川省野外攀岩场地有全面了解的教练员。目前，这类教练员主要来源于成都体育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和成都大学

等部分高校的教练和老师，除此之外还有攀岩俱乐部的教练以及拓展训练公司的培训师。但是优质教练员相对缺乏，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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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应该在教练员队伍上加强投资和培训。

2.3 装备器材昂贵和场地开发有限

野外攀岩是一项以技术装备(8 字环、铁锁、攀登绳、扁带、安全带、快挂)为基础的运动，在野外攀岩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

环节，为了更加的保险，设计到的技术装备质量要求就比较高，所以价格比较昂贵。很多人都玩不起，只有有一定收入的少部

分人才能玩得起，这就极大的限制了这一项运动的开展。目前，四川省野外攀岩场地开发还不完善，场地开发受到诸多因素的

限制，如:必须要有可利用的岩壁、交通情况、资金投入等，这些因素的存在给野外攀岩场地的开发带来了众多麻烦，现在四川

比较成熟的野外攀岩场地仅有彭州市白鹿镇的飞来峰、大邑县鹤鸣山、平乐古镇金鸡沟等。符合条件的野外攀岩场地相对较少，

今后应该大力开发攀岩场地。

3 四川省野外攀岩未来的出路

3.1 加大宣传引导，开展相关赛事

野外攀岩是一项到户外去运动的项目，必须远离钢筋混凝土的城市。然而，大多数人都喜欢呆在这热闹的都市里，习惯了

过着快节奏的生活，只有小部分人喜欢到外面去旅游休闲，并不是去以锻炼身体为目的，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必

须加强宣传运动对人体的重要性，加强宣传野外攀岩带给人们的无穷魅力，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健身人群参与野外攀岩的引导和

帮助。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各大高校攀岩课程的开设和普及，第二，逐步提高攀岩俱乐部的数量和质量，第三，

增加拓展训练公司与野外攀岩的结合，第四，开展野外攀岩比赛的宣传活动。

3.2 组织攀岩培训，培养专业人才

现阶段应该大力组织攀岩培训，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培养攀岩教练员，另一方面是培养攀岩运动员。目前，四川野外攀岩

的教练主要以四川登山协会的成员为主，极少数的教练在外面带队都没有攀岩教练员证书，要让这项运动在四川迅速的发展，

国家登协或者省登协应该多组织攀岩教练员培训班，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小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还可以提高教练员的技术技巧，

教练员聚集在一起交流一些丰富的经历及经验，为野外攀岩的发展打下坚固的基石。

3.3 加强重视，建设国家攀岩公园

从平乐古镇金鸡沟铁道式攀岩场、彭州飞来峰攀岩场、大邑鹤鸣山攀岩场的开发来看，人们既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又能

达到强身健体，还能给该地区带来了经济上的收入，同时提高了该地区的知名度。四川政府应该增加可以开发野外攀岩的旅游

景点，让更多的游客体验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推动四川野外攀岩的向前发展；同时这一项运动的开发也为旅游景点带来更多

的游客，带动四川旅游经济的发展。四川地大物博，攀岩资源丰富，可以建设一个国家攀岩公园，每年在国家攀岩公园主办攀

岩赛事活动，以塑造国家攀岩品牌、推动国内攀岩户外运动文化、攀岩专业竞技与国际接轨和交流。

4 结语

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建设“健康中国”的双重背景下，发展四川省野外攀岩运动是大势所趋、形势所在，是为了

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要，也是大力响应国家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号召。因此，必须加强对四川省野外攀岩的整体规划和

战略部署，加强对野外攀岩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培训和指导，加大场地开发和保护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攀岩比赛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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