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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美怕晒的小姑娘到皮肤黝黑的教练官

她用水下声呐，带逝者回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凌晨 3 点，水面漆黑一片，几盏头灯格
外亮眼。陈微的身体跟着救援艇晃动，眼睛
死死盯着面前的屏幕。

“发现疑似物，沿着刚才的路再扫一遍。”
她举起右手，向船手示意道。救援艇转了个
大弯，返回之前的航道——用声呐探测仪在
水底寻人，在水域救援搜寻领域，至今是较
为稀有的技术，陈微更是掌握这门技术的人
群中少有的女性。

除了日晒雨淋与酷暑寒风，对于这个眼
睛亮晶晶、还未婚的年轻女人来说，恐惧是
她要克服的最大难关。不过现在，恐惧已不
再困扰她。她告诉自己“我是去帮助他 / 她，
带他 / 她回家。”这样一想，也就不怕了。

全国声呐教学群里的女教练官
这当然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李林说，一开始全队很多女

队员都在学，但学到后来，只有陈微坚持下来，甚至还学成了

全国精英——在一个全国声呐教学群里，四个教练官，只有

陈微一个女人。

“刚开始的时候真是到处去学。”陈微说，全国各地，只要

有声呐课上，不管多远，她都会跟公司请个假，然后偷偷溜

去学习。几年下来，已经是“胸中有丘壑”了。

从理论到真正操作，陈微还需迈出艰难的一步。

像一些小女孩一样，她从小胆小。谁家里有老人“走了”，

她都不敢靠近。2015 年东方之星沉船事故，陈微也是参与救

援者之一。那时，她才刚入队不久，队内的救援艇数量也不多，

女队员被安排在救援组的后方。那是她第一次直接接触事故，

整理遇难者照片时，惨白的身体，残酷的景象，几乎一个星

期都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段时间真是吃不下、睡不好。

一闭眼，那些图片就从脑子里蹦出来。”陈微说。

那时，陈微也以为自己应该永远上不了一线了，但真正到

了现场，事情就变了——“家属的眼神就像鞭子抽着你，根本

就不允许你怕。”陈微说。

一次，他们接到救助，一对4 岁上下的姐弟溺水了，到时

已经是傍晚 6点。许多队员都才下班，还没有吃饭，但因为是

孩子，他们立刻就出发了。

到了现场，目击者竟是一个 3 岁的小孩子，他吓得缩在家

长怀里，只喃喃说：“弟弟掉到水里面了，姐姐去拉他，没拉到，

然后看不到了。”

这场景让陈微心酸，转头上了船。那时她刚学声呐技术没

多久，水下情况比较复杂，四处有水草、垃圾等漂浮物——

这些东西，在声呐仪器上都有可能变成“疑似物”。

漫长的搜索时间过去，已是凌晨 3点，队员们一无所获，

唯一的一个疑似物，勾了半天也没有勾到。“我心里很急，两

个孩子那么小，得赶紧把他们找上来，但就是找不到。”陈微

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坐在装备车里，想着“这水面实在也不大，

怎么就找不到呢”，一下绷不住，她哭了。

队长陈华安慰她：“没关系的，你要相信自己，尽量去找。”

略平复了心情，陈微继续上船搜寻，大概天快亮的时候，他们

在一个 4 米深的水底处找到了那个小女孩，随后男孩也找到了。

“那两个孩子，我还记得，抱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大，就这

样没了。”陈微皱着眉头回忆道，孩子家庭条件不怎么好，父

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带着。孩子找到后，他们跑过来跪在

陈微面前，陈微也跟着哭。

“每次找到人，心里的感觉都很复杂，一方面看着这种生

离死别的场景太难受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总算是帮他们把人

找到了。”陈微说。所以，队里把水域救援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医疗宣讲队到镇上、村里一个一个学校地给农村留守儿童宣

讲水域安全知识，溺水自救知识等。

“靠全社会的努力吧，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比前些年少很

多了。”陈微说。“也许还没有做得那么完美，但我们真的都在

努力。”

水域救援现场，
90%有她

在救援领域中，声呐员少有女

性，因为确实太苦了。

冬天水面上呼呼地吹风，脸都

被冻得发僵；夏天在没有任何遮挡

物的救援艇上 360 度暴晒，还要穿

上厚厚的救生衣，一晒就是一天，

汗水都能把衣服汗湿几层。还有，

阳光下，救援艇上的电脑屏幕反光

得厉害，陈微对着屏幕一盯就是几

个小时，所以她会随身带着眼药水，

眼睛干得受不了时，就滴一滴。

“我作为男队员有时候都晒得

受不了，陈微一个女孩，确实很

坚韧。”李林说，最开始认识陈微

时，她也是一个挺爱美的小姑娘，

做着漂亮的美甲，在朋友圈里晒

自拍。现在晒得黑黑的，也没听

她抱怨什么。“另外，救援不是规

律上班，常常是半夜接到求助。”

李林说，无论什么时候打给陈微，

她总是会立即出现。岳阳蓝天救

援队的水域救援现场，90% 有她。

同时，碰到复杂的水域环境，

又凸显了女性细心和耐心的优势。

一次，南津港有人落水。她和队

员们前去支援，不料捞上来的疑

似物全是“地笼子”（水产养殖户

的水下渔网），勾上来还好几米长，

要用水刀一点点割开。

“勾不对几次，就有不少人想

放弃这个定点（可能有疑似物的

水域）了。”陈微说。但她一再坚

持，要求操作手再试三次，就算

找不到人，也要找到形状差不多

的疑似物上来。果然，勾到第二

次，他们就找到了落水者钓鱼时

候的手提袋子。“那肯定人就在这

里了。”

其实，在各类救援一线现场，

早就活跃着不少女性。水域救援、

医疗救援，山地救援等等，她们

更细心，更耐心。陈微如今还收

了一个女徒弟，多年的救援经验，

让她把恐惧渐渐变成了一种对生

命的尊重和珍惜。

“以前在深圳打工的时候，每

年的新年愿望就是挣多一点钱，过

上好日子，现在想法完全变了——

好好活着，活得幸福开心，才是

最重要的。”陈微说，生命其实很

脆弱，因此生命也很珍贵。

为了那些“不见”的亲人
陈微今年35 岁，本职工作是一名销售，除此之外，她还有

一个身份，岳阳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队里的水下声呐专家。

从很早开始，她就热衷公益。在深圳打工时，她利用业余

时间参加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回到老家岳阳又跟着团队去帮

助困难儿童。2012 年，她偶然加入本地的蓝天救援队，突然发

现，做救援服务也是一门技术活儿。“学医疗救护、应急救援、

灾后重建……”大开眼界的陈薇觉得，时间一久，自己已经拥有

了更多的力量，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声呐技术，是她最感兴趣的。从小长在水边，落水的故事

她听了太多，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家里附近的一个小孩子溺

水了，全村的大人都在找，在河里摸了几天也没有摸到……

同队的李林，岳阳蓝天救援队监事长，经历更加痛心。那

时他还很小，亲人溺水了。全家人又急又伤心，找来了一个个

民间打捞队，一天 2 千元，捞了三天都没找到，只好又找另一

个打捞队，捞队答应找到人才收钱，终于把人找到。

民间打捞队的乱象，也是 6 年前全国蓝天救援队决定将实

际上存活率极低（严格意义上为零）的溺水搜寻纳入救援范围

的原因。“在法律上，还没有找到的人只能算失踪，就有生还的

可能，那我们就有义务去帮助他们。”李林说。

但水域搜寻救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水底环境相当复杂，

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判断具体落水位置。以往发生溺水、溺亡

事件，全靠钩子和潜水员水下搜救寻人，不仅能见度不高，水

底还高低不平，钩子难以全部沉底。“像池塘这类面积比较小

的水域一般还能找到，大江大河这类比较复杂的自然水域，可

能打捞三天三夜也不一定有用。”李林说。

一度，岳阳蓝天救援队曾用过水下摄像设备来改善水下能

见度，但设备下水后，“几乎就和人眼在水底看到的一样，黑漆

漆的，甚至还不如人眼看得远”。

大约在 2017 年左右，队里开始接触到了一种新的搜救设备：

“声呐”——仪器通过发出超声波，来分析水底的形态，搜索

溺水人员。这套设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鱼”，状似“火箭”，

这部分沉于水下；第二部分是主机，用于处理信息；第三部分

是电脑，将分析生成的影像呈现在显示屏上。

“有了声呐技术后，小的水域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寻人成功，

大江大河也能提高搜寻成功率。”李林说。

这给水域救援带来了新的可能。

能掌握声呐救援技术的女性很少。

陈微抱着水下声呐探测仪。

“往那边走，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