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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爬树的简介

攀树起源于爬树,是从爬树演绎和发展独立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和体育活动。

爬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类早期,猿人居住、生活、工作在树

上,具有很强的攀爬能力。凡是有树木的地方可以在树上、树与树之间

自由移动、往返、穿梭。我们人类祖先,爬树是一种本能。爬树对于早

期人类的作用是: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躲避危险、爬高望远、观察和

警戒;获取丰富食物,采摘果实。因此,人类是具有攀爬的优秀基因。爬

树主要是通过身体的四肢达到上下树和树木间的移动,在树枝之间移动

如履平地,那时候的人类四肢非常的长、肌肉也非常的发达等特点。爬

树的目的是人类最初为了获取食物和躲避猎物,爬树为人类提供了基本

的生活以及生命保障。

人类的祖先猿猴是常年在树上,以树上的果实为生,因此,树林间移

动就如同在现在的人类在地面上行走一样的自如,地球出现一些重大的

变化,导致猿猴们无法继续在树上生活,被迫从树上下来。[3]由于地面上

凶猛的肉食动物太多,猿猴还是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是被猎食的对象,因

此,猿猴为了躲避地面猛兽的攻击,爬树避险。先前人类是群居生活,一

起采集和渔猎为生,为了聚居区的安全,人类爬树警戒。日常工作中人

类还会采集树上的果实,但已经不住在树上了。因此,人类的爬树能力

还是得以保持。但是随着人类学会使用工具,慢慢的在地面成为事物链

的顶端时,爬树的技术就慢慢的退化,导致人类的下肢粗壮、高和长,手

臂变短而灵活,人类开始不太擅长爬树。有些科学家预言:随着社会的

发展,将来人类是头巨大,而四肢变短。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运动技能

却慢慢退化,健康越来越恶化。因此,呼吁大众参与体育运动,提高健康

的生活品质。

人类为自身的发展和健康,就把人类与生俱来的技能:跑、跳、

投、发展成为一个体育、竞技比赛项目。例如:人类在户外劳作中为了

攀爬阻碍的山体,演化成了攀岩运动。徒手爬树具有很大的难度和危险

性,因此爬树难以得到发展。一些户外探险爱好者,他们通过结合攀

岩、探洞等户外技术,为了满足攀爬树木的好奇心和攀爬树木安全性,

发展演变成相对独立和区别的一种职业、运动、休闲娱乐形式。爬树

最终演化成攀树运动也符合人类的自身的发展和健康的要求,同时攀树

还具有修剪树木、保护树木的职业属性,同时还有亲近自然、保护环境

的特点,因此成为现代人类越来越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

2  攀树的发展历程

2.1 国际树木协会简介(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

在19世纪的北美和英国就有一些零星的、个人的攀树活动,直到

1924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树木保护和检查委员会召集一些从事树木工作

或者是树木研究人员召开一个美国遮阳树会议(The National Shade

Tree Conference),会议讨论遮阳树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法。会议通

过讨论决议收集树木保护管理的信息,并提供一个宣传途径。至此出现

了以管理和保护树木为目的的攀树组织[1]。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

经历了低谷到不断转好的影响下,美国遮阳树协会也同样经历从萎缩到

人员剧增的景象,同时美国遮阳树协会在经济好转的时候,开始走向国

际化,他的成员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公民。因此,1968年为了更好的反

映其国际属性改为国际遮阳树会议(International Shade Tree

Conference)。随着协会专业化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专注树木从业

人员的相关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研究和传播的发展要求,1976年,

为了更加准确得反映它的规模和行业范畴改名为国际树木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

2.2 国际攀树锦标赛The International Tree Climbing Championship (ITCC)

1978年ISA国际攀树协会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举办第一届攀树比

赛。该比赛的初衷是训练攀爬能力和技能的方式,仅利用一根绳子外无

任何的装备保护的攀树者就有能力在树上救援需要拯救的生命。直到

1994年第一位欧洲攀树者参加比赛,欧洲为攀树运动的推广带来新鲜

的技术和理论,同时加速了攀树运动的复兴和发展,攀树比赛改为国际

攀树比赛,同时创新添加了大师赛,增加了攀树比赛的观赏性和激烈程

度。[ 1 ]

如今,ISA除了组织举办国际攀树锦标赛,还举办了每年在欧洲,北

美,和亚太地区进行的地方赛事,这些赛事的冠军以及ISA分会和全世

界相关组织举办的比赛的冠军,都将被邀请参加ITCC比赛。到2015年

为止国际攀树锦标已经举办39届。国际攀树锦标赛已经是一项成熟、

专业的行业检验从业人员的攀树技术与安全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交流

与推广攀树的最为重要赛事活动。全球ISA成员也就是树木管护专业人

员超过2万人。初赛项目包括:投掷绳索、速度攀、空中拯救、工作

攀、双绳脚锁。

2.2.1 投掷绳索(30分)

考验比赛者的准确抛掷能力,在同一棵树上每边已设立了4个不同

高度的位置,从最低到最高分别得到3、5、7、10的得分,而高度介乎

于20～30m,共两棵树供选择。比赛者使用投掷铅袋能在設立的位置每

个点安装攀树绳一条共4条。

2.2.2 速度攀(20分)

主要考验比赛者的攀爬速度和攀爬策略的运用。用指定的方式去

攀爬到指定位置及拍响事先安装在树上的各个钟声,以最快时间响起最

后一个钟声的比赛者为胜。攀爬高度为18 m高以内。

2.2.3 空中拯救(50分)

考验比赛者的树上拯救和应急能力。用正确而安全的救援动作把

受伤者拯救及安全运送到地上。受伤者的位置在6～7.5m高,限时男

子组5 min;女子组7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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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双绳脚锁速度攀(20分)

综合考验比赛者的速度、力量和协调的能力。使用上树的其中一

个方法：双绳脚锁式来上树,男子组以15 m高较快者胜出;女子组以

12 m高较快者胜出。

2.2.5 工作攀爬(80分)

测试参赛者使用攀树绳索、安全带等工作装备在树上移动的能

力。男女比赛项目设置相同。参赛人员从树上(通过设备将参赛者送到

树上)出发点开始,在树木间移动并到达指定的位置完成规定执行的5个

任务,比赛内容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体现和检视树木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

的技术和能力。任务包括以下几方面。

(1)使用手锯:参赛人员达到指定的位置,正确使用安全短绳,确保

人身安全,先准确的发出“Stand clear”或“让开、危险”,然后用手

锯敲响铃铛。

(2)枝条投掷:参赛人员达到指定的位置,正确使用安全短绳,确保

人身安全,先准确的发出“Stand clear”或“让开、危险”,然后用手

锯敲响铃铛,才可以向地面指定的目标(一个靶心图)抛掷枝条。

(3)使用高枝剪:参赛人员达到指定的位置,正确使用安全短绳,确

保人身安全,先准确的发出“Stand clear”或“让开、危险”,然后用

双手持高枝剪(可伸缩1.7～4m的长剪枝剪刀)的工作端敲响铃铛。

(4)行枝技术:参赛人员必须至少一只脚触及树枝(一般较细不能直

接承担一个人的重量的横枝)预先设定的出发点的标志,选手必须行走

在枝干上,达到可以敲响铃铛的位置,正确使用安全短绳,确保安全。发

出“Stand clear”或“让开、危险”,然后用手锯敲响铃铛。在枝干

上走回,并再一次接触标志,整个过程不能让触动蜂鸣器(一个测试树枝

承重后,树枝向下弯曲、倾斜的设备)。

(5)着陆技术:最后比赛位置,参赛者发出“Stand clear”或“让

开、危险”,然后用手敲响铃铛,然后准确进行控制下降及着陆至地面

规定的目标范围(一个靶心图)。

根据以上的要求给出参赛者相应的得分。

2.2.6 大师赛

根据初赛5项比赛得分累加起来,五项初赛的总得分最高为200分。

获得较高总得分的比赛选手便可以进入锦标赛的环节——大师赛。

大师赛是最为精彩和激烈的比赛环节,大师们竭尽所能展示自己的

攀爬技巧、技能。同时可以学习到最新攀爬技术、最新装备、同时惊

叹于大师们的路线设计以及装备在他们手里的价值。

3  其他国际攀树组织

1983年一名攀岩爱好者彼得·詹金斯是,被叫做Treeman的人发起

以休闲、娱乐、交友活动性质的攀树活动,并成立一个国际攀树公司

Tree Climbers International(TCI),可以看作攀树开始朝向娱乐化和

休闲化方面发展的标志。这个理念让很多的人参与到了攀树活动中来,

攀树成为一项新颖的户外运动,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因此,攀树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TCI也因此走向了国际化,并制定一系列攀树的相关安全和

训练规则和要求。

2007年,一场由科罗拉多的亨利·泰特尔鲍姆和美国的亚伯·温斯

特组织,彼得·詹金斯和一些高级攀树者、教练参与,旨在讨论成立第

一个服务于娱乐、探险、体验、教育性攀树群体组织的会议在美国卡

罗拉多进行。根据会议讨论,最终成立慈善、非盈利的全球攀树者组织

Global Organization of Tree Climbers(GOTC)。现如今,GOTC提

供的培训课程和攀树安全指导方针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同时适用于包括

体验式教育协会在内的体验性组织和户外运动[2]。

20世纪末,攀树运动发展如雨后春笋,世界各地出现各式的攀树组

织,以挑战巨树为乐、以亲近自然、家庭休闲、以玩耍、娱乐、健身为

主要目的。在俄罗斯,攀树运动成为户外技能比赛中的一个项目,属于

野外生存技巧并加以推广。据了解欧美等国家许多学校(不光是大学)都

设有攀树运动课,光美国有近一千家学校有开设此类课程。港台地区也

较中国大陆早引进攀树运动。其中,台湾地区更倾向康乐型大众化发展

方向,而香港地区则建立树木协会,加入了ISA更多的人向着更加职业

化的方向发展,也有少部分人员加入TCI为了纯粹攀爬的快乐感。

4  中国的港台攀树发展情况

2008年香港开始去新加坡参加ISA组织的亚洲区攀树比赛,2010年

香港攀树学会承办ISA中国地区分会主办的第一届香港攀树赛,因此，

ISA在香港的影响较大。

随着ISA的发展和推广,香港有了职业攀树师,他们以树为工作对

象,为树木修剪和治病。树木从业人员可分为树艺师和攀树师一文一

武,相互配合。树艺师负责树木检查、美观和整体方案的设计与规划,

攀树师负责攀爬并实施修剪和医治,当然树艺师和攀树师可以集合于一

人 。

攀树师和树艺师必须经过ISA认证和注册,其职业资格得到ISA世

界各地47个成员国的承认,目前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也有ISA的官

方机构。攀树师和树艺师特殊的工作环境:户外高空作业以及单次较长

的工作时间、非硬需求,决定从事人员较少,单次报酬较高的特点。只

是进行调查、修剪等,日薪较高4000～7000,出检查报告等相关数据和

信息更高。

同时也有较少一部分人是ISA会员同时也玩TCI,TCI基本是以组

织攀树活动,和培训攀树技能为主。

2013年以前台湾攀树以体验户外运动、亲近自然、康乐攀爬为

主。2013年台湾雷时生老先生去香港系统学习ISA的攀树知识,回到台

湾以修剪树木、保护树木为职业。以及退休后去美国学习攀树运动的

苏俊郎开始组织儿童少年的攀树活动,以及以爱护树木、保护环境推广

攀树运动。让台湾的攀树有了多样化的发展。

5  内地攀树运动发展情况

攀树一开始玩家基本是户外探险爱好者,他们通过结合攀岩、探洞

等户外技术发展起来为了满足其攀爬树木的好奇心,发展相对独立和区

别的一种职业、运动、休闲娱乐形式。但是攀树进入中国内地却是以

运动的形式得到蓬勃的发展。

攀树于21世纪初由香港攀树从业人员在广东和福建等地区的植物

园和公园进行保护树木、修剪树木的专业交流。但并没有引起内地相

关行业和部门认可和接纳。主要是内地从业人员普遍专业素质较低,基

本是环卫工人,树木工作的也是工作范畴。环卫工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修剪,对于高一点的树基本常年无保护性修剪。同时内地人工成本较

低,从业人员无任何专业技能,只要身体健康、灵活就可以上岗,工作时

几乎无保护攀爬、无保护作业等危险作业,长期存在且没有引起关注。

只有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才能意识到人力成本高昂,以及对生命

的重视、对自然的尊重。所以攀树在内地的职业化进程就此停滞不

前 。

2012年厦门大学以攀树的运动特质:亲近自然、童年爬树记忆、逃

生技能、灵活、协调、刺激、勇敢、速度、力量等特质为载体,率先以

运动形式引进高校课程,并获得的同学追捧和喜爱。2012年厦门大学骆

腾昆把Tree Climbing翻译成攀树运动,攀树运动成为一个专业名词、

用于区别徒手爬树、和其他攀爬行为(如通过梯子爬树)。攀树运动是一

项必须穿戴安全装备通过绳索、绳结、器械配合身体四肢运用上升下

降、行走、跳跃在树木之间进行攀爬的一种职业、竞技、休闲的活

(下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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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学等专业,虽然与休闲体育专业课程有些相通之处,但其根本专业

设置目标与定位不同,休闲体育主要是围绕休闲类体育项目进行的理论

或实践指导综合性的服务人才。它与学校、社会的需求紧密联系。学

校、社区、健身俱乐部对休闲体育专业人才爱不释手,休闲体育专业人

才在社会上供不应求,社区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指导与管理,高校需要

新型项目的专业教师或人才,健身俱乐部需要专业性的教练等等。据专

家估计,由于休闲体育是一个具有广大市场需求和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

体育专业,将有 100～300所高等院校在未来5～10年内开设此专业。

[4]湖北高校数量在全国位于前列,高校开设休闲体育专业不仅能满足学

校自身的需求,也能与社会协调发展。

3  湖北省高校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可行性分析

3.1 高校完备的场地设施资源为休闲体育专业开设提供了基础条

件

高校的场地资源近些年来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各个学校都是现

代化的建设,塑胶田径场、篮球馆、排球场、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网

球场、游泳馆等等,这些都为休闲体育专业的开设提供了基础条件。湖

北省大部分高校对老校区进行扩建或者搬迁至郊区,新建的高校大多坐

落于大学城,崭新的场馆、先进的理念、宽裕的体育教学场地,硬件设

施都非常的完备和现代,这些实训基地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

间 。

3.2 丰富的师资力量为开设休闲体育专业提供了人才保障

湖北省已经有5所学校开设了休闲体育专业,这为其他高校开设休

闲体育专业提供了人才条件。高校的体育教师是课程建设的执行者和

参与者,他们关乎着素质教育的成败。由于体育课是属于公共课,因此,

各大高校体育教师的数量也较多,当前实行绩效评比,推行休闲体育教

育,各大高校也在为学校注入新鲜的血液,派年轻老师进修新项目、聘

请校外教师、进休闲体育项目教师等等,这些都为学校开设休闲体育专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良好的体育氛围是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重要条件

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经济水平的提高,休闲体育活动成为人

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调查,学生对闲暇时间的选择上武汉

市大学生当中79.7%的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开设类似的课程。武汉普通

高校在校大学生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时间在30min或30min以上的占

67.5%。[5]学校场地的对外开放,吸引了更多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广

场舞、户外运动、体育舞蹈、野外生存、漂流深受人们的热爱,学校、

社区、健身俱乐部、广场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厚,这是高校开设休闲体

育专业的重要条件。

4  结论

随着湖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校、社会对休闲体育专业人才的需

求日益增多。而高校作为教育平台的重要基地,注重休闲体育专业的建

设,培养更多的休闲体育人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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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2012年9月厦门大学正式开设攀树运动课程,标准攀树运动进入中

国内地的一个里程碑。攀树运动课程一选课就会被学生秒杀。[4]到

2015年6月约800位学生学习过攀树运动。攀树运动课程作为一门体育

课以新颖的运动形式、惊险刺激的树上运动,以亲近自然、保护环境、

挑战自我的理念,吸引更多学生参与运动,让学生们有了一种新的活动

项目的选择。攀树课程以2～3人一组的小团队在开心愉快的氛围中一

个人攀爬,另一个人作保护,第三人欣赏观看和拍下登顶和挑战中影

像。让小团队学会相互保护和支持、以及培养责任心。因此,攀树锻炼

学生的力量、速度、协调、心理素质、团队协作等软、硬实力的培

养。所以攀树运动集运动、休闲、教育为一体的高校课程获得了快速

的发展。

2012年厦门大学第一次代表内地参加香港攀树锦标赛,骆腾昆进入

大师赛,获得最佳海外新秀男运动员。厦大其他老师学生也获得了最佳

女运动员奖;投掷绳索男子组第二名,女子组第一名、第二名;双绳脚锁

女子组第一名;速度攀爬女子组第三名;空中拯救女子组第三名。2014

年5月24日厦大举办中国内地首个国际标准攀树运动赛事——第一届厦

门大学攀树锦标赛,近80%位参赛选手从数百名报名学生中脱颖而出,

女生比例高达40％。女生数量突破任何一次攀树比赛的人数。本次比

赛吸引了中国各大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的报道,厦门攀树成了国内

民众家喻户晓的大学体育课程,为攀树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起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2012年至今得到了教育部相关领导的视察、前外交部部

长李肇兴的题词、以及全国30多个高校来厦门大学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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