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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之峰，耸立世界屋

脊。

庚子夏初，决战地球之

巅。

2020 年 5 月 27 日，中国

人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

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举世瞩

目，期待中国给出“世界高

度”新答案。

珠峰见证——一群顽

强、乐观、奉献的勇士，以坚

韧不拔的意志、拼搏到底的

勇气，战高寒、克缺氧、斗风

雪，不登顶，誓不休。

时代见证——与时间赛

跑，与压力抗争，经过两个多

月的艰苦拼搏，2020 珠峰高

程测量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

测量，标志着 2020 珠峰高程

测量取得关键性胜利。

守护地球“第三极”

青藏高原，高天厚土。珠穆朗玛，世人敬仰。

2020年4月30日，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中

国庄严向世界宣布：正式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

这是时隔15年后，我国再次重返珠峰之巅测高，

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开展的第七次大规模的测绘和

科考工作。

“此次测量也是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之

后，我国全面开展的首次综合珠峰高程测量活动。”中

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所

长、2020珠峰高程测量技术协调组组长党亚民说，“这

次地震对珠峰高程的影响，目前在国际上仍存争议，

中国测绘科学家应当在珠峰现场，给世界一个答案。”

6500万年前，青藏高原在板块的碰撞中隆起。这

座依旧在剧烈变化的年轻高原，仍在深刻影响人类的

生活。

“青藏高原作为气候启动区，塑造了当今亚洲或

北半球的气候环境格局，其抬升或下降，对大气环流

和气候环境格局将产生不同影响。”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解释，“而珠峰高程数据对

探究青藏高原的变化，是重要的支撑。”

只有更深刻地了解，才能更深切地守护。

2004年，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近年来，珠峰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此次测量数据可用于地球动力学板块

运动等领域研究；精确的峰顶雪深、气象和风速等数

据，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研究提供第

一手资料。

在测量过程中，生态环保理念贯穿营地的每一

处，扎根在每名队员心中——

在营地，厕所采用环保型材料，粪便被干粉式除

臭剂加速降解；

每个帐篷里都摆放垃圾桶，队员们自觉把垃圾丢

到桶里，整个营地及帐篷内见不到被随意丢弃的垃

圾；

所有高海拔营地的生活垃圾都将被转运到大本

营分类处理，测量登山队员甚至被要求携带尿壶……

“越向上，越有种敬畏之心，深感保护这片净土的

责任更重了。”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简称“国

测一大队”）队员陈新超告诉记者：“只有了解清楚珠

峰，才能更好地保护珠峰。”

登临生命禁区

在藏语中，“珠穆”有“女神”“仙女”

之意，这座屹立在喜马拉雅山脉中部的

高大雪峰并不容易亲近。

山脚下海拔四五千米的工作环境，

山体上变幻无常的天气，无时无刻不考

验着测高勇士们的意志。

知难而上，只为不辱使命。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暴风雪。”从海拔7790米的一号营地下撤后，国

测一大队队员王伟擦着脸上的雪水和汗水说道。

为赶上5月22日的冲顶窗口，20日当天满27岁的王伟和队友们顶着

十级大风和强降雪，闯过了海拔7500米、有“大风口”之称的攀登路段。

为此次测量，承担登顶测量任务的测量登山队从1月12日起就在北京

展开集训。队伍每天6点起床出操跑步，气温常低至零下10摄氏度。王伟说，

自己到现在的跑量已经达到580公里，经常把腿练肿了，好了后就继续练。

“当然遗憾！不遗憾是假话。”王伟虽然最终落选冲顶组，但他说，从没

想过放弃。看到队友完成任务，就像自己登顶了一般。

“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因为我们身后是全国人民的期待。”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说。

在登顶测量中，为保证数据收集质量，次落等8名测量登山队队员在

珠峰峰顶停留150分钟，创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纪录。

“这不是简单一个纪录，在空气稀薄地带，每多停留一分钟，都增加一

丝危险。”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总指挥王勇峰说：“为了祖国的事业，

队员们心甘情愿付出巨大的牺牲。”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成金。

在登顶测量阶段，登山的后勤和安全保障主要由藏族高山向导承担。

修路队承担着更多风险。在21日的峰顶修路尝试中，队员在海拔8000米

处遇到约一米深的积雪。因山上的流雪险些使队员多吉发生冲坠，作为修

路队队长的边巴扎西，在保护多吉时头部受伤流血。

在第六次修路尝试中，修路队员们在海拔7790米的大风中几个人挤

在一顶帐篷里紧紧抓着帐篷杆避风。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小心护卫着峰顶

测量要用的仪器，生怕仪器受到丝毫损伤。

从3月2日起，50多名国测一大队队员便来到珠峰地区，进行珠峰高程

测量前期水准测量、重力测量、GNSS测量等工作。高寒缺氧的环境下，有的

队员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夜里喘不过气，一个惊醒就从床上坐起来。

没有人后退。

“苦是苦，但我们是用脚步丈量祖国土地的人，要承担起为祖国建设

先锋开路的责任。”国测一大队队员吴元明说。

“珠峰在藏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骄

傲、全人类的圣地。”边巴扎西说：“能在这项国家事业中奉献力量，我

很幸运。”

勇攀创新高峰

“峰顶冰雪深度测量是我们国家珠峰高

程测量的关键环节，可不能在设备这关掉链

子。”

2019 年 5 月，国测一大队项目部主任柏

华岗接到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调研峰顶冰雪

探测雷达设备的任务后，连续在两家国外企

业那里吃了闭门羹。对此他非常着急。

国测一大队副队长张庆涛解释，珠峰峰

顶有长年不化的冰雪层。冰雪层深度或会随

气候变化而变化，可作为区域气候变化的风

向标之一；岩面高程更为稳定，能反映珠峰地

区的板块运动情况。

“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只有登顶测量才

能获得。我们能够登顶测量，也必须向全球科

研界提供精确的各项数据。”张庆涛说。

去年6月，柏华岗来到青岛，与一家国内

厂家接洽。为了让设备能同时获取位置信息

和雪深数据功能，且轻便、易携、耐磨、抗寒，

研发团队先后进行了低温储存实验、抗跌落

实验等多项实验。

“光外壳就换了两次，里面的程序换了4

次。”今年 4 月中旬，柏华岗在珠峰大本营拿

到了厂家送来的最终版设备，并在营地周边

的冰雪面上成功进行了设备测试。

“跑了快一年，值了！”柏华岗说：“用我们

国家自己的设备，心里自豪、踏实！”

在这次珠峰高程测量中，国产装备“大显

身手”，大量设备在可靠性和精度上都比2005

年有了质的提高。

“2005 年时，GNSS 卫星测量主要依赖

GPS 系统。今年，我们将同时参考美国 GPS、

欧洲伽利略、俄罗斯格洛纳斯和中国北斗这

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且会以北斗的数

据为主。”国测一大队队长李国鹏说，GNSS卫

星测量是珠峰测高中的重要一环。在珠峰峰

顶，GNSS接收机能通过卫星获取平面位置、

峰顶雪面大地高等信息。

“这也是对北斗系统的一次测试，相关数

据可提高卫星的定轨精度。”国测一大队副总

工程师陈刚说，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在

全球组网成功，珠峰峰顶的巅峰测试成功，对

于全球北斗用户来说，这也是振奋人心的消

息。

除了冰雪探测雷达、北斗系统外，天顶

仪、重力仪、峰顶觇标、用于三角交会测量的

超长距离测距仪等均为国产仪器；我国最新

的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成果也应用于此次测

量。

此外，此次珠峰测量首次将重力测量推

至珠峰峰顶，刷新了由中国保持的重力测量

海拔纪录；首次在珠峰地区开展大规模航空

重力测量，填补该地区重力网建设空白；首次

在媒体信号传输中应用 5G 技术，5G 信号登

上世界之巅……

“此次测量在技术手段上更加丰富和全

面，将获得历史最高精度的珠峰高程测量结

果。这体现了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

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效益。”党亚民说。

“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测量珠峰，以及对

珠峰高程的多次测量，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

的求知探索精神。”李国鹏说。

“祖国至上、团结无私、不畏艰险、勇攀高

峰”的攀登精神，在世界之巅再次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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