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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为珠峰“量身高”的使命
落在了35个人的肩上。他们中一部分
人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
测量队，还有一部分则是从中国登山
队内选拔出来的精英。在5月6日于珠
峰大本营举办的出征仪式前，他们已
先后在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
西藏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珠峰海拔
7500米以下路段进行了近四个月的
集训与适应性训练。

术业有专攻，强强来联手，在我国
对珠峰开展的或大或小的测绘与科考
工作中，总能见到中国登山队员的身
影。

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成
立时间不足五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
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
上珠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
北坡登顶的壮举。上世纪50年代，珠
峰之巅不再是无人之境，英国和瑞士
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
登顶。不过，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路线
却还是被认作天堑，包括说出名言“因
为山在那里”的英国人乔治·马洛里在
内的好几批挑战者都折戟于北坡。当

时，不少国际上的行家精英都认为，想
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
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中
国人却做到了。

中国对现代登山运动最初的了
解，大都来自于苏联。1955年5月，在全
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彼时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四名学员赴苏
学习现代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
又派两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
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登山运动
员，这40名学员中就包括1960年正式
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
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培训
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班底的中
国第一支登山队先后在陕西秦岭主峰
太白山（海拔3767米）与新疆慕士塔
格峰（海拔7546米）完成试水，并登顶
成功。

在尝试由北坡去挑战珠峰前，中
国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要修建从日喀
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要去瑞士
采购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
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
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并运回国
内，要通过军方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
高寒地带的快熟米，还要向航空部门

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
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而今想
象得到以及不太会被想到的困难，在
1960年那会儿来说，都为登顶增加了
难度系数。
另外，与别国登山队的竞速压力，

也让中国绷紧了弦。史占春一行在瑞
士采购登山装备时，由店员处意外得
知，印度陆军登山队也计划于1960年
挑战珠峰，区别只在于，印度人将在南
坡攀登。虽是一南一北，但在那个时代
背景下，却也成了特殊的竞赛。

在1960年5月25日凌晨登顶成功
的虽只有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
但那支中国登山队的人员规模其实达
到214人，且平均年龄只有24岁。队伍
中，运动员占到了八九十人，其他人则
来自气象、水文、电台、医务、新闻媒体
等多个行业。运动员被分为两批，一批
是突击队成员，另一批则负责运输保
障，常需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
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
突击队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

这次登顶虽未涉及高程测量，却
为中国后续对珠峰的测绘与科考奠定
了关键性基础，也为中国现代登山开
启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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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高程测量工作启动前，我
国已对珠峰进行过六次大规模的测绘
和科考工作。

第一第二次·1966年、1968年

1966年和1968年，国家测绘总局
和中国科学院合作，两次组队对珠峰
高程进行测定。根据自然资源部的官
方消息，由于这两次测量未在峰顶竖
立测量觇标，也未测量峰顶冰雪厚度，
所以高程未对外公布。

第三次·1975年

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中国九
名男女登山运动员从北坡登上珠峰峰
顶，展开了中国国旗，竖起红色金属测
量觇标，测量了峰顶积雪厚度。当年7
月23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球
宣布：我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
最高峰珠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已减去积雪厚度0.92米）。

第四次·1992年

中国测绘工作者与意大利登山队
合作对珠峰高程进行复测，开展了平
面控制测量、水准测量、天文重力测
量，并在大本营、Ⅲ7点和珠穆朗玛峰
峰顶，用GPS接收机同步进行了珠峰
交会测量。此次未对外公布珠峰高程。

第五次·1998年

中国测绘工作者与美国登山队合
作对珠峰高程进行过一次复测，开展了
平面控制测量、水准测量、天文重力测
量、GPS联测。珠峰交会测量由于美国
登山队登顶失败未能进行觇标交会，只
采用常规三角测量方法对珠峰峰顶进
行了交会。此次未对外公布珠峰高程。

第六次·2005年

此次复测既采用传统经典的测量
方法，又采用现代先进的测量技术，首
次揭开峰顶的冰雪厚度，同时在峰顶
上竖立了用航天材料特制的2.5米高
的红色觇标。当年10月9日，经国务院
批准并授权，国家测绘局正式公布
2005珠峰高程测量获得的新数据：珠
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8844.43米。我
国于1975年公布的珠峰高程数据
8848.13米就此停止使用。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再次从大本营出发，预计周五冲顶

你真的知道珠峰有多高吗？

2020年，距离人类第一次珠峰登
顶过去了67年，距离中国挑战北坡成功
也已有60年之遥，当再一次要给珠峰
“量身高”时，科技时代的机械产物仍不
能取代人力攀登吗？答案，确实如此。

在每年可贵的珠峰登顶窗口期
里，拥挤与排队是所有挑战者都可能
遇上的麻烦。每一支成功登顶的民间
队伍，他们都可以通过随身携带的一
些科技装备去完成一次测高，但
是———这些数据的采集不够精准，无
法被采纳为官方数据并公告全球。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

量队副队长张庆涛介绍说，珠峰之巅
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20多平方米的
平面，并且官方数据得是一个除去了
峰顶雪层厚度后的数值。“觇标（指设
置在三角点或精密导线点上供观测使
用的标架）必须由人带上峰顶，有了
它，我们在山脚下布设的观测点，就能
更精确地照准峰顶的测量目标，从而
测得精确的角度和距离。”

无人机、直升机、机器人，这些科
技时代的产物，目前都还没有发展到
可以取代人力，去为珠峰进行精准“量
身高”的程度。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
一大地测量队队长李国鹏表示，珠峰
峰顶气流不稳定、多大风、气温低，测
量型无人机目前尚无法在峰顶飞行，
也尚无机器人在峰顶作业经历。

5月12日，那天本是这支队伍向珠
峰峰顶发起冲击的好机会，但今年那
里的天气条件有些反常，所以登山计
划暂且受阻。目前，队伍将继续等待下
一个理想的窗口期。

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表示，从
往年情况来看，5月12日的这个窗口
期，好天气通常能够持续两到三天。
“此前队伍也是按照它去做准备的。”
但是，今年珠峰的天气有些异常，队伍
在上北坳的过程中，由于遇到了大雪，
有雪崩的危险，因此没能赶上这一窗
口期。

5月16日，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在
经过休整后，又在珠峰大本营召开了
一次大会，针对新情况进行交流讨论。
王勇峰表示，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综
合分析，5月21日、22日两天山上的风
会变小，天气较好，所以他们决定，把5
月22日定为攻顶日，5月21日修路队将
会把路线打通。攻顶队员包括此次登
山队队长次落、攀登队长袁复栋、攀登
教练李富庆、五名高山向导以及一至
两名测绘科技工作者。
在珠峰高程测量过程中，登顶测

量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最短暂

的一个环节。就算是在风力最小、气温
偏高的5月窗口期，登山队员和测量队
员也不能在峰顶停留超过两个小时。
而在完成登顶测量后，后续还需要有
一系列的数据处理，这其中的耗时可
能得有几个月。

本次珠峰高程测量将综合运用
GNSS卫星测量、精密水准测量、光电
测距、雪深雷达测量、重力测量、天文
测量、卫星遥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等
多种技术。其中，GNSS接收机、雪深雷
达、气象测量和觇标等仪器都需要由
人携带至顶峰。

21日打通线路 22日正式冲顶

六十年前，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人力测量
暂无可替代

去年国庆档，电影《攀登

者》不仅将许许多多人吸引进

影院，揽入了超过10亿元的票

房，同时也把中国珠峰科考与

中国登山队的故事，强有力地

推送进了更多普通人的视野

中。 如今，在人类首次从北坡

成功登顶珠峰60周年、中国首

次精确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

45周年的重要节点上，我国对

珠峰的第七次大规模测绘与

科考工作正式启动了。

 5月17日16时许，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已经到达

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目前全体队员状态良好。 据了解，

测量登山队17日11时左右从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出发，

用了将近五个小时，走了将近9公里，到达前进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