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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没有（冲顶）成功，最后一
个窗口期5月27日如果再上不去，可
能今年的测量任务要失败。所以5月
27日，在天气还算比较可以的情况下，
队员们发起了冲击。”中国测量登山队
总指挥、中国著名登山家王勇峰，在过
去的28年里，他曾三度由北坡登顶珠
峰。每年5月中旬至下旬，是珠峰风季
和雨季交替的短暂时间，天气转暖，能
见度提高，风雪较小，是登顶的最佳时
期。不过，2020年5月的珠峰天气，却
让王勇峰与很多同行都感到棘手。

很反常，超出了经验判断，整个5
月就没什么好天气⋯⋯近一个月里，
身在珠峰的王勇峰接受了许多电话和
视频采访。在他与媒体的交流中，天气
总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也是本次珠
峰高程测量中遇上的最大挑战。

从1993年个人第一次登顶珠峰至
今，王勇峰算得上是小半个珠峰气象
专家，但2020年的这个5月实在太不
寻常。“今年的天气非常非常反常，超
出了我们所有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的
判断。实际上，今年整个5月份就没有
什么好天气。也就是我们，最后赶在季
风前，得到了西藏自治区、西藏气象局
的强力支持的一个强大的保障团队，
才抓住了5月27日这样一个天气。所
以很不容易。”
王勇峰介绍说，在前两次冲顶皆

受阻于天气后，他们在最后一个窗口
期得到了更强有力的专业气象支持。
“在最后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前，我们请
到气象局的专家，他们也为此次登顶
派出了强大的保障团队，为我们登顶
提供了非常专业气象预报。在强大保

障团队的支持下，我们终于抓住最后
一个窗口期的机会顺利登顶。”

5月27日，第三次冲顶的最后阶
段也是最关键阶段，珠峰海拔8000至
9000米的高空多云间阴天，西风风速
约为14至20米每秒，与之前气象保障
服务队的预报相吻合。“队员们5月27
日发起了冲击，我们预估六个小时，但
实际上我们在行进过程中，山上的积
雪和吹风还是超过了预期，整个（路
程）队员们走了九个小时。”王勇峰表
示，正因为有了准确可靠的气象预测，
所以在5月27日凌晨出发后遇上超预
期的积雪和吹风的情况下，测量登山
队才敢下决定，让负责攻顶的八名队
员迎难而上，并最终迎来了成功登顶
的一刻。

“身高”结果还需等待两三个月
登顶测量的壮举已经完成，不过，想知道珠峰如今的“身高”到底是多

少，却还得耐心以待。这段等待期约莫得两三个月。
由于温度、气压、折光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测量产生影响，所以专家们需

要通过复杂的计算消除误差，得到精确的珠峰高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另
外在得到数据后，也还需要走完官方审核的流程，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准公
布。所以在这个举世瞩目的“身高”数据与世人见面前，大概还需要等待两
至三个月。

这既是一次科学测量，也是一次
对中国实力的展示。珠峰高程测量技
术协调组组长、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党亚民介绍说，本次登顶测量
仪器设备中国产核心技术占到约
90%。

2005年，中国对珠峰进行了第五
次科学测量，也是之前距今最近的一
次。那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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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5年登顶测量时设备装
置多靠进口的情况不同，这次“国产
化”成为了最亮眼的特点。
2005年珠峰登顶测量时，北斗二

号系统工程刚启动不久，直到2012年
完成发射组网。而这一次登顶测量，
卫星定位天线仅从北斗就能接收到
20多颗星的信号，将进一步提高珠
峰高程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另外，
这次用到的卫星定位设备、雪深雷
达探测仪等也都采用了中国制造的
产品。
综合来说，本次珠峰高程测量工

作在五方面实现技术创新和突破：一
是依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二是国产
测绘仪器装备全面担纲；三是应用航
空重力技术，提升测量精度；四是利用
实景三维技术，直观展示珠峰自然资
源状况；五是测绘队员登顶观测，获取
可靠测量数据。

一身冰雪，两肩霜花，六十载变
迁，登山之路常青。
无论是1960年5月25日，中国人的

足迹第一次留在世界之巅，还是2020
年5月27日，中国完成了对珠峰的又
一次高程测量外业工作，中国登山队
的队员们都披风戴雪，展露出了兼人
之勇。

在这个中国珠峰登顶60周年纪
念的特殊年份里，此番高程测量不仅
是在向往昔致敬，同时，也为中国登山
开启了新篇章。
“中国登山队以后会在攀登高峰

的过程中继续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工作
者密切合作，对新科技、新产品、新材
料等方面做出新探索，做出登山人应
有的贡献。”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
说，他曾完成过登顶七大洲最高峰的
挑战，在这位业内巨擎看来，2020年
的这次珠峰登顶测量，将为中国的登
山运动和中国的登山爱好者人群带去
不同寻常的鼓舞。

珠峰高海拔区域多变的天气，是
一道“天堑”。即便有着多方保障团队
的护航，最后向着峰顶进发时，那些代
表着高精尖科技的测量装备，也只能
由登山队员们背负着向上而行。

在海拔7500米的大风口，因为增
强的风力，队员们只能以趴伏的姿态
慢慢前行。在海拔7790米的C2营地，
还是因为大风，队员们花了一个小时
也没能把帐篷支起来，只能趴着等待
风势减弱。还有参与修路的队员，他们
也是冒着流雪和大风的危险，在自己
的岗位上坚持到了最后，为攻顶队成
员的登顶减少了阻力、增加了成功的
砝码。
“年轻的登山队员再一次诠释了

我国老一辈登山人用生命和汗水，铸
就的‘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
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李致新说道。
因为再次登顶珠峰，登山运动的

魅力得到了又一次集中展示。但是，它
在当下语境中的影响力，又不局限于
壁立千仞处———也可以是身处城中、
近在身旁。
比如，由登山衍生出来的攀岩运

动已经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
目，同时也在城市版图上寻得了不少
商业发展的空间。另外，户外运动、滑
雪登山、越野登山等一系列的山地户
外运动已经成为全民健身的亮点和青
少年喜爱的运动项目，逐渐成长为体
育产业的骨干力量。

出“世界高度”新答案
反常天气是登顶最大挑战

新科技 中国造

核心技术90%国产

60年，登山之路常青八名攻顶队员之所以在珠峰峰顶停留了创纪录的
150分钟，是因为这次交托到他们手中的外业测量工作，
较我国之前六次对珠峰的测量更具创新性———用上了
不少新的技术手段，也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登顶后，攻顶队员来不及庆祝，就开始了紧张的测
量设备架设。他们在峰顶竖立起测量觇标，使用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GNSS）接收机通过北斗卫星进行高精度定
位测量，利用雪深雷达探测仪探测峰顶雪深，还使用重
力仪进行了重力测量。通过当时来自峰顶的直播画面可
见，在覆盖冰雪、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峰顶斜面上，八名
身穿红色衣服的队员开始竖立觇标，安装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GNSS）天线。
当被队员们背上峰顶的装备都安置到位后，在珠峰

周边海拔5200米至海拔6000米的六个交会点上，其他测
量队员开始同步开展峰顶交会测量和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GNSS）联测，以获取珠峰高程测量数据。
另外，在这150分钟的停留时间里，攻顶队员还开展

了峰顶雪深和气象等测量。
第一次使用北斗导航系统，第一次在珠峰顶的雪面

上直接测量重力，第一次在珠峰北侧地区开展航空重力
测量⋯⋯在这次向上攀登的过程中，还诞生了这些“第
一次”纪录。
此前，全球重力测量的海拔高度纪录为7790米，是

由中国测绘人员于2005年在珠峰高程测量中创造的。而
此次成功登顶将重力测量推至珠峰峰顶，创造了新的重
力测量海拔高度纪录，也标志着我国15年后的这次测量
取得关键性胜利。

他们做了哪些测量工作？

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拍摄

的用于与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联络的

微波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