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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丈量 浦东 年变迁
首席记者 方翔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 30年前
的 4月 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同
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 30年来，一个
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奇迹般地
崛起， 浦东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
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
张张地图来追溯这 30年浦东发展的脉络。

30

再造“孪生陆家嘴”

上海 1948年进行了首次航空摄影
以来，70多年来，这种测绘方式直观反

映城市的变迁，更助力申城高质量发展，
特别是在浦东 30年来的发展中，来自测绘

的“千里眼”也在丈量浦东发展的新变化。
30年来，浦东的建设发展日新月异。

陆家嘴作为中国金融交易最活跃的区域

之一，正处改革最前沿，也是创新最前沿，
金融事业的发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

建设提供更多动力和机遇。为更好服务陆
家嘴地区城市规划，上海市测绘院第三分

院的技术人员再造了一个“孪生陆家嘴”，
真实还原陆家嘴每一栋建筑风格、街边设

施，甚至连地面的停车线、路边的垃圾桶
都一比一还原。这样精细的三维场景，准

确记录下规划所必须的精度、拓扑等特

性，可直观、方便、准确地比较不同规划方

案的优缺点，助力陆家嘴地区高质量发展。
2016年，上海中心大厦正式完工。632

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不仅刷新了上海的

“第一高度”，更成为全中国的“第一高度”。

但是你知道这 632米是怎么来的吗？当年，
为了验证“632”这个第一高度数据，上海市

测绘院的高级工程师金雯和她的同事们肩
负着测量责任和对公众的诚信，穿过密密

麻麻的脚手架，爬上越来越窄的坡道，身居
高处手握棱镜，最终确保了上海中心大厦

总高数据的准确无误。

浦东国际机场是上海辐射服务面最广
的交通枢纽。而回想 1995年浦东机场建设

之初，因为机场用地由围海开垦形成，这里
还只是一片泥泞潮湿的滩涂。面对这样的

工作环境，测绘人就像拓荒者一样，住就住
在简陋的临时工棚中，走就走在比人高的

芦苇荡里，互相只能靠声音辨别工作伙伴。
测绘人每测一段、定位一段，建设方就同步

铺就一块跑道，周而复始。
2010 年，浦东迎来了世纪盛会———

2010 上海世博会。这场由 246 个国家和
地区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世界博览盛

会，成为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再次在
世界舞台上展示综合国力的主场秀。从

2006 年起，上海市测绘院全心投入世博

园区建设，特别是航空影像更是展现了

世博园区的变化。
十年前的这场盛会，英国馆尖锐的刺、

西班牙馆流线型的藤板、俄罗斯馆童话般
的造型都是创意与建筑的完美结合。但如

何在地图上既精确又美观地表现这些极富
创意的场馆，成了摆在每位地图人面前的

难题。经过反复研究与实验，《中国 2010年

上海世博会园区导览图》最终采用了手绘
艺术与计算机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在地图

绘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
握透视角度。考虑到计算机绘制的传统地

图虽然准确，但在视觉上无法给人以深刻
印象。于是，美术设计师大胆推翻先前方

案，重新绘制。此时，离交付样图只有短短
十多天，设计师反复斟酌，确定选取由东南

往西北方向的透视角度，这样可以完美再
现一轴四馆的庞大气势，紧接着，用整整十

个昼夜绘制底图。最终，方案得到了世博局
领导的肯定。7000万人次的观展量也使这

份《园区导览图》总发行量超过 1亿份，一
举创造了我国单张地图发行量纪录，被收

入上海世博会纪念馆永久珍藏。

  地图为浦东“绣像”

1958年 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把东昌
区、东郊区合并成浦东县。1961年 1月，上海

市人民政府撤销浦东县，其农业地区划入川
沙县，城市化地区划入杨浦、黄浦、南市三区。

浦东县从组建到撤销，前后虽然只有 2年多
时间，但是在新中国的地图上却首次出现了

“浦东”二字。

1990年 4月 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
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一决定，把开发浦

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
策，引起世界瞩目。1990年 10月，上海市测

绘院曾出版过《上海浦东新区图》，浦东新区
的全貌也第一次出现在地图上。

1991年国庆前夕，一张崭新的 1:5万“浦
东新区总体规划图”，“搭乘”航空班机，加急

直送北京。正在首都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等着用这张刚
刚测绘印制好的最新地图，向党中央、国务院

介绍浦东的发展新构想。在这一年 10月 5日
出版的新民晚报上曾经以《浦东开发的新进

展与新构想》一文对此地图进行介绍：开发浦
东的规划师和建设者已经精确细致地勾勒出

浦东新区的“今天”和“明天”:位于陆家嘴、金

桥和外高桥的三个粗轮廓线条预示着金融贸
易中心、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崛起；那

两道并列的黑线则是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
相连的快速干道交通线；而绿色的城市绿化

园地、粉红色的公共设施园地、黄色的居住用
地，以及淡红、米色、咖啡色的三种工业用地，

都已按照浦东规划在地图上清晰地绘制出
来。令人注目的是，将迎来海内外万商的顺岸
式大型现代化港口和第二国际机场，也首次

在地图上“到位落户”。
1993年 1月 1日，经国务院批准，浦东

新区行政区域为 522平方公里，包括当时的

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川沙县
全境和闵行区三林乡。打开 1995年 7月出

版的最新《上海市区地图》，你就会发现浦东
5年多来的巨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浦

东的路。最明显的是浦东多出许多新路，在
原先空白处画上了一条条漂亮的线。内环线

浦东段的龙阳路、罗山路，长 7.2公里，南北

主干道全长 24.5公里的杨高路，还有连接新
世纪商厦的张杨路，及同高路、金海路、滨州

路、东徐路等等，至于小区内规模不大的新
建的路，翻建、改造、延伸、拓宽的马路，更是

不计其数。
为提升浦东开发国家战略的承载能

力，提供转型发展新空间，2009 年，国务院
批准撤销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浦东

新区，仅仅几天之内，新版的浦东新区地图

就出版了。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在这些地
图中，最让人能够体会到巨大发展的就是路

名的变化。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知道浦东有条
烂泥渡路，因为是土路，逢雨天便泥泞难行，

因而得了个“烂泥渡”的名字。一直到浦东大
举开发开放，这条小路才被彻底改造，并逐步

扔掉了“烂泥渡”的“帽子”，换

成了气派十足的“银城路”。类

似这样的路名改变还有很多，像拓宽后的杨

家宅路更名为“东泰路”，“文登路”也改名为
“东方路”。而“沈家弄路”的一段改称“商城

路”，其中还有个故事。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
在新上海商业城里办公的一些外商提出，外

出谈生意时，告诉对方自己公司的地址是“沈
家弄路某号”时，常让对方产生“弄堂里哪有

大公司”的误解，每次总得解释一番。于是，有

关机构将沈家弄路和新上海商业城“配套”起
来，冠以了“商城路”的新名字。

至于临港的路名则是由世界各国的国
花、著名的树木、四季美景等命名。别看都是

些花花草草，这些路名全大有来头。除了水
芸、云鹃等中国的传统植物，还有很多借用了

世界各国的国花名树，如茉莉路源自菲律宾
国花，铃兰路源自芬兰国花，还有从古巴国树

音译而来的古棕路、以丹麦国树命名的杞青
路、以以色列国树命名的橄榄路等。从城中心

的滴水湖向外发散出去的 7 条放射状的河
流，则将彩虹的 7色配上“风和日丽祥云飞”7

个吉字，配合南汇当地将河称为“港”的习俗，
分别命名为赤风港、橙和港、黄日港、绿丽港、

青祥港、蓝云港和紫飞港。

创新精细化管理
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构建智慧城市是必

由之路。3月 9日，上海市新型基础测绘试点成果之

一———《基于地理实体的全息要素采集与建库》团体标
准正式发布。这个由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发布的

首部新型基础测绘团体标准，创新性地提出了“智能化全

息测绘”的概念，统一了基于地理实体的智能化全息测绘
数据采集、处理方法及全息测绘成果的技术要求，有望成

为自然资源管理“两统一”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效解
决方案之一。

城市地下管线担负着城市的信息传递、能源输送、排涝
减灾、废物排弃等功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城市的“血脉”和“神经”。早在 2008年，浦东新区便

启动了小陆家嘴地区的地下管线普查试点研究，并于 2012

年委托上海市测绘院实施普查试点项目。2015年，上海市

测绘院结合普查数据开发的浦东新区地下管线基础信息平
台建成并投入使用。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在安全保密的前提

下，分别利用政务外网和专网专线配合云平台技术发布管
线数据，使浦东新区地下管线数据的共享应用面向政府部

门和管线权属单位，扩大成果的覆盖面。

截至目前，浦东新区丰富直观的地下管线数据已经为
海绵城市、架空线入地、美丽家园改造等多个政府实事工程

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城市日常精细化管理的一部分。
2018年 7月 12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与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在浦东新区城运中心，签署了地理信息

资源合作共享备忘录，并为上海市空间地理信息创新实践
基地揭牌，标志着浦东新区地理信息资源体系的完善和共

享机制的建立。这将进一步加快智慧浦东的建设，提升城市
运行管理水平，为全市其他区局带来示范效应。

上海市测绘院通过技术创新，为迪士尼主题乐园平稳
运营精心打造了“全要素、全空间、全生命周期”的“三全”测

绘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开发建立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三维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自乐园开园营业后，上海市测绘院又把

目光转向了乐园运营管理中的安防难点，创新提出了将三
维地理信息与园区“物联网”系统相结合的智慧园区安防服

务新模式，巧妙地将监控视频的真实现场画面与三维园区
场景的虚拟现实结合起来。

▲ 临港新城 2006年航空影像

▲ 临港新城 2019年航空影像

▲ 陆家嘴地区地下管线图

■ 浦东临港春意盎然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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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陆家嘴三维模型

荩 陆家嘴 1991年
航空影像

▲ 陆家嘴 2019 年
航空影像

茛 浦东机场 2019年
航空影像

荩 浦东机场 2006 年
航空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