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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16时 35分，6名
来自西藏圣山登山探险
服务有限公司的修路队
员已将攀登路线打通至
珠峰峰顶。这6名队员
分别是：多吉次仁、旦增
罗布、顿巴、次仁罗布、
扎西贡布、多吉。他们
也成为本年度最早登顶
珠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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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顶队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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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桑珠说，在珠峰，修路
组采用先锋攀登的方式，即在路
线上预先打好若干个膨胀铆钉
和挂片，攀登者一边攀登一边将
快挂扣进挂片成为保护点并扣
入主绳保护自己；对组内开路的
攀登者则使用下方保护方式。
由于珠峰地形、地貌复杂，保护
点不会像攀岩等运动中布设得
那么密，如果发生冲坠，修路队
员有可能在高海拔山体上下坠
几十米，强大的冲击力会对队员
造成伤害。

“珠峰一些岩石绝壁仅有10
至15厘米宽，一侧是岩壁，另一
侧就是万丈深渊，开路队员在没
有保护绳的情况下需具备过硬
的技术能力和极强的心理素质，
才能完成任务。”次仁桑珠说。

此次珠峰高程测量过程中
遭遇多次强降雪和大风天气。
修路队此前已5次尝试打通至峰
顶路线，均因山体上积雪过厚，
有流雪、雪崩危险，以及高空风
力过大等原因未能成功。

次仁桑珠介绍，在最近一次
21日的峰顶修路尝试中，修路
队员在海拔8000米处遇深度一
米左右的积雪。山上的流雪险

些使队员多吉发生冲坠，队长边
巴扎西在保护多吉时头部受伤
流血，故没有参与26日的修路
工作。

此外，今年珠峰多风多雪的
天气，让许多前期铺设好的路绳
被埋或损坏，也给修路队造成很
大困难。

“修路是珠峰登山任务成功
的必要条件，修路队是幕后英
雄，他们的名字应该让大家知
道。”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总指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峰说。

据了解，修路队目前已从峰
顶下撤。如天气条件允许，27日
凌晨，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冲顶组8名队员将沿铺设好的路
绳向珠峰峰顶进发，完成此次测
量最后的峰顶测量工作。

队员登顶后将在峰顶竖立
觇标，安装GNSS天线；同一时
刻，地面六个交会点对峰顶觇标
进行交会观测。目前，全球重力
测量的海拔高度纪录为7790米，
由中国测绘人员2005年在珠峰
高程测量中创造。若此次成功
将重力测量推至珠峰峰顶，将创
造新的重力测量海拔高度纪录。

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测量珠峰？

这恐怕要从喜马拉雅山脉是如何形成说起……
你很难想像，现在的世界第一高峰，远在四千万年前
曾是一片汪洋。在大约三千八百万年前，由于板块
交界处强烈的造山运动，形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时至今日，作为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珠峰岩
体高度仍在逐年缓慢地抬升。珠峰的测量能够揭示
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强弱变化，这种强弱变化，
恰恰是引起地震活动的源动力。测量珠峰有助于监
测地震活动和减灾、防灾。此次珠峰复测，所要测量
的就是重心所在直线的高度。测量珠峰也并不仅仅
是测量高度，精确的峰顶雪深、气象和风速等数据，
都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提供
一手数据。和极地一样，珠峰的生态变化也被视为
全球环境变化的“试纸”。

为什么一定要靠人登顶测量？

早期的珠峰测绘多在无人登顶的情况下进行，
传统的交会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有可能出现偏差。
45年过去了，高程测量能否完全依靠测绘技术和高
科技设备，而不必靠人来完成？答案是，要对珠峰进
行精确的科学测量，人力登顶必不可少。珠峰峰顶
大风多，气流不稳定，气温低，测量型无人机目前尚
无法在峰顶恶劣环境飞行。此外，目前为止还没有
使用机器人操作精密测量仪器的先例，峰顶作业更
无可能。卫星测量是否可行？可行，但并不完美。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20珠峰高程测量技
术协调组组长党亚民表示，目前，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测量峰顶高程的精度，远低于大地测量方法，而且只
能测出雪顶的高程。而此次GNSS卫星测量所用到
的接收机和其他设备都需要人携带至顶峰。这次，
采用的设备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卫星系列，
国产测绘仪器装备全面承担本次测量任务。GNSS
卫星测量、雪深雷达测量、重力测量、卫星遥感、似大
地水准面精化等多种传统和现代测量技术的应用，
让珠峰的“身高“更加精准。

珠峰新“身高”何时公布？

登顶测量结束后，科学家们还要在对数据分析、
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严密计算和反复验
证，才能确定珠峰精确高程。此外，温度、气压、折光
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测量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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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需要2到3个月时间。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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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测量珠峰？
8848.13m，8844.43m。这是我国测量队员们分

别于1975年和2005年对珠峰高程进行测量，得出的
珠峰“身高”。

2020年，我们重测世界之巅。

在登山界，修路意为在山体
上借助岩钉、冰锥、雪锥等工具
固定路绳。修路完成后，其他攀
登者便可借助上升器等设备将
自己连接到路绳上，以此相对安
全地攀登。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接应组组长、西藏拉萨喜马拉雅
登山向导学校校长次仁桑珠介
绍，修路队员被称作“开路先
锋”，由于没有提前铺设的路绳
作为保护，他们自身要承担更多
风险。

在位于中国一侧的珠峰北
坡，将路绳铺设到峰顶是后续所
有登山队员安全登顶的前提条
件，因此修路队员也往往是每年
最早登顶的人。

修路队6人原计划26日3时
从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出发，
但当时风力过大，故出发时间延
迟一个小时。12时40分左右，
修路队修通攀登难点之一——
海拔约8600米处的“第二台阶”
路线。经过12个半小时奋战，6
人成功将路绳铺设至峰顶。

开路先锋 将路绳铺设至峰顶

测量队员 将向珠峰峰顶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