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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死亡之海」以沙洗碗苦作樂

測繪新目標：南北極月球
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院長張繼賢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未來中國測繪
將緊隨從地面到空間的發展趨勢，深
化並開展南北極測繪和月球測繪等項
目。
張繼賢坦承，儘管中國測繪技術處

於國際前十名水平，但高端技術裝備
仍顯落後。在數據獲取上，西方國家
已經發射精度優於0.5米的測量衛星，
而中國在年底才會發射最高精度在2.5

米的民用測量衛星。

港測量師有機會參與
另外，張繼賢表示，隨㠥全球化的

發展，中國測繪將服務「走出去」戰
略，並提供全球地理信息資源保障。
他強調，內地和香港測繪信息界交流
頻繁，香港是向世界介紹內地測繪信
息發展的重要窗口。此外，香港的註
冊測量師制度值得內地學習，相信日

後香港測量師將有機會北上，參與中
國經濟建設。他說：「近年來，香港
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與內地大學
和科研機構紛紛建立聯合實驗室和聯
合研究中心，兩地測繪人才在交流中
相互促進，相互提升。」
張繼賢稱：「除了學術交流，中國

測繪學會更曾力挺港人李志林出任國
際製圖學協會副主席，真正體現了兩
地測繪信息界的團結一心。」

四川測繪局的樊莉擁有一段與藏族人共患難的美
好經歷。樊莉說：「為了方便測繪隊員工作，西藏
區為他們所在的測繪隊派了一名藏族嚮導和一名藏
族翻譯。兩位藏胞與大家同吃同住，結下了深厚的
友誼。」
樊莉告訴記者，藏族翻譯尼瑪是一個非常精幹的

小伙子，但緊張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仍讓他身染疾

病。樊莉的同事綦希光回憶說，「大夥兒勸說他多
注意休息，反而激起了他更旺盛的精力和工作熱
情。」
在藏區工作時，樊莉所屬的測繪隊還曾救過一名

藏族婦女。樊莉告訴記者，有一次他們在荒無人煙
的高原上馬不停蹄行車數十個小時，才遇到一戶人
家，下車問路才知道這戶人家的女主人染病。於是

隊員把隨車帶的消炎抗感等常備藥品和食品分一部
分給他們，並詳細告訴他們這些藥品的用處。
然而，當車隊回來再次經過這戶藏族人家時，女

主人的病情越來越重，臉色蠟黃，身體僵硬。見情
況緊急，隊員們立刻拿出平常都捨不得多用的衛星
電話跟當地醫院聯繫，盡快派人進來為她治病。
樊莉回憶說：「當任務結束時，隊員們把剩下的

藥品、食品等都送給了當地鄉政府和小學。有的藏
族同胞乾脆用記號筆在車隊窗角寫上『天下第一車
隊—扎西德勒』。」

中國測繪工作者繪製出完整的神州1:50,000地形圖，
然而，野外測繪人經歷的艱辛和驚險卻少有人知。
有「死亡之海」之稱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常年高

溫。「神秘之地」羅布泊就位於在這種極端高溫的地
區中，測繪隊員只能以苦為樂。新疆測繪局的測繪隊
員告訴記者，由於沙漠中帶的水有限，不能洗腳，他
們就地取材，發明了「沙子洗碗法」、「沙子洗襪
法」。「沙子洗碗，去油污效果很好！對於那些被汗水
泡了多日的襪子，沙子又是最好的柔軟劑、除臭劑。」

一日歷冬夏 寂寞最難耐
測繪隊員說，羅布泊晝夜溫差大，一年最大溫差在

100度左右，夏天最熱有50至60度，冬天最低則達零下
40度。測繪時，中午穿單衣，晚上穿棉衣，清晨永遠
都是被凍醒的。
此外，測區裡風沙大，在野外吃飯的時候，總有沙

子吹進飯裡。為了不讓大的沙粒硌牙，測繪人員吃飯
時總是狼吞虎嚥，不敢多嚼。
雖然很艱苦，在測繪隊員看來，無人區讓人無法忍

受的是寂寞，有時睡覺前會用車載CD放激烈的音樂，
聲音越大越好。
四川測繪局的工作人員吳國勇則曾在野外工作時遇

險。吳國勇回憶稱，2007年中秋節剛過，為了完成最
後兩個檢查點的任務，四川省第三測繪工程院小組一

行7人，分乘兩輛越野車從唐古拉鄉奔赴可可西里腹地
冬多曲河畔。一路接連遭遇兩次陷車，不過，經過隊
員們的努力，均成功把汽車救出來。可是，下午剛離
開檢查點幾公里，兩輛越野車在穿越冬多曲河時都陷
入河裡。

車陷激流 先救設備
吳國勇說：「河有10來米寬，水流湍急，水下都是

淤泥和小石子，車輛陷得很深，幾乎淹沒了整個車
輪。兩名隊員自告奮勇脫了鞋襪，踩在齊大腿深及刺
骨的雪水裡，先把自救用的器材、作業用的設備、通
訊設施等從車裡搬出來，然後又將其他隊員背到河對
岸，再為車掛上絞盤拖車用的鋼絲繩。」他說，在嚴
重缺氧的可可西里地區，兩名隊員大口大口地喘㠥粗
氣，而隨㠥天色漸晚，氣溫驟降，河水更在隊員的褲
子裡凝成了冰霜。
不過，吳國勇稱，由於裝備了便攜式海事衛星電

話、安全自救系統以及北斗手持機等安全保障物資，
很快指揮部就收到了遇險隊員發出的求救信號，並及
時派出救援車隊馳援，最後可謂有驚無險。
對此，西部測圖工程項目部主任助理馬鈺告訴記

者，為了增強野外測繪人員作業的安全感，一批具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安全生產監控系統相繼問世，對進入
測區的人員和車輛隨時進行監控定位。同時，為減少

人員進入無人區和危險區的作業量，野外測繪還採用
航天遙感、數字航空攝影、合成孔徑雷達、稀少或無
控制點測繪等現代高新技術。

測繪和民眾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大到
建樓，小到出行，均離不開測繪工作，

而在氣象、水利、交通等部門的日常工作中，精確的測繪
圖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外交部門的工作也離不開測繪。以接待外國領導人訪華

為例，通常測繪部門會提前編製《接待用圖》、《考察路
線》以及三維仿真地圖數據。三維仿真地圖數據和圖件通
常採用高視角看圖方位，能清晰直觀地將建築物仿真展
示，方便安保部門細緻部署各通道、制高點的安保工作。
此外，測繪還和很多生活在中國西部地區民眾的「錢包」

息息相關。在高海拔地區，很多工種的高原津貼依據海拔
高度發放，根據一張精確的地理高程圖，相關福利部門撥
款便有了依據。

測繪圖無處不在

2500人冒100度溫差測繪5年 本報記者戈壁直擊

1:5萬地形圖

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在邊塞

詩人李欣的筆下，中國西部滿目荒涼，環境惡

劣。之前，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和橫斷山脈

等約20%國土沒有1:50,000地形圖。如今，幾

代測繪人一朝夢圓！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副局

長李維森昨日宣布，中國測繪人歷時五年，成

功繪製出西部5,032幅1:50,000地形圖。至此，

中國迎來了「第一張」覆蓋全國的1:50,000地

形圖！本報記者跟隨測繪人的腳步，踏入戈壁

灘，走進塔克拉瑪干沙漠，跟蹤採訪在野外作

業的測繪人員。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

越野車帶過一路塵土，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
漠，到了胡楊林的王國。馬凱身㠥測繪紅色制服，動作熟
練地操縱測繪儀器。這位笑容爽朗的年輕人剛從新疆水利
水電學校畢業不久，汗水不時從額頭微微沁出，皮膚則因
長時間暴曬呈黝黑色。
腳踩大漠，從小在新疆生長的馬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上天是公平的，新疆很多地方自然環境惡劣，但地
下的石油和礦藏無數。」他清楚，自己眼中的經緯坐標將
為新疆未來騰飛鋪路。正如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副局長宋
超智所言，今天的無人區不代表明天的無人區。由於一直
以來缺少基本地理信息，當地一位官員無奈的表示，眼看
㠥地下藏寶無數卻無計可施，很多項目只能「摸著石頭過
河」，有些甚至不能開展。

信息庫資料 全球最新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助理田建榮眼裡，1:50,000地

形圖則是科學決策、推進邊疆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寶。田建
榮告訴記者，上世紀70年代測製的1:100,000地形圖已遠遠
不能滿足西部大開發的需要。而1:50,000地形圖，正是中
國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圖，亦是國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
國家安全必不可少的基礎性、戰略性資源。
自2006年至2010年，2,500餘名的野外測繪人員冒㠥高原

缺氧、大雪封山、舉步維艱的生命極限，與沙漠酷暑、沙
塵襲擊、生命禁區的死亡威脅，行程近1,800萬公里，再
加上5,000餘名內勤人員的通力協作，終於令5,032幅
1:50,000西部地形圖順利問世。
尤為令人矚目的是，同期完成的1:50,000全國基礎地理

信息數據庫技術成果位居世界前列。國家基礎地理中心副
主任王東華指出，加拿大、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等國
家尚未完全覆蓋上述比例尺的基礎地理信息數據。王東華
稱，美國的基礎地理數據雖然精度較高，但其信息對地表
現狀的反映程度尚未全面達到5年之內，而中國的基礎地
理數據的現勢性已達到2005至2010年。

依圖劃礦 疆煤半價東輸
針對西部經濟建設、資源與環境保護以及應急處置指揮

的現實需求，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還與新疆、青海、西
藏、雲南、甘肅和四川六個省區合作共建基礎地理信息公
共平台，這些公共平台現已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決策依
據。田建榮稱，「新疆利用最新的地理信息成果，迅速制
定煤炭基地礦區總體規劃，基地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勘探
開發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預計2013年前後，新疆煤炭將有
望以減半的成本闖入珠三角和長三角，從而打破山西、陝
西和內蒙古現有的三足鼎立格局。」

途遇重病藏胞 衛星電話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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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人員在沙漠控制點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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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未來騰飛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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