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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线格尔木至拉萨段高速公路新建工程航测 

地形图及基础控制测量 

一，工程立项背景： 

为了有效的缓解 109 国道（青藏公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旅

游人数不断增多带来的压力，完善西藏交通网络，提升交通运力，

使西藏加快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和

西藏自治区立项修建青藏高速公路。 

青藏高速公路的建设将结束内地与西藏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它

不仅是内地与西藏连接的主通道，更是我国重要的国防通道，对

于维护边境稳定与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那曲至拉萨段高速公

路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G6 北京至拉萨高速

公路的组成路段，建成后拉萨至那曲车程将由现在的 7 小时左右

缩短至 3 小时左右。 

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厅的安排，由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

究院负责青藏高速公路那曲至拉萨段的线路勘察设计工作。受中

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委托，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

局第一地形测量队和陕西国一四维航测遥感有限公司联合承担

G6 线格尔木至拉萨段高速公路（拉萨至古露段）新建工程航测

地形图及基础控制测量项目，为线路设计和后续施工提供基础图

件和统一的施工基准。 

二，资金来源 



本项目由工程业主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专项

拨款，总计投入人民币 1057.56 万元。 

三，建设概况 

自 2016 年 1 月 20 日接到任务通知书，2016 年 9 月 20 日完

成项目资料上交和验收。青藏高速那曲至拉萨段建设环境恶劣、

建设里程长、工程规模大，全线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是目前

中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公路项目之一，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

于已于 2018 年全线开工。 

四，整体设计、技术、实施过程 

1，1:10000 地形图 

按照设计，格尔木至拉萨高速公路全线测绘 1:10000 地形图。通

过收集卫星影像资料，进行全野外调绘，内业进行采集和编辑，

测绘 1:10000 地形图。 

2，1:2000 地形图 

1:2000 地形图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成图，航空影像采用无人

机获取。在无人机摄影前先进行像控点的布设和测量，然后进行

摄影。获取影像和像控点测量成果后，由内业进行空三加密，制

作正射影像调绘片，进行立体采集和编辑。然后外业进行全野外

调绘并编辑成图。 

3，基础控制测量 

控制点标石制作规格严格按照规范执行。对具有刻设条件的地方，

控制点刻设在固定的路肩或基岩上，刻设的控制点均能保证其位



置的可靠性。测区范围(拉萨-羊八井-古露)共有大型构筑物 17

个，对每个构筑物布设独立的控制网，按相应等级对平面和高程

进行测量。 

五，质量情况： 

本项目经过专业机构的验收，各项成果满足设计要求，成果资料

齐全，质量优良。 

六，工程的运行情况，项目特色。 

所提交的 1:2000 地形图成果在甲方的设计和实地勘验过程中，

质量成果得到肯定。 

所提供的各等级控制点成果，在后续的施工过程中，虽然间隔时

间长，在高寒冻土条件下在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方面均达到的设

计要求。 

该项目作业区域属于高寒高海拔地区，且项目涉及工序较多，在

人员技术能力、测量装备、项目管理方面都需要有很高的水平。

在地广人稀的高原地区使用传统方法进行野外像控选点困难较

大，通过改进作业流程，在航飞前根据航摄区域布设航飞标志，

提高作业效率；青藏高原海拔变化大，同时线路跨度大，为了减

少分段控制点成果对实际使用的影响，将各分段成果通过同名点

进行拼接，为业主提供测区统一的工程使用坐标。同时，大胆利

用手机结合在线地图的形式，在作业管理和实地选埋控制点上提

高了效率，该成果获得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创新成果三等奖。

同时，根据高原的气候和地质特点，在控制点标石选埋中，为了



预防冻土对成果的影响，在选埋时增加隔温层，提高标石的稳定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