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文化旅游提升工程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 

界碑界桩标识系统设置项目 

一、立项背景 

为建立健全祁连山生态保护长效机制,17 年 9 月两办印发《祁连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确定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原则,

目标定位和主要任务,19 年 7 月,作为公园体制试点的基础工

作,"2019 年文化旅游提升工程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界碑界桩标

识系统设置工程"获国家发改委立项 

二、项目意义 

一是立项的首创性,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在全国率先开展标

识设置工作,也是全国首个测绘地理信息队伍提供全过程技术支持的

国家公园勘界立标工程 

二是施工的复杂性,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 5.02 万平方公里,甘

肃片区 3.44 万平方公里,属冰川,高山混合区,界线总长 5881.77 公

里,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约 30%区域在雪线以上,极端天气频发,作

业人员需克服高原及缺氧环境,躲避野生动物,交通不便,需雇佣骡马

运输仪器与施工材料 

三是技术的推广性,工程形成一套完善的技术路线,为其他国家

公园、保护地、生态红线的勘界立标等项目提供了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协助开展工程施工、成果管理与分析决策的经验 

三、资金来源 

工程总经费 1335.8 万元,为中央预算内投资,由省林草局总体负



责,盐池湾管理局组织招标,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标并承担 

四、建设内容 

方案设计:完成项目可研,初设,实施方案编制 

标识物设计:结合区域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设计了界碑,界桩,

标识牌等标识物的样式,材质和施工结构图 

工程选址:分析区域环境,构建三维地形场景,分析交通通达性,

规划施工路线并预设标识物点位,共预设标识物 8144 个,其中界碑

180 个,界桩 5121 个,功能区界桩 2466个,标识牌 377 个 

外业踏勘:对所有预设标识物点位进行实地踏勘和优化调整,记

录点位通行情况土质条件及施工难度信息,形成了外业踏勘记录表和

选址点之记 

工程施工:根据前期踏勘成果,配合施工单位进场放样及施工,同

步开展点位坐标、标识物照片等信息采集,填写成果表 

成果建库:包括祁连山区域多期遥感影像,土地利用数据,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水利林草矿产等专题数据,以及图件,界线,标识物点位,

表格文档,照片等成果数据 

系统建设:研发三维管理系统,外业核查测量系统各一套 

五、周期及人员投入 

本工程于 2019 年 5 月启动,前期完成了资料收集与整理,可研与

初设编制,标识物样例及施工图设计,预设标识物点位等准备工

作;2020 年 4-10 月进场施测,完成了预设点位外业踏勘,放样施工与

测量,研发外业核查测量系统;11 月进行成果整理建库与三维管理系



统研发;12 月底完成验收 

因工程施工窗口期较短,先后投入 200 多人员,其中管理人员 10

名,技术人员 145 名,野外雇工 50 多名 

六、经验与创新 

一是通过构建三维场景对公园界线进行优化调整,使其符合地形

走向,保证区域地貌完整性;二是基于三维地形数据,结合区域环境特

点对可达性进行空间分析,对界桩界碑等标识物位置进行预设,划分

施工难度,并规划施工路线,使大量外业难以开展的工作转移到室内,

提升工程安全性、提高工作效率;三是结合祁连山区环境和气候特点,

设计标识物规格和材质;四是地理信息大数据三维立体可视化与成果

管理系统,使勘界精准高效,并提升了区域成果管理与决策分析能力;

五是"云+端"内外业一体化勘界技术,实现内外业高效协同 

七、质量、运行情况 

工程由甘肃经纬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全程监理,严格执行

"两级检查、一级监理检验、整体验收"制度,形成监理报告与验收报

告,从项目初期到验收,每天进行工作进展日报,并进行周例会,重大

节点及问题不定期开会,形成重大会议纪要 7 份;工程设置 8144 个标

识物落界准确,安装使用状况良好,三维展示系统运行高效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