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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Army in the Past Ninety Years

人民军队测绘建设九十年的回顾与思考

★ 郭群长 纪秀美 刘箭章

摘要: 军事测绘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性、先行性工作。本文从测绘组织体制、测绘装

备技术、测绘保障能力等方面，简要回顾了人民军队测绘 90 年建设发展的历史，总结了六个方

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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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正式诞生。起义部队利用地图指挥和实施作战，并于当日设立参谋团，其任务包括勘察地形之

项，开启了人民军队测绘的历史。90 年来，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人民军队测绘

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测绘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测绘技术从简易测绘到数字化测绘、从地面测绘到

航天测绘，战场测绘能力不断增强; 测绘产品从粗略到精确、从纸质到数字、从单一到多样，测绘保障

能力不断提高，为建立、建设和保卫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军事测绘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 一) 军事测绘组织机构不断健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没有专门测绘机构和专职测绘人员，部队

所用地形略图和路线图，大多由指挥员或参谋人员绘制。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第 11 军参谋长徐光英亲

自绘制行军路线图，从南昌绘到江西南部的寻邬 ( 今寻乌) 。
1928 年 10 月，中共中央重设军事部，下设有参谋科，其中搜集和制定军用地图为该科五项任务之

一。1929 年后，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作战规模随之扩大，对地图的需求也迅速增

长，急需培养测绘人员，设立测绘机构。1932 年 5 月，红军学校开办了首期测绘训练班。随后，红军各

部队陆续开办了测绘训练班。1933 年 5 月，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作战局设立了地图科，这是人民军队最初

的测绘机 构。自 地 图 科 成 立 到 解 放 战 争 结 束，先 后 改 称 地 图 股 ( 1935 ) 、地 图 组 ( 1937 ) 、测 绘 股

( 1939) 、测绘科 ( 1943) 和兵要地志科 ( 1948) ，但始终承担军委总部的测绘保障任务。随着培训测绘

人员的增多，人民军队各部队也陆续设立了测绘机构。但是，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没有建立统管全军

测绘工作的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急需全国范围的、精确的测绘成图，而旧中国陆地测绘面积不

到全国的 1 /3，且测量基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急需开展全国基础测绘工作。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

工程，需要有统一的测绘机构来统筹。经中央军委研究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军委作战部测绘局于 1950 年

5 月 11 日正式成立，统管全军测绘工作，并统筹全国基础测绘业务。根据测绘业务日益扩大的实际，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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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改由总参谋部直接领导，

改称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 ( 简称总参测绘局) 。海

湾战争的爆发，标志人类战争形态开始向信息化

战争演进，作战方式也从粗放作战向精确作战转

变，军事导航定位的地位作用日显突出。2011 年

11 月，中央军委批准总参测绘局更名为测绘导航

局，充分体现了在新形势下测绘导航在国防和军

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军区陆续设立了测

绘机构，但名称不统一。1951 年 7 月，第一次全

军测绘工作会议决定统一军区测绘机构名称，会

后其中 5 个军区先后成立或将原机构改称测绘科，

只有西 南 军 区 因 测 绘 部 队 较 多 改 称 测 绘 分 局。
1955 年前后参照苏军做法，测绘科改称测绘主任，

1957 年后又陆续改为测绘科。1983 年，测绘科统

一改称测绘处。1992 年，各军区测绘、气象机构

合并为测绘气象处。
随着各军兵种的组建，也陆续设立了测绘机

构。1949 年 6 月 1 日，华东军区海军海道测量局

成立，这是人民海军最早的测绘机构。1951 年 1
月，海道测量局转隶归军委海军，称海军司令部

海道测量局 ( 后改称海道测量部、航海保证部) ，

主管海军测绘工作。1951 年 2 月，空军司令部作

战处设地图科，1978 年改称地图处，主管空军测

绘工作。1966 年第二炮兵成立时，在司令部设有

测地组，后扩编改称测地计算科 ( 处) 、测地处，

主管第二炮兵测地工作。
( 二) 军事测绘队伍逐步发展壮大。人民军队

创建初期，没有专职测绘人员。1932 年后，随着

培训测绘人员的增多，各部队陆续配备了测绘人

员，但编配人员数量少，主要承担随军测绘保障

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测绘力量得到加强。1942
年 6 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了测量队，

承担联防军测绘保障和测绘人员培训任务，这是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组建的规模最大 ( 64 人) 、
持续时间最长 ( 近 4 年) 和较为正规的测量队。
解放战争时期，测绘队伍迅速扩大。1946 年 5 月，

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测绘学校 ( 后改称解放军测

绘学校、测绘学院) ，承担测绘人员培训和测绘保

障任务。解放战争后期，全军共有测绘人员 3800
余人 ( 含接收的国民党军测绘人员 ) ，第一、第

二、第三野战军先后组建了测量队 ( 大队) 。
根据开展全国基础测绘的需要，军委作战部

测绘局成立后即开始组建直属测绘部队，至 1953
年底先后组建了大地测量队、航空测量队、地形

测量队 ( 2 个) 和制图队。1954 ～ 1960 年，直属

测绘部队进行了 3 次扩编，至 1961 年有直属测绘

单位 25 个。1961 年，全军测绘部队统一改称测绘

大队。1961 ～ 1964 年，总参测绘局对直属单位作

了调整，将 12 个直属测绘大队划归军区建制领

导，至 1965 年底直属测绘单位减少至 11 个。1976
年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总参测绘局直

属测绘单位进行了多次精简调整，撤并了传统测

绘作业单位，新组建了数字化生产、测绘信息保

障、卫星导航、航天测绘等新型测绘导航部队，

结构更为合理，适应了军事测绘导航技术发展和

使命任务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军测绘人员主要分布在

六大军区，各军区人数不等。1950 年 8 月后，华

东、中南、西南三个军区先后成立了测绘学校。
1952 年 3 月，根据中央军委全军测绘系统整编为

5000 人的指示，各军区除留少数人员组成随军测

量队外，部分调归解放军测绘学校或总参测绘局，

其余全部转业。1958 年 12 月，根据总参谋部在东

部国防地带进行军控点加密测量的指示，有 6 个

军区先后成立了临时性测地大队。1962 ～ 1966 年，

6 个临时性测地大队列编，随军测量队扩编为测

绘大队，加上接收总参测绘局转隶的 12 个测绘大

队，至 1966 年初军区共有 29 个测绘大队，另有

图库、印 图 厂 等 单 位， 总 员 额 达 1. 7 万 余 人。
1976 年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精兵合成、平战结

合、提高效能、增强战斗力的原则，军区测绘部

队进行多次精简整编，撤并了一些测绘大队，压

缩了编制员额，加强了数字化测绘和测绘保障力

量建设，20 世纪 90 年代军区和陆军集团军组建了

测绘保障分队，21 世纪初 组 建 了 测 绘 信 息 保 障

部队。
军兵种测绘队伍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长足发

展。1949 年 6 月，华东军区海军组建了海道测量

队，1957 年扩编为海道测量大队，1960 ～ 1961 年

扩编为东海、南海、北海舰队 3 个海道测量大队;

1960 年 8 月海军司令部组建了制图队 ( 后改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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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出版社) ; 1978 年 7 月，成立海军海洋测绘研

究所。1954 年 5 月，空军成立了航空测量队 ( 后

改编为空军航空兵测量团) ，1965 年 7 月成立空军

司令部制图队 ( 后改编为空军司令部航图大队、
测绘大队) 。1966 年第二炮兵成立后，初期测地

保障由总参测绘局抽调力量承担，1976 年 7 月第

二炮兵组建测绘大队。20 世纪 60 年代，国防科工

委各基地都设有大地测量队，1985 年整编为 1 个

大地测量队，后扩编为测绘大队。
( 三) 军事测绘管理体制不断完善。革命战争

时期，人民军队没有设立统管全军测绘工作的机

构，测绘人员分散地承担随军测绘保障任务。
1950 年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成立后，开始统管

全军测绘业务。6 月，朱德总司令对军事测绘任

务作出指示: “测绘为国防建设所必需的工作，建

设也是国防，所以必须参加此一工作。”同月，中

央财经委主任陈云致函军委作战部测绘局，称其

是全国性测绘机构，要求配合全国经济建设。由

此，军委作战部测绘局肩负着国防和经济建设测

绘双重任务，当年提出了“统一规划，分散经营;

适应国防，结合建设; 全面计划，逐步实施”的

业务指导方针。
为明确军委作战部测绘局与各大军区测绘任

务的分工，1951 年 10 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军测绘工

作会议，通过了 《关于军委与各大军区测绘任务

的决定》，明确: 测绘局负责测量、制印国防地

图，掌管国防地带地图，承办政府的测绘业务;

军区配合测绘局的任务，培养部队测绘员，担任

军区零星测绘任务，保管分发地图，进行兵要地

志调查。同时，将测绘业务方针中的 “适应国防，

结合 建 设”调 整 为 “满 足 国 防， 兼 顾 建 设”。
1952 年，军区测绘部队大规模精简，又将 “统

一规划，分 散 经 营”调 整 为 “统 一 规 划，集 中

领导”，将 “满足国防，兼顾建设”调整为 “专

办国防”。这些调整，突出了军事测绘为军事服

务的性质。
随着国家各项建设全面展开，军委作战部测

绘局承担的测绘任务逐步加重，难以兼顾国防与

经济建设 测 绘 任 务。1954 年 10 月 和 1955 年 10
月，总参测绘局先后两次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

出成立国家测绘机构的建议。1956 年 1 月，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成立

国家测绘总局。国家测绘总局成立后，对全国基

础测绘任务作了分工: 总参测绘局负责东部沿海

与西南边防地带，国家测绘总局负责腹心地区与

北部边疆地带。于是，在 10 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军

测绘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军事测绘的两项基本任

务: 进行全国性基础测绘，保证部队平时和战时

之需; 领导全军测绘勤务，建立部队战斗行动之

地形保障。1962 年 11 月，总参测绘局召开了全军

测绘科长工作会议，制定了 《总参测绘局与军区

测绘科职责和业务管理办法暂行规定》，划分了总

部与军区的测绘工作职责，建立了一套业务管理

规章制度，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
“文化大革命”中，军事测绘管理体制发生了

重大变化。1968 年年 9 月总参测绘局机关合并为

4 个组，工作秩序被打乱，直到 1969 年底才得以

恢复。此时，国家测绘总局撤销，总参测绘局又

统管全国测绘业务。1973 年国家测绘总局 ( 1982
年改称国家测绘局) 重建后，国务院、中央军委

明确: 国家测绘总局负责管理全国测绘业务，保

障国家经济建设测图; 总参测绘局负责国防、战

备和边界测图，主管测绘军援工作。随着全国基

础测绘任务的完成，总参测绘局从 1977 年开始改

变测绘部队由军区管理、总部统一调配使用的管

理体制，实行 “以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

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军队工作重

点的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

事测绘工作重点和指导思想也作了调整，在 1986
年召开 的 第 八 次 全 军 测 绘 工 作 会 议 上，提 出 了

“调整改革、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发展技术，更

新设备，改善测绘部队的技术合成，提高现代化

战争合成作战和快速反应的测绘保障能力”的方

针。1993 年后，总参测绘局认真贯彻军委新时期

军事战略方针，逐步建立起与军事测绘现代化建

设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颁布

实施，标志着国家测绘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根

据《测绘法》赋予军事测绘的职责，1996 年颁布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条例》规定: 军事测绘

实行统一规划，分工实施的原则; 总参谋部主管

全军测绘工作; 国防科工委、军兵种、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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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管本系统、本单位的测绘工作; 海军司令部

同时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的职责分工，管

理海洋基础工作。这是对军事测绘管理体制作出

的法律规定。
随着改革强军战略的实施，通过对战场环境

保障力量资源的整合，测绘导航组织结构和力量

编成将更加合理、多能，管理体制也将更加完善、
高效，为全面提高战场环境测绘导航保障能力提

供组织保证。

二、军事测绘技术从简易测绘到数字化测绘、
从地面测绘到航天测绘，战场测绘能力不断增强

( 一) 从自制测绘器材到自主生产测绘仪器。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测绘仪器缺乏，仅有数

量很少、精度不高的经纬仪、小平板等简易设备，

所用绘图器材多为测绘人员自制，只能承担简易

的测绘保障任务。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缴

获、接收了国民党军的一些测绘仪器，计有经纬

仪、水准 仪、平 板 仪、印 刷 机 等 5400 余 台。此

外，华东军区海军有 4 艘用于测量的船艇。这是

新中国成立后，可供测绘部队作业使用的仪器。
为保证测绘部队组建和完成军事测绘任务急需，

军委作战部测绘局对这些仪器进行了清理、统计，

根据测绘部队任务需要作了统一调配，1951 年又

成立测绘仪器修配所，开展测绘仪器维修工作。
由于缴获、接收的仪器型号杂乱、性能陈旧、

精度不高，难以满足开展全国基础测绘之需。当

时，国内测绘仪器生产能力很弱。1950 年 10 月，

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拟订了测绘仪器进口计划，经

周恩来总理批准，从瑞士等国购置了一批大地、
航测、制图、印刷等各种测绘仪器、器材; 1951
年后，又陆续从苏联订购了一批高精度大地测量

和先进航空测量测绘仪器。1955 年，苏联援华大

地测量队和航测队完成任务回国时，将其所带测

量仪器、航摄飞机及航摄仪器等全部移交给总参

测绘局。1957 年，海军测绘部队也装备了从苏联

引进的水声测深仪和无线电定位仪。这些苏制测

绘仪器，成为开展全国基础测绘作业的主力测绘

装备。
1958 年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停止向中

国出口测绘仪器。为解决测绘仪器的补充、更新

问题，1958 年总参测绘局将仪器修配所扩编为仪

器 修 造 厂 ( 1961 年 扩 编 为 测 绘 科 学 仪 器 厂 ) ，

1959 年组建了军事测绘科学研究所，加强了测绘

技术研究和测绘仪器研制工作。1962 年，总参测

绘局与国家测绘总局协商将两局测绘仪器厂合并，

集中力量开展测绘仪器研制会战，至 1965 年批量

仿制生产出一批急用的大地、航测等仪器。20 世

纪 60 年代末，又完成高空航摄飞机改装，解决了

青藏高原测图高空航空摄影技术难题。同时，海

军司令部航保部委托地方有关单位，仿制了水声

测深仪、无线电导航仪等海洋测量仪器设备。这

不仅解决了全国基础测绘作业急需，而且促进了

测绘仪器自主生产能力的形成。
( 二) 从模拟测绘到数字化测绘。全国基础测

绘主要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需实地测量大量

控制点; 地图制图也主要采用手工编绘、刻绘方

法。这种模拟测绘方法，工序环节多，技术流程

复杂，生产效率低。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测绘领域的应用，促进了

军事测绘的数字化革命。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

开后，军 事 测 绘 科 研 工 作 进 入 快 速 发 展 时 期。
1978 年总参测绘研究所利用自己研制的像片数字

器，测制出中国第一幅数字地图，后生产了一批

数字地图，用于高技术武器试验; 1983 年，研制

出计算机制图系统，首先用于数字军事交通图生

产; 20 世纪 90 年代，又研制出 1 ∶ 25 万地图数据

库、1 ∶ 5 万地面高程图数据库等系统，为全面开

展数字地图生产奠定了基础。自 1996 年起，总参

测绘局实施军事测绘数字信息工程建设，推动了

数字化、网络化测绘生产装备技术体系的形成。
至 20 世纪末，军事测绘技术实现了从常规定位技

术向卫星定位技术为主的复合定位技术的转变，

从解析摄影测量技术向数字摄影测量技术的转变，

从常规地图制图技术向数字制图技术的转变。
( 三) 从传统测绘到航天测绘。革命战争时

期，战场测绘局限于作战地域和行军路线，地域

范围较小，主要采用简易测绘技术。新中国成立

后开展的全国基础测绘，是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

的测绘，主要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战略武器

作战应用需要境外地区目标图，而航空摄影测量

只能解决境内测绘问题，急需发展新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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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4 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

为发展航天测绘技术创造了条件。6 月，总参测

绘局即提出研制测地卫星建议，成立测地卫星研

究小组开展预研。在总参测绘局的积极建议下，

1979 年 11 月中央军委、中央专委批准研制第一代

摄影定位卫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先后成功发

射并回收 3 颗摄影定位卫星，使中国航天遥感测

绘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总参测绘局开

展了第二代摄影定位卫星研制，于 21 世纪初成功

发射并回收 3 颗摄影定位卫星。2010 年 8 月，天

绘一号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中

国具有实时获取全球基础地理信息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历时 25 年建立的全国天文大地

网，是采用传统大地测量方法布测的，由于受地

形、通视、天气等诸多因素制约，不仅劳动强度

大，而且建设周期长。1965 年美国建成子午卫星

导航系统 ( NNSS) ，1994 年又建成全球定位系统

( GPS) ，使大地测量 进 入 到 卫 星 大 地 测 量 时 代。
总参测绘局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组织卫星定位技

术的研究，并先后组织布测了全国卫星多普勒网、
GPS 大地控制网。但依赖外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在军事上是有风险的，必须自主发展卫星导航系

统。1985 年 10 月，陈芳允院士在南京召开的一次

会议上，提出了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建立

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总参测绘

局的高度重视，并随即抽调人员组成课题组开始

论证，1986 年 7 月国防科工委批准立项预研。在

总参测绘局积极推动和广大科研人员共同努力下，

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历时 8 年完成预研任务。
1994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北斗一号卫星导航

系统工程立项，2000 年底北斗一号系统初步建成，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

的国家。按照 “三步走”发展战略，北斗系统建

设正在稳步推进: 2004 年启动北斗二号系统建设，

并于 2012 年 12 月建成; 2009 年启动了北斗全球

系统建设，预计 2020 年前后建成。
随着测绘导航科学技术的发展，战场地理信

息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将不断提升，并与战场

感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武器装备系统深度融

合，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测绘导航技

术支撑。

三、军事测绘产品从粗略到精确、从纸质到

数字、从单一到多样，测绘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 一) 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提供测绘保障。人

民军队创建初期，地图资料十分缺乏，部队行军

作战所需地图资料主要靠搜集和缴获。1935 年 4
月 28 日，红军长征在云南曲靖西北截获国民党军

一批云南省 1 ∶ 10 万地形图，为中央红军安全渡过

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起到重要作用。8
月 31 日，红军在包座战斗中缴获了一套甘肃 1 ∶ 10
万地图，这套甘肃地图成为红军北上陕北的主要

用图，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的协议，抗日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军令部发给了八路军、新四军

一些国内已测地区的地图，改善了部队缺乏地图

的状况。但是，这些地图多为各省独立测绘，不

仅测绘基准、标准和比例尺不统一，精度和现势

性都较差，而且发给数量少，不能满足部队作战

需要。由此，及时修测和大量翻印这些地图，便

成为之后人民军队测绘工作的主要任务，特别是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到广阔地域运动作战，

地图需求量很多。人民军队测绘人员在极其艰苦

的战争环境下，冒着战火硝烟修测地图，利用简

陋的石印设备，夜以继日地翻印地图，随印随送

前线部队，保证了人民军队历次战役行动的用图

需要。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尽管测绘力量弱小，

测绘仪器缺乏，但依然积极开展战场测绘工作，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即长征途中的遵义测绘

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测绘。1935 年 1 月，

红军攻克遵义后，军委作战局地图科根据军委主

席朱德的指示，突击测绘遵义城区 1 ∶ 2. 5 万地形

略图和以遵义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交通路线图，

这是人民军队创建后进行范围最大的一次测绘。2
月，红军利 用 所 测 地 图，声 东 击 西，征 南 战 北，

四渡赤水，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1942 年

6 月，为做好保卫陕甘宁边区作战测绘准备，陕

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先期开展边区地形

图测绘，后各军分区成立临时测绘 ( 量) 队分工

承担，至 1945 年初完成边区 28 个县，面积近 17
万平方千米，共计 200 余幅 1 ∶ 5 万地形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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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1946 年 11 月完成制印。这是人民军队创建

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实测面积最大，且较

为正规的一次测绘。1947 年 3 月至 7 月，西北人

民解放军利用所测 1 ∶ 5 万地形图，谋兵布阵，指

挥作战，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

和陇东、三边战役的胜利。
( 二) 为新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测绘成果成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美国派兵入侵朝鲜后的战

略走势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军委作战部测绘

局自 1951 年 9 月开始筹划东部国防地带测绘工

作，并在人员、仪器、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三年的

准备，于 1954 年正式展开。
测绘全国地形图，需要建立统一的测绘基准

和技术标准体系。为此，总参测绘局组织建立了

1956 年北京坐标系 ( 引用苏联坐标系) 、1956 年

黄海高程系和 1957 国家重力基本网，参考苏联测

绘标准开始建立自己的测绘标准体系。1956 年国

家测绘总局成立后，两局分工负责全国基础测绘。
至 1965 年，总参测绘局组织完成东部国防地带测

图，同时根据炮兵作战需要，加密测量军控点 17
万余点; 国家测绘总局组织完成腹心地区测绘。
1965 ～ 1969 年，为保障国家 “三线”建设用图急

需，两局分工完成了以西昌、雅安为中心的川西

和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地区测绘。至此，未测

绘区域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和“三北”地区。
1969 年国家测绘总局撤销后，国家基础测绘

未完成任务全部由测绘部队承担。青藏高原是地

球海拔最高、测绘难度最大的地 区。自 1971 年

起，兰州、成都、新疆军区测绘部队和配合作业

的测绘部队，每年平均出动 3600 余名测绘官兵，

开展青藏高原测绘会战，至 1975 年按时完成测绘

任务。同时，总参测绘局组织 11 支测绘部队，突

击完成了“三北”地区测绘任务。至此，历时 25
年完成了工程浩大的第一次全国基础测绘任务，

共布测天文大地网点 4 万余点和大量加密控制点，

测绘各种比例尺地形图 2. 8 万余幅，实现了中国

历史上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全国陆地全面覆盖，

为新中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开展，

提供了系统、精确的测量成果和地图资料。
( 三) 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多样化测绘保

障。随着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战略武器研制试

验和航天发射成为军事测绘保障的新领域。1958
～ 1970 年，总参测绘局组织测绘部队，完成了国

防试验基地建设测绘和 “两弹一星”研制试验大

量测绘保障任务。根据战略武器试验和空间技术

发展需要，总参测绘局自 1974 年起组织地球形状

及引力场研究工作，1978 年建立了地心一号坐标

系; 20 世界 80 年代，完成了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

平差，建立了 1980 西安坐标系、地心 二 号 坐 标

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和 1985 国家重力基准;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了导弹机动作战区大地测量会

战，布测了全国 GPS 一、二级网; 21 世纪初，完

成了地面网与空间网联合平差，建立了 2000 中国

大地坐标系、2000 国家重力基本网等新的空间基

准，保证了高技术武器和空间技术发展对高精度

空间基准的需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军队指挥自

动化的发展。自 70 年代后期起，总参测绘局开始

数字地图生产和地图数据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80 年代中期研制出 “作战态势图自动处理系统”
“集团军战役地形分析系统”和 “军事地形分析

系统”，使数字化测绘产品应用到指挥自动化领

域。1996 年实施的军事测绘数字信息工程建设，

促进了数字测绘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形成。到 20 世

纪后期，人民军队全面形成了生产各种数字测绘

产品的能力，并陆续建立了多种实用的地图数据

库，为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和制导武器系统提供

了支撑数据。利用数字地图，不仅可制印成传统

的纸质地图，还可在计算机上生成可视的电子地

图和逼真的虚拟战场环境，现已广泛应用到作战

模拟、态势推演、武器装备建模等众多领域。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海湾战争爆

发，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1993 年后，总参

测绘局认真落实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

推进军事测绘高技术工程建设，努力实现从被动、
静态保障到主动、动态保障的转变，着力提高信

息化战争的测绘导航保障能力。同时，加强了主

要方向、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队的测绘保障建设，

组织了重点地区地形图更新、东南沿海测图会战

和地图数据库建设，以满足国防建设和部队作战

训练之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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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基础测绘是国家基础测绘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组织海

军测绘部队，完成了海岸带、沿岸海道、近海海

道 ( 峡) 、国家领海基点等测量，以及大量作战训

练测绘保障任务。至 21 世纪初，完成了中国管辖

海域 ( 约 300 万平方千米) 的测量，测量各等级

控制点 5 万余点，测绘各种比例尺水深图 6000 余

幅 ( 测深里程 500 余万千米) 和海洋重力、磁力

异常图各 100 余幅，编 制 出 版 各 种 海 图 8000 余

幅、航海图集和书表 800 余种 ( 300 余万册) 。此

外，空军测绘部队完成了国防和经济建设大量航

空摄影任务，编制出版一系列航空图，保证了空

军作战、训练的需要。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测绘保障对象越来越

广泛，测绘导航任务将更加繁重和艰巨。为此，

测绘导航空间范围将从领土、领海、领空扩展到

全球，从地表扩展到水下、地下和太空，从地理

空间扩展到地球物理空间，以适应维护国家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新要求。

四、军事测绘建设 90 年的主要启示

90 年来，逐 步 建 立 起 来 的 人 民 军 队 测 绘 队

伍，不仅完成了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历次战役

行动，以及新中国国防建设和部队作战训练各项

测绘保障任务，还完成了边界测量、援外测绘、
抢险救灾、支援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等大量测绘

保障任务，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和保卫新

中国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测绘保障。
( 一) 必须高度重视军事测绘导航的重要地

位。2000 多年来，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知天

知地，胜乃不穷”的原则，决定了军事测绘在争

取战场信息优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毛泽东

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十分重视军事地理

研究与运用工作，对测绘与地理的重要性作出了

许多精辟的论述。1935 年，在直罗镇战役前，毛

泽东、彭德怀多次电令部队迅速调查并绘制该地

区地图，并亲自带领纵队干部实地察看地形、部

署埋伏，毛泽东在取得战役胜利后指出: “没有团

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

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1936 年 12 月，毛泽东

总结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撰写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强调 “必须敌情、
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

把握而后动手”。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对学员这样

说过: “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 没

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了方向。”在信息化战争

条件下，联合指挥、联合作战和精确作战的实施，

对测绘导航的依赖性更大，这一点必须引起有关

方面的高度重视。
( 二) 必须把战场基础测绘建设摆在战略位

置。战场测绘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先行。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

都离不开测绘和地图的先行准备。长征途中，红

军两次缴获国民党军的地图，保障了红军顺利北

上，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遵义测绘和陕甘宁边

区测绘，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测绘人员夜以继日翻印地

图，并在每次战役前把地图送到前线部队。而测

绘准备不充分，往往是导致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1934 年 11 月，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缺少地图，指

挥失灵，一些部队走错路线、迷失方向，损失严

重，教训极为深刻。战场基础测绘建设具有技术

复杂、工作量大、周期长的特点，如新中国成立

后进行的全国基础测绘，在军队和地方主要测绘

力量分工合作下，用了 25 年才得以完成。如果实

施全球基础测绘，将是何等大的工作量。因此，

必须加强基础测绘导航力量建设，始终把战场基

础测绘建设摆到战略位置来抓。
( 三) 必须加快发展军事测绘导航关键技术。

创新是测绘导航事业发展的原动力。革命战争时

期，人民军队缺少测绘仪器装备，只能承担简易

的测绘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时，人民军队测绘

装备技术十分落后，在苏联测绘专家帮助下，使

人民军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传统的测绘技术，

全国基础测绘才得以顺利展开。1960 年，苏联专

家全部撤走，人民军队奋发图强，仿制出一批急

需的测绘仪器，解决了青藏高原测绘一系列技术

难题，保证了全国基础测绘任务按照中央军委规

定的时间完成。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人民军队

先后开始了航天测绘和数字化测绘技术的探索，

推动了军事测绘技术的数字化革命，以及航天遥

感测绘、卫星导航定位等测绘高技术的发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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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测绘技术史上多项新奇迹。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军事科技发展迅猛，军事测绘导航要履行

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保障的使命，

就必须加快发展测绘导航关键装备技术，抓好成

果转化应用工作，为全面提高全域、多维的测绘

导航保障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 四) 必须始终重视军事测绘导航人才培养工

作。人才是测绘导航事业发展之本。人民军队创

建不久，即开始测绘人员培训工作，坚持在战火

硝烟中举办测绘训练班，为设立测绘机构和完成

随军测绘任务提供了专业测绘人员。解放战争后

期，东北民主联军测绘学校的成立，开启了人民

军队院校培养测绘人才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军队更加重视测绘人才培养工作，50 年初全

军测绘学校就有 4 所，1952 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海军系设海道测量科。“文化大革命”中，测绘

学院历经撤销、重建，测绘教育训练受到严重冲

击。1973 年 1 月，全军测绘部队专业训练工作座

谈会召开后，部队测绘训练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1978 年 1 月，中央军委 《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

的决定》颁发，要求全军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

地位，测绘院校教育训练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形

成了以解放军测绘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海洋测绘

系教育为主、测绘部队训练为辅的测绘人才培养

机制，开始持续地为部队输送多层次各专业测绘

人才，保证了军事测绘建设发展的需要。在抓好

测绘导航部队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必须加强作战

部队的测绘业务训练。1979 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

作战中，据当时调查半数以上基层指挥员不会使

用地图，加之中越边境地区地形复杂，导致一些

部队发生走错路、判错位置、误报目标、误伤自

己、遭敌伏击等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必须牢记。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的新时代，必须

提高测绘导航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只有这样才

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五) 必须大力继承和发扬军事测绘优良传

统。90 年来，全军测绘部队官兵在完成各项作战、
战备测绘任务中，以对党忠诚、对军队建设负责、
对军事测绘事业热爱的坚定信念，用汗水、鲜血

乃至生命，铸就了 “听党指挥、忠于使命、勇挑

重担、当好先行”优良传统， “真实、细致、准

确、及时”业务作风，“崇尚科学、敢为人先、吃

苦耐劳、甘于奉献”优秀品质，以及 “丈量世界

屋脊、勇攀测绘高峰”战斗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

测绘导航特色文化，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涌现

了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成都军区测绘大队、
总参第 1 测绘大队，荣立集体一等功的海军东海

舰队海测船大队、第二炮兵测绘大队和兰州军区

第 1、第 2 测绘大队等先进集体。1996 年 1 月，总

参谋长傅全有接见第十一次全军测绘工作会议代

表和总参测绘局机关干部时，称赞测绘部队 “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突击任务”。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这一特色文

化，为加快推进战场环境测绘导航保障建设提供

精神动力。
( 六) 必须走测绘导航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新

中国测绘事业建设的历史，就是军地测绘融合发

展的历史。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成立之初，就肩负

国防与经济建设测绘双重任务，先后两次提出成

立国家测绘机构的建议，并全力支持国家测绘事

业的开创，先后将 5 个测量队另 3 个区队全部人

员及测绘仪器、装备划归国家测绘总局。国家测

绘总局成立后，按照分工承担了国家腹心地带和

北部边疆地带的测绘，使总参测绘局能够集中力

量完成东部和西南部国防地带的测绘。随后，两

局又共同完成了测绘基准建设、全国天文地网平

差、GPS 大网布测等国家重大测绘项目。近年来，

新一代 1 ∶ 5 万地形图更新、西部 1 ∶ 5 万地形图空

白区测绘、海岛礁测绘等国家基础测绘工程，都

是军队和地方测绘单位会战完成的。因此，新形

势下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抓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在测绘导航领域的落实。
新的时代条件下，国家安全时空领域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军事测绘导航建设必须适

应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要求，以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为统揽，以军委军事战略方针为指

导，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

原则，以改革强军战略实施为牵引，按照能打仗、
打胜仗的标准，持续推进战场环境测绘导航能力

建设，不断谱写军事测绘导航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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