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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西部首期GPS野外测量顺利完成 
 

 

青藏高原研究所   

7月20日至8月30日，在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要方

向项目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联合资助下，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何建

坤等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地区南北长450千米

的剖面上成功进行了20个测点的高精度GPS测量工作。 

该工作旨在通过现代测量技术，监测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主要活动断裂（如

阿尔金断裂等）的现今运动学及其应变累积方式，这对评价该地区地震活动及

减灾防灾、研究大陆地壳变形基本行为及大型活动走滑断裂的应变分异等具有

重要意义。 

据科研人员介绍，全球定位系统（GPS）为我们提供了现今地壳变形格局

的高精度数据，它是开展地壳变形从运动学到动力学研究的重要约束之一。据

悉，在青藏高原西部的广大地区目前还鲜有GPS测量数据。本次工作将为全面

认识青藏高原东、西部地区不同构造部位现代运动学特征及其差异提供重要的

基础数据。随着GPS观测设备的增加，将来在二期和三期工作中会将本次测量

剖面向南延伸，跨越整个青藏高原西部地区。 

又讯 青藏高原连续GPS观测研究稳步开展 

近日，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实验室的刘静小组，在西藏

南部的加查县崔久乡和南木林县达那乡成功建成两个连续GPS观测站点，并对

其他站点进行了巡视维护和数据下载。 

该项工作旨在通过GPS观测，研究青藏高原活动断裂的现代活动性和地震

危险性评价，对西藏地区减灾防灾与资源开发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与以往的GPS流动观测研究不同，该所计划实施定点、长期、连续的观

测。中国GPS网络二期工程计划在西藏建设若干个GPS连续观测站，但对于地

广人稀的西藏来说，台站建设方面仍显稀少。青藏高原所的GPS台站选址充分

考虑了国家GPS网络站点分布，在更偏远和靠近活动断裂的部位，对后者进行

有针对性的加密和补充。此外，该所在GPS建站技术上引入先进的美国南加州

SCIGN钢架立体式三维天线桩，较水泥墩一维造型在台站稳定性和抑制信号多



路径影响上有优势，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 

据悉，在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支持下，该所目前运行的连续GPS站点

共8个，预计到2010年站点数将增加到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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