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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厉害了，我的北斗！ 11 月 5
日 ，我 国 在 西 昌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实
施的首次航天发射，拉开了北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全 球 组 网“ 战
幕”。根据计划，我国将于 2018
年前后完成 18 颗北斗卫星发射，
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
供基本服务；2020 年完成 30 多颗
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具备服务全
球能力。

“北斗系统正朝着服务全球
的目标全速推进。”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
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说。
相对于北斗二号区域系统，北斗
三号服务区域将扩展至全球。下
行导航信号升级与改造等关键技
术取得突破，实现了北斗三号与
北斗二号平稳过渡，并在此基础
上增加新的导航信号，从而可为
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北斗是开放 的 系 统 ，中 国
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它既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也
是为全人类提供时间坐标和空
间坐标的基础设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指挥迟

军介绍说，北斗日益变得像水电
一样影响人类生活，这对卫星导
航的可靠性、连续性提出了严苛
的要求。

北斗三号卫星控制分系统增
加了卫星至少 60 天的完全自主
运行能力，保证了在地面测控站
出现故障期间，北斗卫星仍能够
在轨正常工作。此外，通过采取
多项可靠性措施，北斗三号卫星
设计寿命增至 10 年以上。

建设高性能、高可靠的北斗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 16 个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20 年全

系统建成后，北斗性能将与 GPS
相当，到那时我国卫星导航系统
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服务“一带一路”，北斗在路
上。缅甸的农业、林业、土地规
划，老挝的精细农业和病虫灾害
监测管理，文莱的智慧旅游……
目 前 ，北 斗 系 统 已 覆 盖 巴 基 斯
坦、沙特、缅甸等近 30 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北斗三号卫星制定工程策略
时，优先发射中圆轨道卫星。随着
北斗全球系统建设的加速推进，将
率先覆盖“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
和地区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ofo 小黄车与北斗导航共
同推出北斗智能锁；小蓝单车
利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实现
了米级定位，即使在树荫下也
不会出现“漂移”……为了更
精准地报告“我在哪里”，共享
单车都陆续接入了北斗高精
度时空定位服务。

共享单车只是北斗近在
眼前、服务民生的应用之一。
从抢险救灾到精准农业，从渔
业播报到智慧房管……近年
来，北斗卫星导航各类高精度
位置服务产品以“北斗＋互联
网＋其他行业”的新模式，广
泛应用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

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
皮书（2016 年度）》显示，2016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2118 亿元，
较 2015 年增长约 22.06%。北
斗对产业核心产值的贡献率
达到 70%，我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前景广阔。

“当前我国北斗应用已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卫星导
航技术与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 算 等 技 术 和 领 域 的 结 合 ，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已成为
我 国 重 要 的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
局长闵宜仁说。

在海南文昌清澜港，北斗
导航终端是渔民们出海的标
配：出海作业能实时监控，渔
船出险可随时报警，在海上能
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北
斗 已 成 了 渔 民 口 中 的“ 千 里
眼”“顺风耳”“护身符”……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会长于贤成表示，北斗技术已
跳 出 单 一 导 航 技 术 的 范 畴 。
在城市燃气、城镇供热、电力
电网、供水排水等多种行业的
迫切需求下，国家北斗精准服
务网已为全国超过 400 座城市
的各种行业应用提供北斗精
准服务，有效推动智慧城市基
础设施的优化和完善。

北斗第三步 当惊世界殊
——揭秘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胡喆、白国龙、余晓洁、李国利、杨欣、齐晓君、杨志远

11月5日，举世瞩目、国人期盼的北斗三号卫星开启全球组网序幕，按照“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卫星发
射，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实现35颗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具备服务全球能力”
的目标全速推进，中国北斗正在阔步走向世界。

北斗三号将怎样实现从国内到区域再到全球卫星导航的“三级跳”？技术层面领先在哪？又会带给国
人和世界怎样的惊喜？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
柢指南。”作为世界上三大卫
星导航系统之一，遨游在地球
轨 道 上 的 北 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从北斗一号服务国内到北
斗二号提供区域服务，再到北
斗三号全球组网，源源不断地
为广大用户提供精准优质的
服务。

“你需我有、你要我优，服
务人类社会，造福大众百姓。”
自 2012年 12月 27日，北斗区域
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以
来，北斗系统受到了越来越多
国家的关注。

2017 年 1 月，北斗二号卫
星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特等奖。航天科技集团北斗
二号工程卫星系统总师杨慧表
示，北斗二号卫星工程历时 8
年研制建设，摆脱了对国外卫
星导航系统的依赖，实现了历
史性的“三级跳”。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
斗。”正在从蓝图变成现实。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工程

副总设计师、卫星首席总设计
师谢军介绍，早在北斗二号正
式提供区域导航定位服务前，
我国就开始了北斗三号全球导
航系统的论证研制工作，确定
了建设独立自主、开放兼容、技
术先进、稳定可靠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的发展目标。

谢军表示，相对于北斗二
号区域系统，北斗三号服务区
域将扩展至全球，同时，实现了
下行导航信号升级与改造等关
键技术方面的突破，实现了与
北斗二号下行导航信号的平稳
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
的导航信号，为用户提供更为优
质的服务。

据悉，建设高性能、高可靠
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
我国科技领域中长期发展规划
的 16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
一，系统建设既是对北斗区域
系统的完善与升级，更是聚焦
世界一流卫星导航系统的攀登
与跨越，将使我国卫星导航系
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区域、全世界：北斗导航实现历史性“三级跳”

高精度、高可靠、高保险：北斗三号技术突破看点多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
号卫星总指挥迟军告诉记者，
如同停水停电影响城市生活一
样，卫星导航服务一旦失效，不
仅国家的经济运行要受到极大
的影响，人们的生活也将带来
很大的不便，这也就给卫星导
航系统的可靠性提出了苛刻的
要求。总体而言，北斗三号具
备高精度、高可靠、高保险、多
功能等特点。

——高精度。在北斗二号
性能的基础上，北斗三号在设
计之初，就把目标放在尚未发
射的第三代GPS导航卫星以及
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的设计指
标上。

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的
定位精度将大幅提升，达到 2.5
米至5米水平，建成后的北斗全
球导航系统将为民用用户免费
提供约 10 米精度的定位服务、
0.2米/秒的测速服务，并且将为
付费用户提供更高精度等级的
服务，卫星设计寿命达 10 年以
上。随着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
供初始服务，可提供米级、亚米
级、分米级，甚至厘米级的服
务。届时，中国北斗的精度将
与美国GPS相媲美。

——高可靠。北斗是一个
系统工程，用户每一次享受到
北斗系统的服务，都必须保证

有至少4颗卫星提供服务；北斗
又是一个全球覆盖的系统，至
少需要有20余颗卫星同时提供
稳定服务，这一特点决定北斗
系统对质量可靠性要求比单星
更高，对产品可靠性的要求更
苛刻。北斗还是一个固有属性
要求必须连续运行的系统，信
号不能中断，系统必须连续、稳
定、完好、可靠。

——高保险。据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
师王平介绍，北斗卫星全球导
航系统作为一个大型系统工
程，采用多重可靠性“加固”措
施，可最大限度地增强系统的
保险系数。

比如，系统建成后运行卫
星数量大于服务必需卫星数；
同时，北斗三号卫星还采用了
软件冗余、故障自我诊断、故
障自我修复等多项措施，保证
系统可靠性，大大提升用户的
体验。

——多功能。中国北斗除
具有短报文等特色功能外，还
可以将用户的位置信息发送出
去，让其他人可以知道用户的
情况，较好地解决了何人、何
事、何地的问题。把短信和导
航结合起来，是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一大特色，一个终端，
就可以导航、通信兼备。

11月5日19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北斗服务无处不在

11 月 5 日 19 时 45 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卫星的首次发
射，也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实
施的首次航天发射，标志着中国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新
时代。

“卫星发射入轨后，将开展相
关测试及入网验证，并适时对外开
展服务。”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我国于 20 世纪后期开始探索
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
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
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
中国提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
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
务；2020 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
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目前，前两步已实现，中国成
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09年，北斗三号工程正式启
动建设。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
办公室主任冉承其曾表示，北斗
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首次发射，
将稳步推动北斗三号系统建设，
加快北斗系统尽早服务全球，造
福全人类。

据介绍，与北斗二号相比，北
斗三号卫星将增加性能更优、与世
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性更好
的信号B1C；按照国际标准提供星
基增强服务（SBAS）及搜索救援服
务（SAR）。同时，还将采用更高性
能的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铷原子
钟天稳定度为 E-14 量级，氢原子
钟天稳定度为E-15量级。

“新技术使北斗三号的性能得
到大幅提升，空间信号精度（SIS）

优于 0.5m。”杨长风说，北斗三号的
定位精度将达到 2.5-5 米的水平，
并在保留短报文功能的前提下提
升相关性能。

杨长风还表示，新时代北斗发
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 PNT 体系
建设，就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
心，建成天地一体、覆盖无缝、安全可
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PNT体系，
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满
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需求，为全球
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后将
发射 18 颗北斗三号卫星，覆盖“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到 2020 年左
右，完成 30 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实
现全球服务能力。

“未来，通过一箭双星或者多
星的模式发射北斗三号卫星将
是常态。”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副总设计师

叶成敏说。
用于发射的长征三号乙属于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长征
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
现役发射次数最多的高轨中型运
载火箭，自 1994 年首飞成功至今
共完成了 81次发射。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人力资源
部主任林玉南表示：“截至目前，所
有的北斗卫星均从这里飞向太空，
成功率达到 100%。”

组建于1970年12月的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是我国发射卫星最多的航
天发射场，发射活动已突破百次。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
配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分
别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53次飞行。

中国北斗步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相关新闻

北斗全球组网“战幕”拉开
2018年率先服务“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