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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三号有啥不同？

开启全球组网新时代
11月5日，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四、二十五
颗北斗导航卫星，这是中国北斗三号第一、二颗组网卫
星，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新时代。

北斗第三步，敢为天下先。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介绍，
在北斗二号性能的基础上，北斗三号导航系统在设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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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芯片到计算机操
作系统，北斗三号实现了核心产品的国产化。从服务国内
及周边到服务全球，北斗三号具有一系列新特点。

更精准——电子围栏如何精准定位共享单车，打破
乱停乱放困局？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提升
1至 2倍，达到 2.5米至 5米水平，其地基增强系统还可
提供米级、亚米级、分米级，甚至厘米级的服务，满足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的需求。同时，还将向国际搜救组织
免费提供全球范围内搜救服务。

更可靠——数十颗北斗卫星同时在天上飘，它们是
如何做到各自都不会擅离职守呢？北斗三号控制分系统
增加卫星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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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在轨仍能够正常工作。
这大大减少了对地面站的依赖，成就“可视”范围外对
卫星的控制。

更高效——中国在国土范围之外的地面站很少，位
于地球两端的北斗卫星如何取得联系？北斗三号增加星
间链路，形成了星星组网、星地组网的复杂系统。北斗
三号的星间链路系统还能与其他类型卫星相关联，实现
中国卫星之间的联网，更加高效地互通天地信息。

除了这些新的特点，北斗三号还采取了新信号体
制，为民航提供了两个频率的导航信号，并保留了原有
的特色即短报文功能。

“新信号体制具备与GPS等系统兼容互操作的能力，
双频导航信号使其服务能力更可靠，短报文功能把导航

和通信融合在一起，是未来导航发展的一个方向。”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军对记者介
绍，这些新特点使得中国北斗在国际民航等领域更具竞
争力，成为中国北斗走向国际的重要推动力。

“今年北斗三号的第一颗和第二颗正式卫星发射，
标志着北斗从国内走向全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级
工程师李锐说，“北斗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按照计划务
实地实现系统建设。”

■ 北斗如何走向海外？

围绕“一带一路”推广服务
“在哪都可以实时看到车和货的位置，我们今后跑

国际运输就更放心了！”吉尔吉斯斯坦车队卡车司机扎
里波夫对爱车上的新装备赞赏有加。10月30日至11月1
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联合开展的国
际道路货运试运行活动成功举行，一个新装备在此次试
运行活动中表现“抢眼”。

驾驶员们使用的这个新装备，正是由中国交通通信
信息中心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车载终端”。参加此次
试运行活动的 9辆货车，都统一安装了该终端，为中外
卡车定位导航和通信保障提供了可靠的“中国服务”。

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中国政府宣布北斗区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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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产品功能涵盖灾情预报、精准农业、
远洋渔业、物联网等方面，日益国际化大众化，正越来
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月是蒙古国中央省最寒冷的季节。蒙古国功勋牧
人很莫德呼老人从今年起再也不用顶风踏雪在外放牧
了。继“北斗卫星放牧系统”在内蒙古草原推广之后，
如今，蒙古国的功勋牧民也用上了这一系统。“给种
马、种驼、领头牛羊戴上卫星设备，用手机就能详知整
群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中国的北斗卫星真是
神啦！”很莫德呼老人高兴地说。

从葱茏的东盟国家到广袤的阿拉伯地区，从宽广无
垠的陆地到碧波荡漾的江海，北斗系统在“走出去”的
征程中，创造了不俗的成绩单：

在老挝，北斗服务于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在文
莱，北斗辅助其都市建设、智慧旅游；在巴基斯坦，北斗为
其地籍管理、环境监测、交通监控等多种信息化管理提供
保证；在斯里兰卡，48个北斗地基增强基站，为国土勘查
测绘提供“天眼”支持；在马来西亚，“北斗东盟数据及服
务中心”为东盟地区多国提供多领域服务……

“带北斗功能的产品，已经输送到全球 30 多个国
家，技术合作比这还要更多一些。”据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围绕“一带一路”进行
国际推广和服务应用，是北斗系统的建设重点，北斗系
统也在不断完善，力求让用户得到最好的服务。

■ 北斗何时服务全球？

2020年具备服务全球能力
当今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争奇斗艳。在加速北

斗系统建设的同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该
如何看待北斗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关系？对此，中
国在启动北斗导航系统建设之初就给出了回答——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北斗要与其他卫星导航
系统相互兼容，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发展北斗系统的
一项原则。

其实，开放、兼容的建设理念不仅符合中国北斗的
发展需要，更符合全球用户的利益需求。

以民航应用为例，李锐对记者介绍，民航对卫星导
航的可靠性要求比较高，在单独的GPS使用中，常常会
由于星座数目不够或者分布不均匀，影响飞机导航的正
常使用。随着北斗、格洛纳斯、伽利略等系统加入国际
民航标准，未来的飞机上可以看到 4倍以上的卫星，这
将给全球用户带来极大的好处。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北斗比GPS起步晚了
近20年，不管是标准的加入还是应用的推广，中国北斗
都还存在一定差距。要实现北斗服务全球，还要继续推
动北斗系统国际化发展。

服务全球必须覆盖全球。据谢军介绍，中国将于
2018年全面覆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率先为其提
供基本服务，2020年将实现35颗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具
备服务全球的能力。

服务全球必须融入全球。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
北斗系统进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移动
通信国际标准组织等。

服务全球需要产业支撑。只有工业部门和飞机、轮
船等设备制造厂商，选择安装北斗的设备，才能把北斗
导航推到实用。

“系统的建成、标准的加入、设备的研制、应用的
推广，只有这 4个阶段完成后，北斗才能算真正取得国
际应用落地。”李锐说，“实际上，GPS在先期的标准推
动和行业应用中也走了很多弯路，中国北斗也是在吸取
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发展之路。”

■ 北斗未来将带来哪些惊喜？

产业融合发展前景广阔
工人只需简单操作，物流包装便可自动选择包装箱

并分拣配送；农民在家里干着家务逗着娃，就能通过无
人机在田里播着种洒着药；警察坐镇指挥中心，就可精
准调度巡逻警车和警力；牧民坐在家中喝着奶茶聊着
天，就能放牧几公里外的羊群牛群……

你可曾想过，这些场景正在通过北斗而变成现实。
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逐步建设，北斗的高精度

定位、高精度授时、短报文发送功能将与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相互融合，“北斗+物流”、“北斗+农
业”、“北斗+工作”，北斗将飞入全球百姓家，为人们带
来更多便利与惊喜。

目前，北斗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
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地理信息、森林防火、电力调
度、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领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据张军介绍，随着北斗系统国产化的应用
以及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建设，中国民航也已经提前开
展了相关工作。

与此同时，完整的北斗产业链初具规模，并走向
海外。短短几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产
值已突破 2000 亿元，全国从事北斗开发应用的企业已
达 1.4万家，在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量忠实的

“北斗粉”。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北斗产品应时而
生，并在缅甸、泰国、越南、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实现
了规模应用，还远销中东和非洲地区，成为广受欢迎
的“抢手货”。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介绍，未来将不断
加强北斗系统在前沿领域创新应用的战略布局，在自动
驾驶、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等前沿领域，开展北斗创新
应用的前瞻研究和试验布局。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北斗应
用服务体系建设，以北斗大规模应用带动系统的新发
展，到2020年逐步完善北斗应用服务体系。

中国北斗中国北斗向全球招手向全球招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萌萌 贾平凡贾平凡

北斗在哪里北斗在哪里？？传唱歌谣中传唱歌谣中：“：“大河向东流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北斗在哪里北斗在哪里？？巡弋星空上巡弋星空上：：浩瀚苍穹刚刚迎来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浩瀚苍穹刚刚迎来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北斗在哪里北斗在哪里？？睥睨世界时睥睨世界时：：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又多了一张中国名片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又多了一张中国名片。。
北斗在哪里北斗在哪里？？渗透各领域渗透各领域：：沙场点兵的检阅场沙场点兵的检阅场、、翱翔蓝天的国产大飞机上翱翔蓝天的国产大飞机上、、波涛汹涌的江海上波涛汹涌的江海上、、车车

水马龙的街道上水马龙的街道上、、形影不离的手机里形影不离的手机里、、五谷丰登的田野上……北斗远在天边五谷丰登的田野上……北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近在眼前。。
正在全球组网的中国北斗系统不仅正在全球组网的中国北斗系统不仅““高大上高大上”，”，而且而且““接地气接地气”。”。国之重器国之重器，，强国利民强国利民；；服务全球服务全球，，

引领未来引领未来。。
那么那么，，中国北斗从哪里来中国北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中国北斗如何影响你我生活中国北斗如何影响你我生活，，服务全球民众服务全球民众？？本报记者就此本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多家相关机构以及多位专家学者采访了多家相关机构以及多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我是北斗，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
系 统 （BDS）， 是 继 美 国 全 球 定 位 系 统 （GPS） 和 俄 罗 斯
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1月5日晚，在西昌，“北斗三号”发射成功！它拉开了北斗
全球组网的序幕，到了2020年，我就要实现全球覆盖啦！可你们
知道吗，在我“三步走”辉煌人生的背后，经历了很多艰辛和曲
折。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成长故事吧！

■ 北斗一号：
试验探索 覆盖中国周边

我第一阶段叫“北斗一号”。“北斗一号”系统是由3颗导航定位
卫星组成的，前两颗发射于2000年，第3颗发射于2003年。别看我此
时只有3颗卫星，但正是这3颗小卫星，组成完整的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形成区域有源服务能力。

我知道，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全球导航卫星相比，“北斗一号”

系统尚有较大差距。首先，覆盖范围只初步具备中国周边地区的
定位能力；其次是定位精度低，无法定位高速移动的目标，不能

用于军事用途。虽然此时我的缺陷很明显，能力
很有限，但我对中国卫星导航系统

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
作为中国独立

自主建

立的首个卫星导航系统，我打破了美、俄在此领域的垄断地位，
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建立了完善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关于我的孕育和降生，还要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的历史
说起呢！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关于卫星导航与定位
的研究。1994年，中国正式启动该项目的系统建设和发展，并更
名为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我的名字由此而来。

■ 北斗二号：
服务亚太 性能经得起考验

从2007年开始，我就加速进入“北斗二号”时代了！“北斗二
号”卫星导航系统由16颗卫星组成，2012年发射的第16颗卫星与
先期发射的15颗卫星实现组网，我就拥有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
导航服务能力了。

“北斗二号”并不是“北斗一号”的简单延伸，它克服了“北斗一
号”系统存在的缺点，提供海、陆、空全方位的全球导航定位服务。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激烈的国际竞争就没有我的“中国
速度”。由于中国起步较晚，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已全部被
美俄占用。在尽力争取下，国际电联开放一小段公共频率，供给各
国卫星导航使用。2000年，我和欧盟伽利略系统同时成功申报。按
照国际电联规则，必须在7年有效期内成功发射导航卫星。

2007 年 4 月 16 日，北京从首颗“北斗二号”获得清晰信
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频率申请失效最后期限不到
4 个小时。“北斗二号”一飞冲天，赶上了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的最后一班车！
从 2007 年发射首颗“北斗二号”卫星到 2012 年完
成第16颗，发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最终成功实现

区域组网。2012 年，“北斗二号”定位导航系
统开始向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和

授时以及短报文通信服务，系统运行
良好，性能稳步提升。

在我的成长中，科学家
们坚持“边建边用，以用

促建”原则，力求让
用户得到最好的

服务。“北斗

二号”系统，除了还不能达到全球覆盖，从性能方面讲已经与美国
GPS不相上下，甚至在互动性上优于GPS。

■ 北斗三号：
星间链路 护航全球组网时代

“北斗二号”系统服务亚太表现不俗，给了我走向世界的信
心！“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我阔步世界的步伐愈发铿锵！
日前，西昌发射的两颗“北斗三号”卫星，只是我走向全球组网
的第一步！到2018年年底，将有18颗北斗卫星发射升空，服务区
域覆盖“一带一路”国家及周边国家；到 2020 年，将完成 35 颗

“北斗三号”卫星的组网，向全球提供相关服务。
相对于“北斗二号”区域系统，“北斗三号”具备高精度、

高可靠、高保险、多功能等特点，已具备从服务区域到服务全球
的能力。同时，“北斗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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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增加了新的导航信号，为用户提供更为优
质服务。由于中国不可能像 GPS 一样在全球建立地面站，星
座星间链路技术成功解决境外卫星的数据传输通道问题，实现
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与太空兄弟手拉
手，心相通，是我的一大特色。

“北斗＋物流”、“北斗＋支付”、“北斗＋工作”……未来，我
将实现世界全域覆盖、全时联通，推动万物互联时代的加速到来。
人类，你们准备好迎接全新的“北斗＋”生活方式了吗？

北斗自述：我的成长“三步曲”
贾平凡

北斗自述：我的成长“三步曲”
贾平凡

航天强国

▲ 4月10日，新疆北屯市、兵团第十师187团一台安装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自动驾驶技术拖拉机在田间作业。

李海霆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