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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星大家庭

1957 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
造卫星，开辟了人类除陆地、海洋和大
气层之外新的活动疆域。

1970 年，一首 《东方红》 乐曲让全
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这让中国
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
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卫星
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升空至今，中国已能
独立研制、发射和应用不同种类不同用
途的卫星。数据显示，自 1970年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以来，中国共计
发射卫星400余颗，在轨卫星超200颗。

如今，中国形成了由通信、气象、
导航、空间科学等各类卫星组成的卫星
大家庭。这其中，不乏让全世界关注的

“明星”。
比如，北斗导航卫星已具备在亚太

地区提供高精度定位基本服务能力，今
年年底将完成 18 颗卫星发射，具备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基本
服务能力；风云气象卫星正在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2500多家用户提
供卫星资料和产品，免费为“一带一
路”国家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提
供服务；“墨子号”量子卫星将量子纠缠
分发的世界纪录从百公里级提高到千公
里级，从技术上验证了构建全球量子通
信网络的可行性……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航天强国。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卫星数量、发射次数
不断增加，每年发射大约 20颗卫星，仅
今年以来，就已进行17次航天发射。

自主唱响“东方红”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国
空间事业的序幕，“东方红”系列卫星也
见证了中国卫星事业的发展历程。

1999 年，东方红四号大型通信卫星
平台立项论证工作紧锣密鼓，37 岁的周
志成走马上任，担起“东四”大平台总
设计师的重任。“我印象很深的是，当
时有声音支持对外采购、合资，但高技
术是买不来、租不来、要不来的。在老
一代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航天人自力
更生，自主创新，东方红四号卫星研
制成功，一举摆脱了中国卫星通信受
制于人的局面，并成功实现出口。”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周志成院
士回忆说。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的建成，开启
了中国进入国际商业通信卫星市场的大
门。中国整星出口的通信卫星中 9 颗都
是以东四平台为基础，其中，玻利维亚
通信卫星转发器出租率超过 80%，卫星
运营获得 2016 年度最佳新兴运营商奖。
同时，中国通信卫星在轨险费率低于全

球水平，这表明中国卫星性能已经进入
国际先进行列，产品指标和可靠度获得
用户和业内广泛认可。

近 5 年来，中国军民通信卫星 100%
自主研制，连续发射成功率居世界前
列。东方红五号技术试验卫星将于今年
底发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还
启动了“鸿雁星座”计划，届时将建成
自主可控、面向全球的移动宽带互联网
系统。

“中国坚持以我为主的研制路径，允
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让中国
航天事业一步步做大做强。”周志成说。

新时代的“两弹一星”

如果说“东方红”系列见证了中国
卫星事业的发展，那么在吴季看来，发
展空间科学卫星系列是新时代的“两弹
一星”任务。

2011 年，中科院设立空间科学先导
专项，吴季开始领衔中国空间科学的总
体规划。他认为，空间科学计划要求实
现原始性的创新突破，其中大部分技术
需求都是世界首次，如果实现则会成为
国际领先的技术能力。

比如，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号”有效载荷关键指标超过国际同类探
测器水平，能量分辨率达到世界第一；
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搭载了 19
项科学实验，是人类迄今为止单次空间
微重力和生命科学实验项目及种类最多
的卫星任务；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让中国在量子科技创新方面成为领

跑者；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
号”填补了中国空间 X 射线探测卫星的
空白。

如今，中国已独立自主发展了多种
应用卫星，并在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全面掌握
高端航天技术并拥有空间系统的国家。
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例，拥有以近
5000 项发明专利为代表的核心技术，在
星船回收、热控、姿轨控、电推进等领
域跻身世界前列；

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卫星通信体
系。中国制造通信卫星的波束覆盖了全
球 80%的地区和人口，为大批“一带一
路”国家提供了通信保障支持；

中国通过系列高分辨率卫星的发射，
到 2020年将形成全天候、全天时、全球覆
盖的陆地、大气、海洋对地观测能力；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面向全球
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系统建
成后性能与 GPS 相当，将使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目前已成功完成了载人航天工
程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计划到 2022
年前后建成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中国探月成就在国际航天界广受好
评，嫦娥四号探测器计划今年在月球背面
着陆，将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国际合作迈大步

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月球轨道超
长波天文观测微卫星“龙江二号”进

入环月轨道，星上搭载的沙特月球小
型光学成像探测仪等载荷全部正常开
机，成功获取了清晰的月球表面可见
光图像。这是中沙两国在探月工程嫦
娥四号中继星任务国际合作项目取得
的重要成果。

除了卫星发射任务的国际合作，中
国已和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80 个出
口合同，整星出口数量达23颗，包括13
颗通信卫星、10 颗遥感卫星，圆了世界
上一批“需要卫星、用不起卫星”国家
的梦。

2008 年中国发射的“委内瑞拉一号
通信卫星”，使委内瑞拉拥有了第一颗属
于自己的卫星。它极大改善了委内瑞拉
的国家基础设施，降低了电信服务成
本，造福了边远地区民众；

2011 年 发 射 的 “ 尼 日 利 亚 1R 卫
星”，为尼日利亚提供超过 15 万个与通
信有关的就业机会，可以为尼方的宽带
用户每年节约超过 9500万美元，为非洲
用户节约电话中继和数据交换业务费超
过6.6亿美元；

2015年发射的“老挝一号卫星”，向
老挝及邻国提供电信和广播电视业务，目
前已实现了 110套节目的全国播放功能，
改变了老挝国内电视业务依靠邻国卫星转
播的局面。

周志成说，中国长期重视国际空间
的交流与合作，在进行卫星出口的同
时，还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交流和
使用培训。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
间科学等领域，中国也一直坚持广泛国
际合作。

大家好，我是中国卫星。你们一定都听说过“东
方红”“北斗”“风云”“墨子”，但是对于他们的“技
能”，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其实，在我们的大家
庭里，有六大家族，分别是通信广播、导航定位、对
地观测与传输遥感、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载人航天
以及月球与深空探测。

说起通信广播家族，许多国人都会非常自豪。48
年前，中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一号”就是通信广播卫星。这个家族，就好像一个空
中信使，收集来自地面的各种“信件”，然后再“投
递”到另一个地方的用户手里。如今，这家族已完成
了 43 颗通信卫星的研制，包括 9 颗整星出口卫星，目
前在轨运行的有26颗。

在导航定位家族里，最出名的就是北斗了。他和美
国的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以及欧洲的伽利略，共同
构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家族采取

“先区域、后全球”的发展路径，计划在今年年底面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到 2020 年前
后，还将完成全球组网，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而“风云”“海洋”“资源”“高分”“遥感”“天
绘”，都是对地观测与传输遥感家族里的红人，他们可
以检测陆地、大气、海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气象预
报、国土普查、环境保护、灾害监测、城市规划、地
图测绘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

说到科学试验家族，虽然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很少
接触他们，但他们在国际上相当出名：“悟空号”“墨
子号”“慧眼号”，都来自于此。他们的技能非常“高
大上”，专注于研究发生在地球、日地空间、行星际空
间乃至整个宇宙空间的各类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每有
研究成果，都会引发颠覆性创新，成为人类历史上的

“大动作”。
载人航天和月球与深空探测虽然不是人造卫星，

但也是我家的重要成员。卫星、飞船、深空探测器，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航天大家庭。首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颗月球探测器
“嫦娥一号”，被称为中国航天的三大里程碑。

这就是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有一个大目标：探索
浩瀚宇宙，服务国家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本报记者 王 萌
（资料来源：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一号”发射升空，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
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40多年来，中国人造卫星“队
伍”不断壮大，并在一些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

中国卫星事业如何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中国卫星如今
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请随记者一起走进中国卫星“大
家庭”。

超200颗在轨 达世界先进水平

太空中，越来越多“中国星”
本报记者 王 萌

中国卫星家族谱

卫星也能成为品牌？
卫星的确可以成为品牌。在国际航天市

场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为
多个国家发射商业卫星，在航天技术上进行
了不少探索创新，已经成为美国航天的一张
名片，创造了不小的品牌效应。

中国卫星也渐渐成为世界知名和认可的
国家品牌。从早期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到
风云系列卫星，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到“墨
子号”量子卫星，中国已经打造了一系列国
内外知名卫星品牌。同时，随着中国卫星国
际化发展步伐加快，特别是商业发射服务和
整星出口业务的拓展，中国卫星的国际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

实际上，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卫星真正走向世界，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那时，全
球航天工业陷入前所未有的悲观氛围之中：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几乎使美国航天
活动陷入瘫痪，占有当时世界卫星发射市场

半壁江山的欧洲航天局也因“阿丽亚娜”火
箭未及时点火而发射失败备受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卫星事业开
始逆势扬帆——中国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
射了6颗通信卫星，表明中国航天技术正逐
步走向成熟，在运载能力上具备了参与国际
竞争、对外商务发射的条件。1987年，长征
二号丙火箭搭载法国马特拉公司的微重力装置
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商业发射的先河。如
今，中国已先后向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出
口卫星，中国已经帮助多国实现了“卫星梦”。

这些历史证明，虽然中国卫星事业起步
比西方社会要晚，但中国有能力、有实力、

有魄力实现弯道超车。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在，正是中国卫

星弯道超车的最佳时期。而其中重要一环，
就是打造中国卫星的全球品牌。

提升卫星事业的“中国高度”势在必
行。所谓“高度”，就是指技术水平。近年
来，中国卫星发射数目越来越多、频率越来
越密、技术水准越来越高。2015年，中国平
均每 10 天就有一枚火箭将一颗或多颗卫星
送上天。目前，中国在轨卫星已超过 200
颗，今年又将迎来航天发射的密集期，高分
五号、高分六号、多颗北斗卫星等将陆续升
空，太空中的“中国星”将越来越多，不断

体现着中国高度。
打造卫星产品的“中国精度”是必然要

求。随着卫星科技民用化程度不断提升，卫
星科技成果和相关产品不仅科技水平要高，
还要更精更准。在这一方面，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堪称典范。如今，国产北斗芯片已实现
规模化应用，工艺由 0.35 微米提升到 28 纳
米，总体性能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海
事、电力、民政、气象等十几个行业领域，
展现出极强的精准性和实用性。

在卫星服务中体现“中国温度”是必然
路径。中国卫星之所以在海外取得不俗的影

响力，离不开其服务水平的提升和造福全球
的目标。中国卫星先后为巴基斯坦地震、冰
岛火山爆发、泰国洪水、墨西哥湾海上溢
油、玻利维亚火灾等外国灾情提供卫星影像
援助。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中
国一句“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
供气象服务”的承诺，立刻迎来与会各方的
欢呼和掌声，这是中国卫星服务展现温度的
一大例证。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已经走过近半个
世纪。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深化
国际合作，服务全球民众，是中国卫星事业
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随着“互联网+”、“军
民融合”等国家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
的深入实施，中国卫星必将成为继高铁、核
电之后，下一张享誉国际市场的中国名片。

让中国卫星成为全球品牌
卢泽华

▲ 人们争相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上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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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东方红五号平台卫星
研制现场。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