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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轨合璧 吉星高照

压轴飞天的“北斗三号”组网卫星为一颗地球
静止轨道卫星，被昵称为吉星。该类卫星运行的轨
道平面与赤道平面重合，轨道周期等于地球在惯性
空间中的自转周期即 23小时 56分 4秒，且方向与之
一致，这样就使得该类卫星与地面的位置保持相对
不变。其定点于赤道上空约 3.6 万公里的圆形轨道
上，一颗可覆盖约40%的地球面积。北斗系统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在星基增强、短报文通信、精密单点定
位等特色服务上发挥关键作用。“北斗三号”共有 3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主要服务中国所在的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北斗”采用 3种轨道卫星合璧
的混合式结构，除了与赤道平面重合的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即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之外，还有3颗保持一定
倾斜角度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与前者相对于地球
上的某个点始终保持静止不同，由于其倾斜角度的
存在，造成相对于地面上某个点，其每天在相同时
刻保持在相同位置，但在连续的时间内，卫星位置
是变化的，其星下点运行的轨迹呈“8”字型的封闭
曲线，就像卫星跳着“8”字型舞，以这种运行方
式，聚焦亚太地区。“北斗三号”倾斜角度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一共有3颗。

北斗卫星第三种轨道为地球中圆轨道，它们是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的主力卫星，共24颗，运行在
距离地面 2 万多公里的高度，轨道周期约为 12 小
时，时刻不停地环绕地球运转，每颗卫星的聚焦点
都在地面“画”着波浪线，实现全球范围的广覆
盖，它们组成的星座构成了“北斗三号”全球组网
的核心星座。

大国重器 廿年铸造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先进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 GPS 系统、俄罗斯格
洛纳斯系统和欧洲伽利略系统后，全球第四大卫星
导航系统。作为后来者，“北斗”直到2000年才开始
拥有由两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卫星组成的“双星定
位系统”，这就是“北斗一号”，开始为中国用户提
供定位、授时、广域差分和短报文通信服务。2003

年，第 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升空，“北斗”服务能
力进一步增强。

2004 年，“北斗二号”系统工程建设启动。到
2012年年底，完成14颗卫星发射组网。“北斗二号”
系统在兼容“北斗一号”系统技术体制基础上，增
加无源定位体制，为亚太地区用户提供定位、测
速、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2009年，“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启动；到2018年
底，完成19颗卫星发射组网任务，“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建成并向全球提供服务。2020年3月9日，第29
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成功。至此，“北斗三号”
收官只剩下最后一颗星，距离大功告成只差临门一
脚。“北斗三号”系统继承“北斗”有源定位服务和
无源定位服务两种技术体制，能够为全球用户提供
定位、测速、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服
务，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用户还可享有区域短报文通
信、星基增强、精密单点定位等服务。

从“北斗”双星定位系统建成算起，到“北
斗”全球系统即将于5月按计划收官，中国航天人努
力奋斗 20载，大国重器“北斗”将以空前强大的服
务能力造福各国民众。

服务全球 造福人类

“北斗三号”全球星座组网即将全面收官引起了
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航天新闻网刊文深入介
绍了北斗导航卫星建设最新情况和历程，解析了其
星座的轨道特点，表达对其全球系统建成的期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道对“北斗”卫星发射入轨
100%的成功率和服役后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北
斗”广泛用于公共安全、交通、渔业、电力、林
业、减灾、智能城市建设、社会管理以及大规模市
场应用等领域，全球将受惠于此。

香港 《南华早报》 网站关注到“北斗”近期的
建设成就是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取得的，
展望“北斗三号”30颗卫星中的最后一颗发射入轨
组网成功后，其提供的服务精度将进一步提升，更
加受到用户信赖和青睐。该报道还特别聚焦“北
斗”独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认为全球组网完成
后，这一超越同类的优势更加明显，使用户之间可
以更好通信，并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追踪用户的位
置，为应急救援提供了更稳定可靠的途径。

对于“北斗”的应用价值，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总设计师杨长风无疑最有发言权，他指出，北斗等
卫星导航的应用仅受人类想象力的限制。仅就迎战
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北斗”可谓大放异彩，高精度
测量火线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基于
北斗的无人机、无人配送车纷纷应用到疫区医疗物
资配送；基于北斗的车联网推动疫情期间交通智能
化、精准化，通过为车辆提供精准导航等信息服
务，保障防疫救援物资一路畅通……随着5G商用时
代的到来，“北斗”正在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融合，应用新模式、新业态、
新经济不断涌现，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应该把孩子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恐怕是很多父
母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对此，笔者有一个笼统的答案：让他
做一个好人。对“好人”，我试着从下面几个维度来定义。

好人应“比较无私”。 对“比较”一词，笔者感受颇
深。近日与一位长者餐叙，期间，我向其敬酒时说，祝他永
远健康。他回应道，万寿无疆、永远健康都是虚幻的，还是
祝其“比较”健康来得实际。

所谓“智者养神，愚者养身”。世俗的名与利，不是不
要，而是无论是否得到，都不要过于计较；世间痛与爱，不
是无所谓，而是无论怎样的恩怨情仇，都要拿得起放得下。
你以为你没有的，可能在来的路上；你以为他拥有的，可能
在去的途中。每个人脚下都有路，不必和别人挤，适度获取
自己应有的利益即可。

好人应“真实”。香港有句流行语：your face，your
fate！（你的脸，就是你的命运），颇为有趣。这句话除了指人
面貌的美丑之外，也可以指人生活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当然

如果指的是知行是否合一，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也不是没有道
理。这些难道不是也和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吗。

人性在相对意义上是绝对的相同。陆九渊强调：“心，
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所有人的本
质上都是同样的心，所有的万物之理本质上都是同样的理。
王阳明讲人跟黄金一样，黄金分量有大小，但从成色上讲无
法做到百分之百纯度。一个普通人分量很轻，但成色上可以
与圣人无别。

好人应“积极向上”。我受作家李敖的一句话影响颇
深：永远不要给自己悲观的机会。后来又在他的回忆录里读
到：感伤一类的情绪，是对生命的浪费，实在是一件没有必
要的事情。萧红讲，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地向前，
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梁漱溟先生曾经也指出，从
根本意义上讲，儒家是一种乐感文化。“这样一个‘乐’字
的拈出，其实已经把儒家看待世界的那种温暖的、有春天意
思的目光显露出来了。”

好人应“因爱而幸福”。人世间最幸运的是：世间诸物
中，有一种东西你给予这个世界越多，你收获的竟然是更
多，这就是爱。休谟曾说人类所有问题的解决中 （尤其是情
感），感性的力量要远远大过理性，更加地决定问题的解
决。懂得爱，有能力爱的孩子不仅是幸福的，而且是有能力
处理生活中各种事情的。这往往是成长中最重要的事。

如何成为好人呢？笔者认为捷径是读书，阅读能很好地
塑造人、成就人。茅盾曾说：在命运的网里，人们的努力是
不一定有怎样多的成效如所预期。可是这命运观又和自然派
的命运论有些不同，这命运观里很含着奋斗不懈的精神。读
书对于命运观的意义恰恰在于摆脱一种宿命论，让你敢于想
象宿命之外的角色与情境，这也
是不甘于平凡命运的一种表现。

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
一平生。读书致用当然很重要，
但是读书的至境在笔者看来是养
心和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参
悟，对宇宙和人生的洞察，达成
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中科院2019年度两大报告发布
本报电 近日，中国科学院系列年度报告《2019科学发展报告》

《2019高技术发展报告》发布。该系列报告重点分析综述当年世界和
中国科学与高技术等方面发展的重大创新成果、主要发展趋势、重
要科技政策与战略，提出有关政策建议，既可供领导干部和决策部
门阅读参考，又有助于公众了解科学和高技术发展动态与趋势，

《2019 科学发展报告》 是该系列报告的第 22 部，主要内容有：
展望二维材料、宽禁带半导体发光学的发展趋势；分析太阳系边际
探测的重大科学问题、量子计算、纳米绿色印刷技术、癌症免疫疗
法等7个科学前沿方向的研究进展；介绍了2018年中国科学家取得
的代表性成果，如利用 LAMOST发现系外行星族群、首次“看见”
离子水合物的原子结构并揭示离子输运的幻数效应、铁基高温超导
中的“马约拉纳三部曲”、人工基因组重排驱动基因组快速进化、克
隆猴的诞生、中国被子植物进化的摇篮和博物馆、人造单染色体真
核酵母细胞等；综述了基础前沿、人口健康与医药、生物、农业、
环境、材料制造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12个主要科技领域国际研究
进展及战略规划布局。

《2019高技术发展报告》以“航空航天与海洋技术”为主题，主
要内容包括：“2018年高技术发展综述”，系统回顾当年国内外高技
术发展最新进展；“航空技术新进展”，介绍航空材料、航空制造、
航空动力、航空电子、航空机电系统和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等方面
的最新进展；“航天技术新进展”，介绍月球与深空探测、卫星通
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微波遥感、运载火箭、卫星平台技术等方
面的最新进展；“海洋技术新进展”，介绍深海探测、海水综合利
用、深海油气开发利用、海洋环境污染检测、海洋声学、海洋信息
技术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文 心）

好人必真
王 钊

繁星静候 全球“北斗”
本报记者 张保淑

繁星静候 全球“北斗”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近日，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
施解除，对外交通有序恢复，中
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
固，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北
斗导航卫星系统是为取得战疫成
果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国重器之
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北斗”作为享誉世界的时空
基础设施，火速投入战斗，从九
天之上深情俯视中华大地，不仅
为突击建设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
院提供战略支撑，而且为无人机
投送应急关键防疫物资、人员隔
离场所的巡查和管理、工矿企业
在疫情下安全复工复产等提供基
础性服务保障。

中国战疫好消息不断传来，
“北斗”也正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辉煌时刻：全球星座组网全面
收官。近日，第55颗北斗导航卫
星即“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
卫星，如期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根据计划，该星将于
下个月发射升空，届时，“北斗三
号”全球星座部署将全面完成。

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历程

近日，甘肃省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开学。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的其他年级，以及所有初中、小学按4月13日做好开学准
备。甘肃省高校毕业年级可安排4月13日返校，整体开学按4月20
日准备。幼儿园、特教学校待疫情结束后再开园、开学。图为4月9
日，在张掖中学校门口，志愿者给同学进行手部消毒。 新华社发

甘肃学校分批次开学复课

从发射第一颗导航卫星，中国“北斗”走过 20
年非凡历程。根据计划，第55颗即最后一颗北斗卫
星将于今年5月发射入轨，届时，“北斗”全球组网
收官。图中 GEO、IGSO、MEO 分别指地球静止轨
道、倾斜角度地球同步轨道、地球中圆轨道。

近日，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如期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图为装载卫星的

运输车辆经过发射中心的主题雕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官方微信公号供图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电商企业投入大量以北斗导航为支撑的无人物流装备。 百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