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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載奮鬥圓夢 中國智慧閃耀寰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6月23日9時

43分，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

箭，成功發射北斗系統第五十五顆導航衛星，暨北斗三

號最後一顆全球組網衛星，至此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

系統星座部署比原計劃提前半年全面完成。歷經20多年

的發展，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已建成中國迄今規模最大、

覆蓋範圍最廣、服務性能最高、與百姓生活關聯最緊密

的巨型複雜航天系統，更將成為性能指標均達到世界一

流的、全球最好用的衛星導航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全球衛
星導航系統中，美國GPS、俄羅斯GLONASS、中
國北斗和歐洲Galileo等四大衛星導航系統已提供
全球服務，印度Navlc（印度導航星座）和日本
QZSS（準天頂系統）兩個區域系統也向用戶提供
區域服務。國家北斗重大專項地面試驗驗證系統副
總設計師盧鋆撰文指出，當前世界衛星導航新格
局基本顯現，新格局呈現新看點。

北斗系統貢獻率逾20%
盧鋆認為，當前四大全球系統同台競技，精度
比肩。衛星導航系統的定位精度主要由兩方面因
素決定，一是位置精度衰減因子（PDOP），二
是用戶等效測距誤差（UERE）。PDOP主要取
決於星座的覆蓋特性，目前四大全球衛星導航系
統，PDOP均值相當，一般為2左右。截至2019
年底，北斗三號衛星空間信號精度均值為
0.41m，相對於美國GPS，俄羅斯GLONASS等
系統，北斗系統的空間信號精度相當，定位、測
速和授時能力都非常優異。他表示，隨着北斗衛

星星座的逐步完善，北斗系統的服務精度將進一
步提升。
目前，衛星導航多系統共存格局形成，兼容互操

作成為共識和發展主流。盧鋆認為，國際衛星導航
領域從單一GPS到多GNSS（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時代發展的重要趨勢。中國北斗系統也一直注重和
加強與世界主要衛星導航系統的兼容與互操作協
調。四大全球系統，通過加強兼容互操作，可有效
改善觀測幾何，提高全球任何地區的定位精度，提
升全球導航服務可用性。其中，北斗系統對GNSS
服務性能提升非常顯著，對全世界導航的精度、穩
定性、可靠性的貢獻率可達到20%以上。
盧鋆表示，服務的多樣化已成為未來全球衛星導

航系統的發展趨勢和競技比拚的新大招。在此趨勢
下，中國北斗系統的基本服務能力與各大衛星導航
系統相當，躋身世界一流系統行列，同時，中國北
斗還可提供短報文通信、國際搜救、精密單點定位
和星基增強等多樣化的特色服務，在服務多樣化的
浪潮中積極發揮引領作用，可以說為世界衛星導航
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世界衛星導航新格局成焦點

排星布陣昨功成排星布陣昨功成 北斗導航惠世界北斗導航惠世界

北斗三號的收官之戰，可謂一波三折、好事多磨。此前，因2次
航天發射任務失利，工程全線舉一反三，進行質量複查，發射

時間由5月調整至6月。6月16日，因臨射前發現產品技術問題，為
確保百分百成功、不帶任何隱患上天，發射再次推遲。據了解，在
發射推遲的一周時間內，專家們達成了可以歸零的結論，決定使用
合格替代產品繼續執行發射任務。

1994年啟「三步走」計劃
23日9時43分，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在山谷中拔地而起，托舉着
最後一顆北斗三號組網衛星升空，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星座
部署全面完成。據介紹，中國北斗導航在1994年啟動建設，按照
「三步走」計劃，2000年中國建成了北斗一號系統，為中國用戶提
供服務；2012年底，建成了北斗二號系統為亞太地區用戶提供服
務。2017年11月，北斗三號首組雙星成功發射，北斗系統進入全球
化時代。20多年間，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共組織了44次北斗發
射任務，利用長征三號甲系列運載火箭，先後將4顆北斗一號試驗衛
星、55顆北斗二號和北斗三號組網衛星送入預定軌道，任務成功率
100%。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斗導航「三步走」發展戰略中，中國創新採用
三種軌道混合星座，由MEO衛星（地球中圓軌道衛星）、IGSO衛星
（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和GEO衛星（地球靜止軌道衛星）三種不
同軌道的衛星組成，包括24顆MEO衛星，3顆IGSO衛星和3顆GEO
衛星。這種方式，以最少衛星數量實現區域服務，支持邊建邊用、以
用促建，在實現服務全球的同時，還可以實現區域增強。

提供全天時全天候高精度導航
據介紹，此次發射的衛星屬地球靜止軌道衛星（GEO），經過一
系列在軌測試入網後，中國將進行北斗全系統聯調聯試，在確保系
統運行穩定可靠、性能指標優異基礎上，擇機面向用戶提供全天
時、全天候、高精度全球定位導航授時服務，以及星基增強、短報
文通信、精密單點定位等特色服務。
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新聞發言
人冉承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北斗三號系統建成後將是
世界上最好用的衛星導航系統，從在軌測試來看，所有性能指標都
是世界一流的。他表示，隨着北斗三號系統的建成將從短報文升級
為長報文，每次最多可以發送1,000個字，具備類似微信的傳輸頭
像、語音電話等功能。北斗系統將很好地實現通信加導航服務，並
將會繼續發展導航和通信的融合，中國北斗定將成為全球衛星導航
中最具特色最有意義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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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首顆北斗導航試驗衛星。

北斗一號系統建成，中國成為繼美、
俄之後第三個擁有自主衛星導航系統
的國家。

北斗二號衛星工程立項。

北斗三號工程立項。

成功建成國際上首個混合星座區域衛
星導航系統，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正式
提供區域服務，北斗系統成為國際衛
星導航系統四大服務商之一。

北斗三號基本系統正式向「一帶一
路」及全球提供基本導航服務，中國
北斗距離全球組網的目標邁出了實質
性的一步。

全球系統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對北斗
導航系統全球組網的順利完成具有里
程碑式重要意義。

第59顆北斗導航衛星（含試驗星）成
功發射，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以北斗系統為核心，建設完善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國家綜合
定位導航授時體系。

北斗衛星
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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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入網智能
手機70%以上提
供北斗服務

採用北斗兼容型
芯片的終端產品
社會總保有量超
7億台（套）

截 至 2019 年
底，北斗兼容型
芯片及模塊銷量
突破1億片

650萬輛
營運車輛
已應用

已出口120餘
個國家和地區

全國7萬餘隻漁船和執
法船安裝北斗終端，累
計救助1萬餘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航天
人最早對衛星導航系統摸索，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
年代末立項的「燈塔計劃」。80年代開始，中國衛
星導航「先區域、後全球」的思路被確定下來，
「三步走」的北斗之路由此鋪開。經過三代北斗
人、幾十年的探索與創新，北斗三號最終成為覆蓋
全球，具有鮮明特色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星間鏈路」，是北斗系統的一大特色。中國的

北斗系統不能像美國GPS那樣，在全球建立地面
站。為了解決境外衛星的數據傳輸通道，航天科技
集團五院北斗三號研製團隊攻克了星座星間鏈路技
術，採取星間、星地傳輸功能一體化設計，實現了
衛星與衛星、衛星與地面站的鏈路互通。
這就是說，雖然「看不見」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

衛星，但用北斗衛星的星間鏈路同樣能與它們取得
聯繫。用星間鏈路技術實現太空兄弟間手拉手，心
相通，不僅實現了相互間的通信和數據傳輸，還能
相互測距，自動「保持隊形」，可以減輕地面管理
維護壓力。星間鏈路技術的應用中，設計了全新的
網絡協議、管理策略和路由策略，解決了不能全球

布站進行衛星境外監測的難題。

提供最大「中國方案」
在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總設計師楊長風看來，

北斗為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提供最大的「中國方
案」，就是通訊與導航相結合，不僅具有被動式定
位方式，還有着主動式定位手段。楊長風說，在移
動通信覆蓋不到的區域，北斗系統可以發揮很大作
用。比如減災救災領域。在遠海移動通信難以覆蓋
的海域，漁民說「一拜媽祖，二拜北斗」，體現出
遠洋漁業對北斗系統的信賴。因為漁權監控信息可
以不斷通過北斗系統向漁民發送魚群的分布情況，
以往只能靠經驗，同時，漁民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此外，中國北斗集多種功能於一體的混合軌道設

計，也成為多國開始學習的方案。楊長風表示，一
些國家正往這個方向發展，比如美國今後也準備發
射高軌導航衛星，印度、日本目前搞的區域系統與
中國的區域系統發展模式類似。中國通過成功實踐
先走出一條技術發展道路，為其他國家發展相關衛
星導航系統提供了「中國智慧」。

30年創新路 鑄就獨一無二導航系統
23日9時43分，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發射

的轟鳴聲響徹山谷。在發射現場觀禮的李蘭
娟院士、四川省抗疫英雄、脫貧攻堅和青少
年學生代表，以及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代表
們歡呼鼓掌，為中國北斗和航天事業喝彩。

發射成功後，抗疫英雄和航天英雄們舞動起手中的紅旗，
共同唱起《我和我的祖國》，場面令人動容。

李蘭娟：北斗助力抗疫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隨後舉行的抗疫英雄與百戰英雄面

對面交流活動上，李蘭娟與不同崗位上的航天人交流。李
蘭娟說，觀看北斗三號成功發射，令她感到非常震撼，非
常興奮，同時也非常驕傲和非常自豪。

李蘭娟說，在抗疫鬥爭中，北斗進行了高度的定位，對
傳染源傳播途徑的發現，以及控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北斗高精度定位還助力火神山、雷神山醫院10天完成
建設，讓我們感受到科技強大的力量，真正地體現了科技
文明強國。她說，在過去幾個月裏，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
航天人，大家向疫戰、向天行，充分展現了中國力量、中
國精神、中國效率。

鄢利清是西昌發射場「百
戰英雄」，他是西昌發射測
試站高級工程師。扎根山溝
27年間，他先後27次擔任01
指揮員，指揮發射了嫦娥、
風雲、北斗等31顆衛星，也
是唯一指揮過三代北斗衛星
發射的01指揮員。他在交流
中說，自己最根本的動力就
是對航天事業發自內心的熱
愛，因為熱愛所以堅守。就
像醫護人員對職業熱愛、對
生命敬重，所以在疫情面前
毅然選擇逆行、選擇衝鋒。

據介紹，今年是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組建50周年，正處於
由大向強的關鍵時期。作為航天發射國家隊、主力軍，該
中心還將承擔火星探測、嫦娥探月等重大國字號任務。對
此，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科技人員表示，未來將把動力轉化
為航天報國的實際行動，為建設世界一流航天發射場奮
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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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10月31日長三甲系列火箭
發射中國第一顆北斗導航試驗衛星以
來，至今共進行44次發射，將59顆北
斗導航衛星（含試驗星）成功護送升
空，發射成功率100%。

組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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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長三甲系列運載火箭能發射傳統的地球同步轉
移軌道（GTO）、太陽同步軌道（SSO）、傾斜
地 球 同 步 轉 移 軌 道 （IGSO） 、 中 圓 軌 道
（MEO）、地月轉移軌道（LTO）有效載荷發射
任務及深空探測任務，滿足北斗衛星發射需求。

■■66月月2323日日，，我國我國
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北斗三號全球衛星
導航系統最後一顆導航系統最後一顆
組網衛星在西昌衛組網衛星在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點火升星發射中心點火升
空空。。 新華社新華社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客
戶端、央視財經、人民
日報客戶端及記者劉凝
哲

全球四大
衛星導航系統

中國北斗系統
‧2018年基本系統完成建設，2020年全面建成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10米（水平、高程），

亞太地區定位精度5米（水平、高程）

美國GPS系統

‧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製，1994年正式建成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9米，高程15米

俄羅斯GLONASS系統

‧1976年啟動，1995年實現完整星座部署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9米，高程20米

歐洲Galileo系統

‧2016年提供初步導航服務，2020年全面建成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7.5米，高程15米

■■李蘭娟院士在北斗三號
發射觀禮現場。

西昌市融媒體中心供圖

中華民族是勇於追夢的民
族。黨中央決策實施探月工
程，圓的就是中華民族自強

不息的飛天攬月之夢。
——2019年2月20日，習近平會見探

月工程嫦娥四號參研參試人員代表時強
調

中國一貫主張合理開發、利用空間資
源，保護空間環境，推動航天事業造福
全人類。

——2018年11月14日，習近平致信
祝賀亞太空間合作組織成立10周年時
指出

衛星導航系統是重要的空間基礎設
施，為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提供了全天
候的精準時空信息服務，是經濟社會發
展的重要信息保障。

——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向聯合
國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國際委員會第十三
屆大會致賀信

要強化使命擔當，堅定航天報國志
向，堅定航天強國信念，弘揚「兩彈一
星」精神、航天精神，創造更多中國奇
跡。

——2018年2月10日，習
近平在視察看望駐四川部隊
某基地官兵時的講話

來源：央視網

抗疫英雄現場觀禮：
為祖國喝彩

習近平談航天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