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北斗”团队和使用者

未来目标
2035年左右，我国将

建成以北斗系统为基础，
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
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体系。

北斗系统建成
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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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根据国内外航天发展
形势及我国国情，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曾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测控系统总设计师的陈芳允首
次提出研制“双星定位通信系统”，
即利用两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
星实现区域快速导航定位的设想。

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编写
的《精神的力量——航天精神引领
中华民族探索浩瀚宇宙》记载，上世
纪80年代，我国对要不要立即启动
耗资巨大的导航卫星工程有顾虑。

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
的GPS导航定位系统。1991年的海
湾战争中，美国GPS系统第一次以
武器制导的形式大获成功，中国与
世界从这场现代战争中感受到了拥
有导航卫星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自主可控的卫星导
航系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安
全缺少可靠的保障。”2011年，冉承
其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试运行新
闻发布会上，一语点明导航系统对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1994年2月，《关于印发〈双星导

航定位系统工程立项报告〉的通知》
印发，标志着北斗一号正式上马。
这一年，65 岁的“两弹一星”元勋
孙家栋被任命为工程的总设计
师，李祖洪任卫星总指挥，范本尧
任卫星总设计师，中国人正式踏
上了北斗系统的研制之路。

我国导航卫星的建设分为“三
步走”战略：第一步覆盖国内区域，
第二步逐渐覆盖亚太区域，第三步
再覆盖全球。摆在北斗一号研制工
作面前的，是“四无”局面：一无技术、
二无经验、三无人才、四无资源。

曾任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卫星
总指挥的李祖洪回忆说：“在起步
阶段，我们受过很多刺激。例如，
向某国购买产品，钱都付了，对方
却以制裁为名不卖了，退给我们一
些硬纸板。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
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2000年，北斗一号首批两颗地
球静止轨道卫星终于成功发射，北
斗一号实验系统正式建成并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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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3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建成开通新闻发布会上，
冉承其回答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记者：请问与国外卫
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
系统精度如何？刚才发
言人提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请详细介绍一
下，北斗系统有哪些其
他导航系统不具备的优
势？

冉承其：北斗系统的
精度，现在对外发布的精

度是10米，实际测试过程
中，通常情况下是2-3米，
其中有一个频点的信号，
在全世界定位精度最好可
以达到1点几米。所以说
北斗是一流的系统。

刚才讲“人无我有”方
面，全球短报文、区域短报
文、星基增强、地基增强、
搜救服务、精密单点定位
等，北斗一共提供7种服
务，可以形象比喻为“1+
6”，后续发展一定让“1”
越来越强，“6”的功能越
来越丰富，这就是我们北
斗的特色。

北斗七星，曾经是中
国古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寻
找方向的重要坐标。如
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
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
部分。

“北斗是一流的系统，
我们有这个信心。”两年前，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会上，冉承其在回答我的提
问时信心十足。这绝非自
大，这位全程参与了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顶层设计、工程
建设及组织管理工作的航
天人的信心，来自北斗团队
多年的技术积累。

从国产原子钟到星间
链路，中国“北斗”一步步克
服研发过程中的种种难题，
从“双星定位通信系统”构
想到“北斗一号”实验系统、
到建成“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中国航天人用
37年的时间创造了奇迹。

如今，北斗已是世界公
认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之一。在记者近年来的
采访中，曾有多位受访者主
动提及北斗系统在各自领
域的应用。

未来的北斗，“仅受人
类想象力的限制，没有做不
到，只有想不到。”北斗系统
目标在2035年前建设完善
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
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

冉承其说，他特别期
待2035年这个系统的建成
和到来。我相信，这也是
所有中国人的期待。

建成北斗一号试验系
统，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拥有
自主卫星导航系
统的国家。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
民就在古籍《尚书纬》中留
下关于北斗七星的古老记
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北斗七星曾是中国人
寻找方向最可靠的坐标。

两千多年后，2020年6
月23日，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长征火箭搭载着最后
一颗北斗组网卫星，划破
长空。一个月后，中国对
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这一天，距离中国首
次提出研制“双星定位通
信系统”已过去37年，距离
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
动已过去26年，距离第一
颗北斗卫星升空已20年。

37年来，一代代中国航
天人前赴后继，书写了北斗
从“人有我无”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篇章。

2004年，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
统任务正式启动。相比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面临的难度和挑战更大，
更肩负着实现卫星核心器部件国产
化，彻底打破受制于人局面的使命。

原 子 钟 是 导 航 卫 星 的“ 心
脏”。冉承其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回忆说，北斗系统的时间基准都是
以纳秒来计算，其中最重要的部件
就是原子钟，它是提供时间的基准
信号，精度能够到十的负十五次
方，甚至负十六次方。这样一个高
精尖的时间精度，需要核心设备的
保障。按当时国家的条件，没有特
别好的原子钟能装在卫星上用。

为打赢科研攻坚战，北斗组建
了中科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三
支队伍，历时两年把国产星载原子
钟成功研制出来。

在北斗导航系统总工程师杨
长风看来，这标志着我国终于摆脱
了核心部件被别人“卡脖子”的状

况，“让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跳
动出了中国心率”。

2007年4月14日，首颗北斗二
号导航卫星发射升空，我国进入北
斗二号时代。与作为试验系统的
北斗一号不同，完成组网后，北斗
二号覆盖亚太地区定位精度能达
到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秒，
授时精度优于50纳秒。

到2012年10月底，北斗二号
系统共发射了16颗卫星，正式完成
组网并投入运营，完成了我国卫星
导航系统第二步建设任务。

2017年11月5日，我国成功以
“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两颗北斗三
号中圆轨道卫星。这是北斗三号卫
星的首次发射，标志着中国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时代。

2020年7月，我国正式宣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标志着北斗“三步走”发展战略圆满
完成，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导
航定位功能，北斗已全面服
务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
林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
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国
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在 2008 年 汶 川 地 震
中，首批抵达震中的救援人
员就曾通过北斗系统用户
终端机为地震重灾区发出
了一束生命急救电波。在
2020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时期，北斗在雷神
山、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精准
测绘上立下功劳。

更多北斗应用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城市居
民熟悉的共享单车，单车随
意停放曾一度困扰城市管
理者，在应用了北斗定位系
统后，单车可指定某个电子
停车区域，车辆只有停放到
区域内才能够锁车，否则无
法锁车并一直计费。

冉承其在2020年8月
介绍，2010年以来的10年，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产业总体产值年均增长
20%以上。北斗已是联合
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之一。与美国、俄罗
斯、欧盟卫星导航系统的兼
容与互操作及系统间合作
持续深化。北斗相关产品
已出口120余个国家和地
区，向亿级以上用户提供服
务。基于北斗的国土测绘、

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
港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
欧、西亚、非洲成功应用。

“卫星导航应用仅受人
类想象力的限制，没有做不
到，只有想不到。”冉承其
说，中国有望在2025年前
建成天基低轨星座系统，届
时全世界都会享受到北斗
的厘米级定位服务。高精
度进入手机里未来可期，如
果用了高精度应用的手机，
开车可以实现车道级导
航。“如果叫一个出租车，可
以让出租车闭着眼睛开到
你的脚底下。”他说。

在更远景的目标上，北
斗系统还将在2035年前建
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
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
系。

冉承其解释说，卫星导
航有天然的脆弱性，信号
弱、容易被干扰，进入室内
会有一定影响。北斗导航
未来要解决水下导航问题、
室内导航信号弱的问题、深
空的问题。所谓的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体系就是以卫
星导航作为核心和基础，把
现在认知里的各种各样技
术融合在一起，让它更安
全、更高性能、更可靠。

“我们特别期待2035
年这个系统的建 成 和 到
来。”冉承其对北斗的未来
充满信心。

本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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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是一流的系统，
我们有这个信心。”2020
年8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的北斗三号卫星导
航系统建成开通发布会
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
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
其在回答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提问时说。

北斗，这个从零起步
的“大国工程”，正在成为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日前，工信部电子信
息司副司长徐文立在新闻
发布会上透露，2022年上
半年，新进网手机中有
128款支持北斗，出货量
合计1.32亿部，占比达
98.5%。

北斗居天之中，
当昆仑之上。”

北斗的诞生
一定要建中国人的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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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北斗的的应用应用
走进百姓生活提供广泛服务

提供7种服务
定位精度最好可达1点几米

2019年11月22日，在
交通运输部“国办印发关
于加强水上搜救工作的通
知”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时
任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
长徐春回答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记者：请详细介绍一下
我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
服务系统及能力建设情况

徐春：经过多年建设，
我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

服务系统已成体系、成规
模，并在不断地进行优化，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我们管理维护沿海
17262座航标，建成22座
差分定位系统台站、75座
北斗卫星导航站点，可为
船舶提供高精度定位服
务。其中北斗卫星导航技
术的应用已将我国近海
50公里范围内水域的定
位精度提高到厘米级。

建成北斗二号区域
系统，为亚太地区
提供服务。

建成北斗三号全球
系统，实现了中国
人孜孜以求的“全
球梦”。

近海50公里水域
定位精度提至厘米级

北斗，未来可期

记者
手记

观众在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成就博览会上参观体
验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电动车。

2021年5月11日，在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
公司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内，工作人员设置无人驾
驶插秧机工作路径。

登山队员在珠穆朗玛峰峰顶开展测量工作
（2020年5月27日摄）。据介绍，本次测量同时参考
四大导航系统，并以北斗的数据为主。

上图：在山东东营胜利
机场，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在中国完
全自主设计并制造的支线客机
——ARJ21-700飞机103架
机上进行测试试飞（2017年
10月14日摄）。

在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成就博览会上拍摄的北斗便携
式移动应急监测站（2021年5月27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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