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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全国政协委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

设计师杨长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接连发射的 6

颗北斗三号实现组网，用以验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全球组网的基本框架。这 6 颗卫星就包括于 2 月 12

日发射的第二十八、二十九颗北斗导航卫星。

而这只是 2018年北斗“大戏”的序幕。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以

下简称五院）党委书记赵小津介绍，2018 年北斗三

号计划实施 10 次发射任务，共发射 18 颗卫星，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并为

2020 年完成 30 余颗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服务打下

关键基础。后续，我国还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构

建国家综合导航定位授时体系，将在天空、地面、

水下、室内构成完整体系，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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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凉山以山高沟深闻名，赶羊沟、菠萝沟、

杨家沟，沟沟偏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建在这些距

离市区 60多公里的深山老沟里。

这里是北斗的“摇篮”。从 2000 年 10 月 31 日的

北斗“首发”到 2018年 2月 12日的“一箭双星”，已经

有总计 29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

最近几年，北斗进入密集组网期，西昌也担起

越来越重的发射任务。天南地北的航天人，奔赴

沟里的发射场，有的候鸟一般来去，有的则把根扎

在了这里。

罗启富已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程师的岗位

上干了二十多年。1995 年，计算物理专业毕业的罗

启富来到这里，做起数据处理工作，“我的专业很对

口，大学时的系主任就参与了中国第一代火箭的数

据处理。”罗启富说，“火箭发射时，各个观测点的数

据会汇总到我们这里，通过数据处理，判断火箭的飞

行状态。”

回忆起刚工作的时候，罗启富感触很深，当时数

据处理水平有限，结果一乱，大家就误以为火箭出了

问题，常把指挥机关的人吓一跳。“每次任务都警告

好几次，警告了警告了，取消了取消了，反反复复提

心吊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假警报”绝迹

的背后是罗启富和同事们数十年的火箭数据模型推

演和优化，处理结果更精准，也为相关决策提供更有

效的依据。

人在西昌，罗启富却从没看过火箭发射，“职责

要求，开始还好奇，后来就习惯了。”觉察到记者似乎

为之遗憾，他赶紧说，“没关系，我们看到数据就知道

火箭是什么样子了。”边说边笑，又带点不好意思的

局促。

每当发射时，他会和同事们一起待在指挥大厅

旁边的小房间，用提前准备的多套算法进行数据的

实时处理，最长的一次，他连续工作 12个小时，从提

前几小时进场准备到火箭最终脱落入海，计算强度

之大令他至今印象深刻。

罗启富是辽宁人，早些年回趟老家要花 3 天时

间，如今母亲和爱人都一起在西昌生活，孩子则去了

外地读大学。这是很多航天科研人员的常态：老家

相隔千里，基地像家也不像，“不买房置地，吃住都是

集体安排，两点一线，生活简单。同事退休后多选择

回老家、去成都或投奔儿女。”罗启富还没打算那些，

他保持着对同领域先进水平的学习和跟踪，“好好

干，争取多干些年。”

群山之间，火箭搭载卫星立于发射塔架上，待

01 指挥员“点火”令下，于骤然升腾的火光中直入

天空。西昌山沟沟里这壮观一幕，未来几年还将

不断上演，数以万计像罗启富一样的科研人员，

也将继续托举北斗成为太空中注视地球的“中国

眼睛”。

人扎在沟沟里，梦放飞太空中

作为我国科技领域中长期发展规划的 16 项重

大专项之一，建设高性能、高可靠的北斗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既是对北斗区域系统的完善与升级，也是瞄

准世界一流卫星导航系统的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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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北斗二号区域系统，北斗三号实

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能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系统建成后，性能将与 GPS相当。

北斗系统不可能像 GPS 那样，在全球建立地面

测控站。为解决境外卫星数据传输问题，研制团队

采取星间、星地传输功能一体化设计，实现了卫星与

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即使地面站无法

直接联系飞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卫星

之间的通信，也能实现数据的传输。同时，星间链路

技术还能通过全新网络协议、管理策略和路由策略，

让北斗卫星相互测距，自动“保持队形”，减轻地面管

理维护压力。

卫星导航系统的可靠性、连续性面临着苛刻的

要求，其服务一旦中断，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会受

到很大影响。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指挥迟军介绍，

北斗三号卫星具备 60天以上完全自主运行能力，即

使地面站出现故障，仍能够正常在轨工作。同时该

卫星凭借多项可靠性措施，具备故障自我诊断、修复

能力，设计寿命达 10年以上。

星载原子钟是确保导航定位精度的关键设备。北

斗三号卫星配置了五院西安分院抓总研制的新一代铷

原子钟，其频率稳定度较北斗二号系统提高了10倍，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将使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

由10米级跨越至米级，测速和授时精度也同步提高一

个量级。同时北斗三号卫星还将配置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二院203所新研制的氢原子钟，其质量和功耗比铷

原子钟大，但稳定性和漂移率等指标更优。两种原子

钟配合应用，将力助北斗导航“指哪儿到哪儿”。

媲美GPS，北斗只差几颗星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于

2017 年 12 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北斗与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建成高精度时空信息云服

务平台，推出全球首个支持北斗的加速辅助定位系

统服务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突破 1 亿，日

服务达 2亿次。

目前北斗系统已形成包括基础产品、应用终端、

运行服务等较为完整的北斗产业体系。

通过开展北斗行业示范，卫星导航与国民经济

各行业实现了深度融合：全国有 480 万辆营运车辆

安装北斗兼容终端，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北斗车联网

平台，有效加强了道路营运车辆监控效率，提高了道

路运输安全水平。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 年道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相比

2012 年分别下降约 50%。此外，全国 4 万余艘渔船

安装北斗，累计救助渔民上万人；借助北斗系统，突

发重大灾情上报时间缩短至 1 小时内，应急救援响

应效率提升 2 倍；基于北斗的高精度服务已用于精

细农业、危房监测、无人驾驶等领域。

不仅如此，“5 年来，北斗由‘高大上’转为‘接地

气’。”冉承其说，北斗系统的大众应用也触手可及。

世界主流手机芯片大都支持北斗，国内销售的智能手

机北斗正成为标配；在北京，已有3万多辆出租车、两

万余辆公交车安装北斗；1500辆物流货车及 1.9万名

配送员，使用北斗终端和手环接入物流云平台，实现

实时调度；共享单车配装北斗实现精细管理；支持北

斗的手表、手环、学生卡，更加方便人们日常生活。

由“高大上”到“接地气”，大众应用触手可及

2017 年 12 月上旬，中美双方签署《北斗与 GPS

信号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简称《声明》），两大卫

星导航系统将实现民用信号互操作。中科院国家授

时中心副主任卢晓春认为，该协议的签署具有历史

意义，将为用户带来更优质、便捷的服务。

此次《声明》指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 GPS 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在国际电联框架下实现射频兼容，

两系统民用信号 B1C 和 L1C 实现互操作。用户可

以同时使用北斗和 GPS 民用信号，无需显著增加成

本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卢晓春介绍，根据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接

收机需要同时“看到”至少 4 颗导航卫星，才能实现

定位。如果使用单一导航系统，可能在某一区域上

空卫星数量有限，冗余不足，一旦接收机与某颗卫星

断开联系，会影响定位服务的持续性。北斗与 GPS

实现互操作以后，相当于把原本各自为战的导航系

统整合在一起。用户用一台接收机能同时接收两个

系统的卫星信号，GPS 卫星数量不够，还有北斗卫

星，这样一来定位的稳定性和精度会更高。

当今世界，GPS、北斗、格洛纳斯、伽利略四大卫

星导航系统争奇斗艳，若全部建成，全球导航卫星将

达百颗以上。北斗系统始终践行“中国的北斗，世界

的北斗”理念，要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互兼容、共

同发展，造福全球“一家人”。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北斗系统设计了兼容互操作

技术，为用户能在终端上接收多个信号提供了基础，

由此带来的便利性将保证全球用户利益的最大化。

冉承其说，多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北斗系统国际

化发展，积极务实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中，中美

将开展北斗新增全球信号兼容与互操作协调，并推

动增强系统及民航应用、民用服务与监测评估等领

域合作；中俄于 2016年 11月全面启动卫星导航监测

评估服务平台、北斗与格洛纳斯跨境运输车辆联合

应用示范、卫星导航芯片联合设计中心等 7 个合作

项目，目前正在推进星基增强系统、卫星导航领域教

育培训项目等新合作；中欧已完成北斗与伽利略系

统导航频段的首轮频率协调，协商建立了两系统兼

容与互操作等领域交流合作机制。此外，我国还积

极推动北斗系统进入国际民航、国际海事、移动通信

等国际组织相关标准，并广泛参与国际卫星导航组

织活动。

如今，中国北斗已敞开胸怀，等待世界的接纳。

既要做中国的北斗，也要做世界的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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