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时事纵横 E-mail:jfjbsszh@163.com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侯磊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
指南。”

岁末年初，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建设再次传来好消息：北
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
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
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
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
球时代。

作为世界三大卫星导航系统
之一，遨游在地球轨道上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从北斗一号服务
国内到北斗二号提供区域服务，
再到北斗三号全球组网，源源不
断地为用户提供精准优质的服
务。巴基斯坦的港口管理，印度
尼西亚的土地规划，中俄的农业
自动化……放眼寰宇，从光耀亚
太，到泽被非欧，北斗以开放姿态
拥抱全球。
“复移小凳扶窗立，教识中天

北斗星。”提供全球服务，是北斗建
设的一大步，也是北斗发展的新起
点。正如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
办公室主任冉承其所言，今后，无
论你走到哪里，北斗将始终伴你左
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写在前面的话

“你们发射的北斗导航被习主席
点赞啦！”元旦前夕，习主席通过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
一九年新年贺词。听到习主席提到
“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
步”后，很多亲朋好友给我发来信
息。这其中，女儿的信息让我倍感欣
慰：“爸爸，您辛苦了！成功发射中国
北斗，我为您感到骄傲和自豪！”

2000年 10月 31日，我国首颗北
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从那时起，
我便与北斗结下深厚情谊。转眼十
多载，期间留下诸多难忘记忆。

2011 年 7 月 27 日凌晨，距发射
窗口还剩 2个半小时。骤然间，云团
在天空中涌动，越过山峰向场区上
空聚拢。很快，电闪雷鸣，暴雨倾
盆。直到发射前半小时，天气也未
见好转。

彼时的我，一直守在低温加注岗

位前端。莫名的焦虑涌上心头——
如果取消发射，加注的低温燃料就必
须泄回！此举风险很大，若遇上雷
电，可能发生爆炸。在指挥大厅里，
气象团队每隔 10分钟向指挥部预报
一次天气情况。每次，结果都让人揪
心：8公里范围内有强雷暴。

5时 30分——到了窗口时间，指
挥部要求气象团队给出 5点 35分至
45分间的会商结果。他们分析发现，
雷雨将出现一个短暂的间歇。抓住这
一“战机”，指挥部当即下达准备口令。

5时 44分 28秒，长三甲火箭喷出
烈焰，随后钻入稠密的云层。很快，
喜讯传来：第九颗北斗导航卫星准确
入轨。

指挥大厅里，掌声雷动，那是成
功者表达喜悦的最好方式。而这类
鲜为人知的故事，对北斗人来说早已
习以为常。此后，全体同志不辱使
命、不负众望，确保了北斗发射成功
率100%。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

追梦人。”100天连续实施 7次发射，3

箭 8星同时在场测试，3天进行 7次
姿态转换，14 小时连续执行两次发
射跟踪测量任务，平均每周卫星长管
时间 120个小时……2018年，我们成
功实施了 10箭 19星发射，创下世界
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新纪录。

伴随着北斗的发展，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测试发射能力也同步提升：建
成自主可控指显系统、智能光网系统
和风云四号地面接收系统，形成稳定

“零窗口”发射能力，具备发射所有长
征系列液体火箭能力……回首一个
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为自己能参与
其中感到自豪。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新的
一年，我和同事们将以坚如磐石的信
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
力，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新的北斗荣
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王玉磊、记者韩阜业整理）

逐梦路上，我与北斗结缘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某分系统指挥员 陈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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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浩瀚，星汉

灿烂，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们不懈探索，总有一

种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中国北斗蹚出了一

条独特的自主创新之路，在世界导航领域书写了

一段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北斗三号工程副总

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

设计师谢军，已参与北斗工程建设16年。回顾

北斗成长壮大的历程，他感慨地说：“要打造世界

一流工程、实现航天强国梦，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化缘化不来核心技

术，仿制打造不出国之利器。中国要发展，最终

要靠自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两弹一星”

到蛟龙下海，从载人航天到嫦娥探月，从月球探

测到北斗导航……正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才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可以

说，我国航天发展史就是一部自主创新史，核心

技术完全靠自己研发。今天我们说“要靠自己”，

是基于数十年志在必得、永不放弃的孜孜以求，

是一代又一代人聚沙成塔的厚积薄发。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新时代新征程，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依

然是我们不懈追求的梦想。经过一代代人的接

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

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提振了深

厚博大的民族精神。站在新起点上，面对复杂的

国际竞争态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

扬民族精神、加大气力创新发展。

苟日新，日日新。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

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就必须培养造就一支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队伍。科技发展史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

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

占据优势。当前，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虽

然不断壮大，但仍显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

才匮乏。扭转这一情况，不但需要科技工作者

弘扬科学精神、鼓舞奋斗豪情，敢于走别人没

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而且需

要厚植创新的沃土，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科

研攻关松绑、助力，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

局面。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追梦人的舞

台。只要我们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在科技强国的征途

上，让我们勇做自主创新的追梦人，勇执核心

科技的长缨，在时代的舞台上书写更为精彩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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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2018 年 12月 19日凌晨，随着两
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我国成功完
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

目睹火箭腾飞的震撼一瞬，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眼
角湿润了。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决策启动北斗一号工

程。转眼，北斗人的“补天之梦”走
过了 24年。“起步之初，我国在卫星
导航领域的技术储配是相当薄弱
的。”杨长风说。

后来者居上，这是中国北斗的
特有气质。
“北斗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

把通信和导航很好融合起来的系
统。”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冉承其表示，从实施北斗系统
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依靠自
己的科技人员来解决核心技术产
品。如今，北斗已练就属于自己的
“独门绝技”。他以北斗的短报文通
信为例说，用户可以通过北斗终端
发送信息和定位，从而实现双向通
信，这是世界其他导航系统所不具

备的。据介绍，在 2008 年汶川特大
地震救援中，北斗的短报文通信为
抢险救灾提供了有力保障。

按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三步
走”发展计划，北斗三号全球组网于
2017 年 11 月拉开帷幕。仅 1 年时
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先后圆满
完成 10 多次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
务，组网发射最短间隔仅 17天，创造
了北斗组网发射史上高密度、高成
功率的纪录。
“北斗三号卫星配置了更高精

度的氢原子钟，实现了星载时频无
缝切换功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助
理、北斗三号卫星总指挥李国通说，
作为导航卫星的“心脏”，原子钟直

接影响其定位、测速和授时精度。
据介绍，北斗三号的星载氢原子

钟相当稳定，每天时钟误差小于 0.5
纳秒，累计 600万年误差才 1秒，使导
航系统的时频精度提高了一个量
级。同时，原子钟可以连续无缝、不
间断工作，使北斗系统运行更稳定。
除此之外，北斗三号卫星集成度更
高、扩展性更强，拥有全球首创的在
轨赋能自主运行技术，可以不依赖地
面，实现卫星在天上自主定位。
“2012年，北斗系统面向亚太区

域提供服务；6年后，北斗系统面向全
球开启服务。”冉承其表示，目前，北
斗系统在轨卫星和地面系统工作稳
定，经全球范围测试评估，系统性能
满足预期，具备全球服务能力。

性能优异
自主可控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中科院
院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首任总
设计师孙家栋，曾提出这样的北斗应
用格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
月，北斗导航芯片总销售量突破7000
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产品分别占

国内30%和90%的市场份额。
如今，一颗 1厘米见方的芯片安

装在共享单车里，人们就能很方便地
搜寻到附近单车，并规划骑行路线。
“北斗技术已跳出单一导航技

术的范畴，成为一项平民化、日常化
的高精尖技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会长于贤成介绍，北斗早已来
到公众身边，为人们提供便捷的生
活服务。据介绍，在民用领域，北斗
“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取得重大
进展，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已为 300
多座城市的多种行业应用提供北斗
精准服务。比如，北京燃气集团已
在超过 2万公里的管线、数万个调压
站、闸井等燃气管理的全产业链应

用了北斗，全市燃气泄漏主动发现
率提高到90%。

除此之外，北斗还在城镇供热、
电力电网、供水排水、智慧交通等民
生领域实现跨界融合，从根本上提
升了城市运行管理信息化能力，为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带来
技术创新和突破。

同时，我国交通运输、海洋渔业
等领域的北斗应用也不断走实。冉
承其介绍，全国已有 617万辆道路运
营车辆、3.56 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
36个中心城市 8万辆公交车，3230座
内河导航设施，2960 座海上导航设
施，使用北斗系统。

随着北斗在国家安全等一些重

要领域的标配化使用、在大众消费
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北斗+”融合应
用催生了经济新模式。目前，我国
相关企业已达 1.4万家，从业人员超
过 50万，形成珠三角、京津冀、长三
角、鄂豫湘、川陕渝五大产业区；卫
星导航专利申请总量累计达 5.4 万
件，跃居全球第一。

新技术，同样带来大规模的市
场效益。数据显示，仅 2017年，国内
卫星导航产业产值就达 2550 亿元。
其中，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贡献率
达 80%。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卫星
导航产业规模将超过 4000 亿元，北
斗将拉动 2400-3200 亿元规模的市
场份额。

科技创新
服务你我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
展览”，每天吸引着数万观众前来参
观。其中，展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模型吸引大批观众驻足。
“北斗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

杨长风认为，作为改革开放 40 年
来取得的重要科技成就之一，北
斗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
亮丽“名片”。事实上，从建设之
初，北斗就秉持着开放合作的理
念融入世界。北斗二号建成后，
即 公 开 向 亚 太 地 区 提 供 免 费 服
务。如今，北斗已加入国际民航、
国际海事、3GPP 移动通信三大国
际组织，还将为全球提供免费搜
索救援服务。

在印度尼西亚，利用基于北斗
的高精度GNSS接收机 1046台，开展
土地确权项目；在科威特，北斗系统
应用于国家银行总部 300 米高摩天
大楼建设；在柬埔寨，基于北斗/
GNSS的无人机在综合规划、国土整

治监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
监控领域得以应用……

开放的北斗，与世界携手共
赢。在北斗三号系统开通全球服务
前，北斗二号系统亚太区域服务应
用产品就已进入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截至去年 12月，北斗系统在轨
工作卫星共 33颗，包含 15颗北斗二
号卫星和 18颗北斗三号卫星。2019
至 2020年，我国还将发射 11颗北斗
三号卫星和 1颗北斗二号卫星，在巩
固亚太区域服务同时，还将进一步
提升全球服务性能。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北斗的利
好消息纷至沓来：中俄卫星导航合
作项委会成立；中美、中欧卫星导航
合作工作组成立；中俄卫星导航联

合监测平台开通；中国与南亚、中
亚、东盟、阿盟、非洲国家和组织建
立合作机制……据介绍，根据计划，
我国将于 2020年全面完成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建设，2035 年将建成以北
斗系统为核心的，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
体系。

北斗翱翔星空，服务惠及全球。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北斗

系统建设成果，北斗将以更强的功
能、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
类。”冉承其说。北斗三号形成全球
覆盖能力后，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高精度、全天候、全天时的导航、定
位、授时服务，必将以更加完美的姿
态走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走向世界
开放合作

陈复忠在北斗三号发射任务工作现场。 童万富摄

翱翔星空 惠及全球
—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