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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首场“委员通道”开启。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
师杨长风，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是北斗全球系统建设的收官
之年。杨长风介绍说，北斗全球系统最
后一颗组网卫星已运抵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计划6月择机发射。

杨长风还透露，在中国入网的智能
手机里面，已经有 70%以上的手机提供
了北斗服务。

70%！这个数字在互联网上广泛传
播，并引发无数人感叹：“高大上”的北斗
导航，已经不知不觉“飞入寻常百姓家”。

天上北斗，近在身边。如果仔细留
意，其实不难发现，天上的北斗不仅与
手机相连，我们日常生活很多地方都有
它相伴。

自 2000年我国发射第一颗北斗导
航试验卫星以来，历经 20年建设发展，
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国计民生各
个领域。

未来，随着北斗全球系统建成，“中
国北斗”将进一步造福全球，也将更加
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

从无人耕作到助力抗疫——

赋能各行各业

4 月 30日，我国“2020 珠峰高程测
量”正式启动。在首次精确测定并公布
珠峰高程 45年后，中国人将再次为世
界第一高峰测量“身高”。

不同以往的是，此次测量，中国北
斗导航系统将首次上阵，帮助科考人员
测量珠峰精确高程。

这不是北斗在测绘领域第一次引起
人们关注。前不久，北斗系统助力抗疫，
为建设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提
供精确标绘，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北斗而改变的不只是地理测
绘。近年来，北斗系统已在各行各业得
到广泛应用，并为传统行业注入了全新
的发展动能。

交通出行——借助北斗，江西、湖
南等省对高速公路沿途实时车流、气象
情况、每个车辆的位置及基础设施状况
实现全景监控；山东省潍坊市打造智慧
数字泊车项目，破解市民出行泊车管理
难题……北斗让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
越方便快捷。

农业生产——在内蒙古巴彦淖
尔，采用北斗系统定位功能的无人驾
驶导航播种机，能实现每千米播种作
业偏差不超过 2厘米，每天可完成 100
亩的播种工作量。精准科学的种植方
式可以使土地利用率提高 10%，增产达
到 15%以上。

环境保护——江苏省如皋市建成
首套智能北斗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
实现了对辖区港内作业船舶污水收集、
排放实时在线监控。武汉市建立基于
北斗的医疗废物监管平台，实现了疫情
期间对医疗废物实时监管。

防灾减灾——在湖南省宁乡市煤
炭坝镇，一处地面发生塌陷前，附近的
群众和企业及时安全搬离，基于北斗的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功不可没。在
山东泰山景区，森林防火实现了火灾扑
救全程智能化、可视化，北斗系统的定
位和短报文功能提供了重要支撑。

……
5月 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发布了《2020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作
为我国面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
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在诸多领域正迈向
“标配化”发展新阶段。

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

从共享单车到无人驾驶——

点亮百姓生活

对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个环节。人们生产生活的各项
活动要协调同步，必须有统一的时间
基准。

跟谁对表？广播时代，人们给手表
上好发条，等待整点报时那长长的“嘀”
声；有了电视后，人们紧张注视着屏幕
右上角跳动的时间数字。

如今，进入卫星导航时代，戴上一
块北斗手表，你可以时刻与天上的北斗
卫星对表，而且时间误差可以控制在千
万分之五秒。

即使你没有这样一块手表，北斗
依然在默默地帮你“对表”。在电力
网络中，北斗授时确保了大量自动化
装置精准运行，从而源源不断地将电
能输送到千家万户；在金融领域，北
斗授时可以确保你的每一笔转账汇
款都安全有效……

无论你留意与否，北斗其实都已悄
悄来到我们普通人身边，服务于百姓日
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骑过一辆共
享单车，太空中的北斗可能正密切关注
着你有没有“停车入栏”。借助北斗构
建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有望彻底终
结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如果你认识常年出海的渔民，他们
一定会告诉你，北斗的短报文功能已成
为大家闯海的“守护神”。我国已有 7
万多艘渔船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上
万人因此在危急时刻得到及时救助。

如果你在江西南昌驾车驶上高
速，通过收费站时，你可能再也不用
减速。新的公路自由流收费模式，可
以结合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绘制车
辆行驶轨迹，自动计算、结算高速公
路里程费率，从而实现通行效率更
高、收费更加精准……

今天，北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
用，有太多类似的“如果”可以列举，还
有更多的“如果”正在路上。

正如 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系统
正式提供区域服务时，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所说：“应用
只受人们想象力的限制，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从车联网到物联网，从

智能港口到聪明钻机——

开启无限可能

2019年年底，京张高铁建成通车。
这条以 350 公里时速跨越长城内外的
世界首条智能高铁，因为采用了自动驾
驶技术而被称作“最聪明的高铁”。

点亮高铁“智慧树”，有赖于北斗的
熠熠星光。仅举一列：依靠北斗的精准
定位，列车从时速 350公里一次制动到
停车，最后停准的误差能控制在10厘米
之内。

北斗+高铁，两张亮丽的“中国名
片”结合到一起，为我们描绘出了全新
的未来交通出行图景。随着北斗系统
进入越来越多领域，一个个“北斗+”正
带着我们加速走向未来。

北斗+港口——深圳妈湾港区80辆
集装箱卡车在北斗系统的有力支撑下，实
现了全路程、全天候、全场区不间断连续
准确定位，未来的智能化港口初现雏形。

北斗+钻探——基于北斗系统的
北斗钻孔作业监控系统在新疆托克逊
黑山圣雄矿区投入使用。更加聪明的
钻机，让沿袭百年的传统矿业生产向着
数字化、智能化大跨步迈进。

北斗+5G——北斗系统和 5G具有
天然的渊源关系。北斗和 5G的融合，
将会在智慧城市、智慧制造、智慧家庭、
智慧农业等未来的新技术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未来世界，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准确感知事物处于“何

时”“何地”是前提。能为全球用户提
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
和授时服务的北斗导航系统，正是解答
这一问题的最佳工具。

随着北斗全球系统的建成，一个无
限可能的新未来也将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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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嘹亮的汽笛，划破了江畔清晨
的宁静。白色的万吨巨轮上，一个个巨
大抛物面天线和球形雷达，如同凝望苍
穹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

5月 20日，我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
量船远望 6号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码头，奔赴太平洋，执行远望号船队的第
199次海上测控任务。

每一次，远望号船队开启追星揽箭
的海上测控之旅时，总会拉响汽笛。

声声汽笛，穿越 40年时空，回响海
天之间——

1980年，也是 5月，第一代航天远洋
测量船远望 1号和远望 2号，拉响远征大
洋的第一声汽笛，成功完成中国第一枚
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的测量任务。
“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

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
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
国的伟大梦想。”

这是习主席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
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对航天工作者
的殷切期望，也是远望人追星揽箭的动
力源泉。

40 年间，远望号船队驰骋浩瀚大
洋，遥望璀璨星空，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
想镌刻在星辰大海上。

为了仰望太空，必须

征服大海

大连海滨，惊涛拍岸，一块石碑上镌
刻着一首50多年前写就的七律。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

龙。”1965年，叶剑英元帅创作了这首题
为《望远》的七律。后来，毛泽东主席欣
然挥毫手书，将诗题改为《远望》。

和“长征”系列火箭、“东风”系列导
弹一样，中国的远洋测量船被赋予了一
个有着特殊时代意义的名字。那时的人
们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中国会拥有一
支以“远望”命名的航天远洋测量船队。
而这支船队的航迹，伴随着中国崛起、民
族复兴的航程，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
忆。

远洋测量船，相当于把占地几平方
公里的测量基地塞进一艘船里，是典型
的“巨系统工程”。面对重重困难，举国
上下，几十万人开展大协作，历尽千辛万
苦，建造属于自己的远洋测量船。直到
1977年，我国第一代两万吨级远洋测量
船才建成下水。

1980年 5月 18日，我国第一枚远程
运载火箭，从西北戈壁深处腾空而起。
此刻，已经静候在南太平洋某海域的远
望 1号、远望 2号测量船，准时收到火箭
起飞时间和关机点数据，精准计算并预
报出落点。

在这项任务中，远望号协助开创了
中国航天的新纪元，实现了中国海上测
量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远望
号船队不断升级，从 40年前的第一代测
量船，发展到现在的第三代航天远洋测
量船。人们把这 7 艘远望号船统称为
“远望家族”的“远望七子”。

远望号船素有“海上科学城”之称。
这是因为除了一般船舶配备的导航设备
外，它还拥有卫星导航设备、雷达跟踪系
统和多种精密测量系统。

目前，远望 1号、2号、4号已经停航
“退役”，远望 3号、5号、6号、7号是船队
主力。最新入列的远望 7号集当今船舶

建造、航天测控、航海气象、船舶动力等
领域最新的技术于一身。未来，远望号
船队的综合性能会更优，试验能力会更
强，使用效益会更高。

为了仰望太空，必须征服大海。为
航天测控而生的远望号，能连续跟踪飞
行中的火箭、卫星、飞船，同时链接海天
通信，接收、中转、记录相关数据，从而保
证航天任务的精准测控。

中国航天之路有多

远，远望号就要走多远

5月 8日，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
船返回舱成功着陆，举世瞩目。

那一刻，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天上时，
远望号船队正默默在大洋之上执行测控
任务。

40 载风雨历程。没有一支船队可
以像远望号船队那样，始终追随着中国
航天的脚步劈波斩浪。

不论中国的航天器飞多远，远望号
船队都会在海天之间为它守望。

如果将远望号船队这 40 年的航迹
标绘在世界地图上，你会发现，随着时间
推移，这些线条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驶
过的距离越来越远。

中国航天之路有多远，远望号船队
就要走多远。

东方红二号卫星 7次飞向天际，远
望号船队的遥测距离也从最初的四千公
里提高到了四万公里。

1999 年 11 月，载人航天器神舟一
号发射时，4艘远望号测量船在大洋接
力护送飞船 21 个小时，实现了从卫星
测控到载人航天器测控通信的跨越。
从此，远望号船队和航天飞船结下“友
谊”。

从 2007年开始，远望号船队攻克大
偏心率轨道定轨、地月转移和环月轨道
预报等关键技术，为“嫦娥”飞天护航。
这一次，远望号船队从地球轨道“望”到
了月球轨道。

2010年，远望五号船首次采用非相
干扩频模式，圆满完成“一箭多星”测控
任务。从单目标测控到多目标测控，远
望号船队“望”到了“满天星”。

今年，北斗组网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火星探测工程按节点推进、载人航天空
间站工程大幕开启……中国航天迎接一
次次挑战，远望号船队也将面临一项项
大考。

40年来，远望号船队圆满完成了全
部 11次神舟飞船海上测控任务，54次北
斗导航卫星以及包括嫦娥系列、风云系
列等卫星、航天器的多次海上测控任务，
并完成东方红二号甲卫星应急测控、天
宫一号应急跟踪等 10余次卫星海上应
急测控任务。

远望号船队用海上测控成功率
100%的成绩，写就了属于一个时代的
“远望”传奇。

远望人的坐标，永远

在大洋上

时间回溯到 40年前那个 5月，远望
1号和远望 2号起锚赴南太平洋之际，张
爱萍将军以一首《诉衷情》为船队送行。
“良辰到，驾飞舟，远洋游。乘风破

浪，天涯追踪，誉满神州。”张爱萍将军深
知这次任务的特殊，也深知远望号从无
到有多么不易。

后来，这群常年与大海相伴的特殊
航天人把这首《诉衷情》谱成歌曲，历经

40年传唱至今。
40年来，远望号船队的任务海域越

来越广，从沿海延伸到了世界三大洋，航
渡时间越来越长，任务频度越来越高。
2016 年 1 月，远望 5号船连续海上作业
156天后，安全驶入长江入海口，刷新了
远望号单船一次出航时间最长的历史纪
录。

达，远所未至；望，前所未知。
如今，海上测控渗透在航天事业毛

细血管的每一个角落——载人航天的
“神舟”，赴约广寒宫的“嫦娥”，翩然落月
背 的“ 玉 兔 ”，即 将 奔 赴 火 星 的“ 天
问”……

从甲板望出去，阳光下的海面宛若
一块流动的翡翠。这一幕那么美丽，但
对于船上长时间漂泊的“远望人”而言，
这一幕又显得异常孤独。

在海上执行任务时，远望 5号船员
钱政浩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北斗”。还
有不少远望人的孩子名叫海月、梦星、望
星、远航……

此刻，30 岁的通信系统助理工程
师张玉朋，正随远望 7 号船出征太平
洋。30年前，他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倒
在了远望 2 号的工作岗位上。两代人
接续奋斗，这何尝不是远望人的初心
与衷情？

一代又一代远望人前赴后继，把人
生坐标锚定在大洋上。无论是狂风骤雨
的险情，还是枯燥孤单的漂泊，都无法动
摇远望人那颗守望家国、追梦星辰大海
的心。

版式设计：欧冠豪、吕欣彤

下图：正在海上执行测控任务的远

望7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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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系统星座示意图。 北斗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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