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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起“北斗”，你会想到什
么？

如果你和很多人一样，爱上网找
答案。那么，搜索引擎给你的首选答
案基本都是同一个：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

不过，这个问题若放到 20年前，无
论是彼时刚刚才有的搜索引擎还是大
百科全书，你得到的答案肯定迥然不
同。那时，“北斗”之名还只属于夜空中
排列成勺子状的 7颗星星，千百年来皆
是如此。

2000 年 10 月 31 日，随着北斗一号
首颗卫星的升空，数千年来人们赖以指
路的“北斗星”，被中国航天人以现代科
技全新定义。

2020 年 6 月 23 日，随着北斗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
功发射，“北斗指路”将从悠久的中国
传统文化演变成全人类共享的“中国
智造”。

北斗升空 20年，从“一颗星”到“满
天星”，这是一段恢弘磅礴的“中国星
座”建造史。

北斗升空 20年，从起步较晚到世界
领先，这是一段“踏平坎坷成大道”的中
国航天奋斗史。

二十载步履匆匆——

从北斗一号到全球

组网，“三步走”的每一步

都如期实现

此次第 55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标
志着北斗系统完成全球组网，也意味着
北斗系统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
目标将在2020年实现。

2020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早在北斗系统建设之初，中国航天人就
瞄准这个目标，制定路线图、时间表，提
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2000 年，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
中国提供服务；2012 年，建成北斗二
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
年，建成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供
服务。

卫星导航系统是航天科技高峰，也
是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1994年，我国
启动北斗一号工程，展开试验探索。当
年 3月，美国已完成GPS卫星星座布设；
次年，俄罗斯也完成了格洛纳斯导航卫
星全球组网。

起步较晚，意味着争分夺秒的追
赶。

这是一场步步为营的“接力赛”。

自北斗一号首颗卫星开启北斗升空之
路以来，北斗人循着“三步走”目标接力
奋斗，每一步都按照时间节点如期甚至
提前完成。

这是一场步履不停的“马拉松”。
20年间，44次卫星发射，北斗人跨越的
虽然只是“三步”，却书写出一段段争分
夺秒的北斗建造传奇。

背水一战写传奇——2007 年 4 月
14 日，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
2 天后，地面清晰接收到卫星信号。
那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导航频
率申请失效的最后期限已不到 4 个
小时。

雷电交加中问天——2011 年 7 月
27日凌晨，第 9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在
即，突然遭遇强雷暴天气。卫星发射不
怕下雨，就怕打雷。发射场抓住两次雷
暴间大约 10 分钟的间隙，果断点火发
射，如期完成了发射任务。

高密度发射组网——2018 年，北
斗三号系统一年内完成 10 箭 19 星发
射，创下世界卫星导航系统和我国同
一型号航天发射的新纪录。2019 年，
北斗系统建设又成功实施 7箭 10 星高
密度发射……

20年来，北斗人一次次将璀璨的北
斗卫星送上九天，也一次次将中国航天
精神标定在全新的高度。

二十载茁壮成长——

从北斗一号到北斗

三号，系统升级换代，能

力大幅提升

颗颗“北斗星”，三代成长路。从北
斗一号到北斗三号，系统升级换代不仅
体现在卫星数量上，更体现于能力提升。

服务范围越来越广。北斗一号系
统主要服务于国内，北斗二号系统可覆
盖亚太地区，北斗三号系统的服务范围
则覆盖全球。

定位精度越来越高。北斗一号系统
定位精度优于 20米；北斗二号系统定位
精度为 10米；北斗三号系统性能则更进
一步，定位精度可达到2.5米至5米水平。

短报文通信越来越强。北斗系统
从一诞生就身怀“短报文通信”的独门
绝技。与北斗二号相比，北斗三号服务
容量提升 10 倍，单次可发送 1200 个中
文字符甚至是图片。

除了这些明显的性能提升，还有很多
看不到的“进化”，也在北斗卫星身上发生。
——更强的“心脏”。原子钟是导航

卫星的“心脏”，是决定整个导航精度的核

心技术。北斗二号卫星搭载的铷原子钟可
以做到300万年只有1秒误差，北斗三号卫
星上的新一代高精度铷原子钟，不仅体积
更小、重量更轻，而且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更新的技术。北斗三号在全

球首创 Ka频段星间链路，所有北斗卫
星连成一个大网，卫星之间可以“通
话”、测距，不仅使卫星定位精度大幅提
高，而且破解了全球布站难题。
——更长的寿命。与北斗二号卫

星相比，北斗三号卫星设计寿命由 8年
提高到 10至 12 年。而且，卫星采用多
项新技术提高抗干扰能力，非计划中断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按照计划，到2035年，我国将以北斗
系统为核心，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
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这意味着，北斗的成长进化之路还将继续。

二十载星光熠熠——

从服务国内到造福

全球，建设不停步，服务

不停歇

今年，是北斗一号首颗卫星升空 20
周年。今年，也是北斗系统为人类提供

服务的第20个年头。
20年来，北斗系统边建设发展边提

供服务，实现了在区域快速形成服务能
力、逐步扩展为全球服务的发展路径，
丰富了世界卫星导航事业的发展模式。

这一成就来之不易。地球自转“日
行八万里”，导航卫星要为地面特定区域
提供连续稳定的导航服务，按照GPS、格
洛纳斯等采取的单一轨道星座构型，在
系统全球组网完成之前根本无法实现。

中国北斗不走寻常路。从北斗一号
系统采用“双星定位”解决我国卫星导航
有无问题，到北斗二号系统采用混合星座
构型，用 14颗卫星实现为亚太大部分地
区提供服务，再到北斗三号系统按“最简
系统、基本系统、全球系统”三步走的计划
组网……中国北斗人用别出心裁的智慧，
实现了 20年来北斗系统建设不停步、服
务不停歇，中国北斗始终星光熠熠。

这星光，为身处困境中的人们点亮
希望——

2008 年，汶川地震救援中，性能稳
定的北斗系统一度成为灾区唯一的对
外联络手段，建成仅 5年的北斗一号系
统通过了实战检验。此后，凭借着独特
的短报文与位置报告功能，北斗系统在
防灾减灾领域屡建奇功。

这星光，为各行各业创新发展赋予
能量——

在交通领域，北斗系统能为车辆
网、自动驾驶等技术提供关键支撑；在
农业领域，借助北斗系统，无人农机实
现了按既定路线毫厘不差自动作业；在
渔业领域，很多渔民因为渔船安装了北
斗终端在危急时刻得到救助……20年
来，“北斗+”加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也
带着人们加速走进新的未来。

这星光，照耀着一个新兴产业快速
成长——

北斗系统的应用促进了我国卫星
导航产业蓬勃发展。2013年，我国北斗
导航产业产值超过 100亿元；2018年，我
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
3400多亿元，其中 80%由北斗贡献。今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4000亿元。

这星光，既照亮中华大地也为世界
共享——

北斗系统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
大核心供应商之一。目前，精准农业、
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解决方案已在东
盟、南亚、东欧、非洲等地区成功应用。

未来，随着北斗全球系统建成，并面
向世界提供公共服务，北斗星光必将更
加璀璨，这张“中国名片”必将更加亮丽。

上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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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斗 升 空 二 十 年
—写在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收官发射成功之际

■■本报记者 王天益 安普忠 特约通讯员 赵金龙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
组网卫星发射成功，对地面运控系统工
作人员而言，真正的收官之战打响。”6
月 23日，带领团队收看完第 55颗北斗
导航卫星发射直播后，北斗三号地面运
控系统副总师赵金贤立即带领团队投
入到星地联调任务中。

这是赵金贤经历的第 55次星地联
调任务。从第一颗到第 55颗北斗导航
卫星上天，赵金贤陪伴北斗风雨同行。

1995年 7月，赵金贤以优异成绩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得知有一个刚
成立的单位搞“北斗”，便只身来到北
京。当时，北斗工程刚刚立项，团队成
员仅有 20 多人，他们只能住在一栋破
旧的招待所里。这给她浇了一盆冷水：
就这20多人，能干成多大的事儿？
“当年‘两弹一星’刚刚起步的时

候，条件还不如现在，最后不也成功了
吗？”一位老领导十分欣赏赵金贤的才
华，也看出她心中的困惑，一席话使她
心中那团险些熄灭的火焰再度燃起。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没有干不成

的事儿！”就这样，赵金贤向着“北斗”这
座科技高峰发起冲锋。

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初期，受频率和
链路资源限制，用户首次定位时间较
长。赵金贤带领团队迎难而上，一边召
集大家展开技术攻关，一边在机房里反
复推演信息模型、编排结构及纠错编
码，一次次试验验证信号收发格式，最
终攻克了难关。

此后，赵金贤越战越勇，带领团队
先后完成 10余项运控系统总体方案设
计论证，制订 30余个接口方案，解决技
术问题近 50个，为 2012 年前建成北斗

二号系统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她研
究制订的系统指标评价体系，保证了系
统服务性能评价的完整性；提出独有现
象单独判断、共有现象综合判断策略，
使卫星故障恢复时间大大缩短，为系统
保持99.98%可用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5年底，北斗三号地面试验支持
系统建设全面铺开，赵金贤带领团队以
“开局就决战、起跑就冲刺”的状态投入
战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金贤的母亲
摔伤住进医院，赵金贤心急如焚。没过
多久，便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
“决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整个工

程进度。”赵金贤化悲痛为力量，把全部
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在她的带领
下，团队出色完成了 100余项联调联试
任务和 20余项联试大纲、细则、总结报
告编写，发现并解决问题近 40个，为全
球运控系统方案设计提供了重要支撑。
“北斗系统全球组网的收官之战即

将结束，但服务全球的使命才刚刚开
始。后续我们将不断提升系统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努力为全人类提供更好的
服务。”赵金贤说。

北斗三号地面运控系统副总师赵金贤——

为全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
■史青霞 王 斌 本报记者 安普忠

“主发动机关机！第一次轨道控制
正常，结束！”6月 24日凌晨，伴随着清晰
洪亮的调度口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第
一指挥大厅再次迎来“牧星人”特有的庆
祝仪式：巨大的荧屏上亮起“大红屏”，一
行“热烈祝贺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
后一颗组网卫星第一次轨道控制圆满成
功”的金色大字在鲜红底色映衬下显得
格外醒目。

10多个小时前，我国北斗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飞向茫茫太

空。这是北斗三号系统的收官之战，也
是王鑫参加工作 20年来，第 25次护送北
斗卫星成功入轨。

2000 年 10 月 31 日，我国北斗一号
首颗卫星成功发射，让世人为之震惊，
也让刚刚毕业的王鑫立下航天报国的
远大志向：一定要熟练掌握“守护”北斗
的本领，为我们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保
驾护航！

从此，王鑫认真钻研卫星技术资料、
潜心学习测控系统业务知识，不到一年
时间就成长为北斗一号卫星在轨长期管
理技术负责人。3年后，王鑫从卫星长
期管理岗位上脱颖而出，转战到卫星测
控总体岗位。

从新人到技术专家，王鑫不知经历
过多少次突如其来的实战淬火。2007
年 2月 3日，北斗一号 04星刚刚发射入
轨就突发意外——太阳帆板在展开过程
中，下行信号突然消失。
“立即抢救！”建立初态、重新捕获、

变轨控制……王鑫带领团队连续展开
300余个遥控操作，应急处置 500余次，
发送遥控指令 11万余条……经过 2个多
月的全力抢救，终于牵引卫星逐步飞入

正轨。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当王鑫

长舒一口气回到家中，丈夫对她如是
说。那时候，王鑫刚刚怀孕不久。

在每名“牧星人”眼里，遨游太空的一
颗颗卫星同样是他们心中无限爱恋的孩
子，纵使千难万险，也要精心守护。

2015年，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
设正式提上日程。从区域导航到全球组
网，表面上看，只是多发几颗卫星的区
别，然而 3年 30星的空前发射密度、独特
的星座组网部署理念、全新的卫星平台、
更为复杂的通信体制……对王鑫的年轻
团队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北斗三号某颗卫星轨道控制过程
中，王鑫准确地发现了重大异常，并及时
组织团队进行处置，确保卫星顺利进入
工作轨道，为北斗系统如期完成全球组
网作出了重要贡献。
“按照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卫

星还要进行 4次轨道控制，才能在地球
同步轨道成功定点。”王鑫说，北斗系统
全球组网胜利在即，他们将精心呵护每
一颗卫星，为全球用户提供一流的高精
度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王鑫——

把卫星当成自己的孩子
■田 枝 吕炳宏 本报记者 安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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