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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大地在颤抖。

2020 年 6 月 23 日上午，西昌卫星

发 射 中 心 ，长 征 运 载 火 箭 托 举 着 第

55 颗 北 斗 导 航 卫 星 腾 空 而 起 ，奔 向

太空。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最

后一次发射。中国科研人员用 26 年的

时间，独立建造出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

从 2000 年 10 月 第 一 颗 北 斗 一 号

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到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完成部署，中国先

后将 4 颗北斗试验卫星，55 颗北斗二

号、三号组网卫星送入太空，完成了全

球组网。

浩瀚星空，北斗闪耀。经过一代

代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接 续 奋 斗 ，形 成 了

“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

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中国人的大厦，不
能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

一个年迈的老人钻到卫星下，拿起

手电筒，沿着光束投射的方向，双目炯炯，

眉头紧锁，反复地检查着。

这是北斗团队工作人员在 2007 年

无意拍下的一段视频。视频中头发花

白的老人，是当时已经 70多岁的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

那一天，北斗卫星发射在即。孙

家栋院士听说卫星的一个部位发生故

障隐患，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隐患

很快被发现，是火箭在运输过程中，受

到了一点碰撞。

虚惊一场。孙家栋院士的举动却

深深烙印在现场工作人员心中。“航天

事业无小事，任何航天人遇到这样的

情况，都会这样做的。”孙家栋后来回

忆说。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孙家栋

院士小心翼翼的背后，是中国北斗一

路走来自主攻关的艰难，是科研人员

对北斗这样大国重器的珍视、对祖国

航天事业发展深深的使命感。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等不来的。2005 年，北斗二号卫星研

制生产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当时，供

卫星使用的国产铷原子钟，依然与实

际需要存在差距。

星载原子钟，为导航卫星提供时间

频率基准，是“心脏”般重要的核心部

件。它是决定卫星定位和授时精度的

基础。

2005 年 5 月的最后一天，北斗二号

工程团队下定决心：首颗卫星携带的 4

台铷原子钟，全部用国产。

艰难超乎想象。此刻的科研实验

室，就是一个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通常，铷原子钟这类需要复杂测

算的部件，都是用仿真计算机来完成

的。没有设计图，星载原子钟奠基人、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主

任 梅 刚 华 ，只 能 根 据 原 理 一 点 点 摸

索。最终，在 2006 年，梅刚华团队研制

出了新一代星载铷原子钟正样产品，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2006 年 9 月，“实践八号”育种卫星

携带着约 215 公斤的种子进入太空，当

时，人们并不知道，这里面还搭载着一

台 国 产 铷 原 子 钟 。 在 宇 宙 空 间 环 境

下，这台原子钟连续工作 13 天，数据测

试一切正常。

成功了！我们拥有了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星载原子钟。

解决了原子钟问题，等于“搬”掉

了中国北斗系统建设最大障碍之一。

2007年 4月 14日 4时 11分，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首颗北斗二号卫星发射升

空，比预定计划整整提前了半年多。

此后，北斗的“中国速度”令世界

惊叹——

2009 年 4 月 15 日，我国第 2 颗北斗

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2010 年，我国第 3、4、5、6、7 颗北斗

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中国以百分

百的成功率在 32 个月中发射了 30 颗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和 2 颗北斗二号备

份星，以月均 1 颗星的速度，创造了世

界导航卫星组网发射的新纪录……

“中国原子钟的精度，现在大概达

到三百万年差一秒的水平，比美国的

GPS 要好，比欧盟的伽利略也好，跃上

了国际公认的台阶。”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说。

去年夏天，得知中国北斗全球组

网成功，联合国外空司在祝贺信中这

样评价，“只有对太空秉持着长期并持

久的承诺，这个结果才可能实现。”

这一年，距离陈芳允院士首次提出

的“双星定位”构想已经过去了 37年，距

离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已经过去了 26年。

今天的北斗三号，继承并发展了

北斗特色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全部配

备国产高精度星载原子钟，核心器部

件百分百自主可控，卫星寿命 10 年以

上，定位精度小于 10 米，授时精度优

于 20 纳秒，可以为全球提供定位、导

航、授时、国际化搜救等多样化服务。

“中国人的大厦不能建在别人的

地 基 上 。 像 北 斗 这 么 重 要 的 国 之 重

器，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没有话语

权。”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

林宝军说。

北斗定位了物理上
的方位，也标定了北斗人
青春的航向

端起一杯刚刚冲泡好的咖啡，陈

雷的工作还在继续。

2020 年 7 月 31 日晚，长沙，国防科

技大学。33 岁的北斗科研团队青年骨

干陈雷仍像往常一样，一头扎在实验

室里，解决发现的问题。

这天的他，心情有些不同。

就在这天上午，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从这一天起，中国北

斗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从高中毕业迈进国防科技大学校

门到现在，回望走过的路，陈雷发现，

和北斗团队的一个个前辈一样，自己

创造力最旺盛的青春岁月，完全与北

斗的发展历程叠印在一起。

陈雷的老师王飞雪，在 24岁时加入

北斗攻关。上世纪 90年代，世界导航定

位领域风起云涌。北斗系统建设被“信

号快速捕获”这一瓶颈问题卡住近10年。

一次调研中，还在读博士的王飞雪

了解到此事，心情非常沉重。他做了一

个重要的决定——和另外几位同学一

起，主动请缨，决心攻克这一技术难题。

“这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战略的重大科研项目，岂是儿戏？”“这

个 难 题 别 人 耗 费 10 年 功 夫 也 没 有 攻

克，几个年轻人能行？”……各种质疑

声不绝于耳。

在外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质疑

声中，王飞雪和同学们开始了他们的

征程。

一台计算机、四万元经费、十平方

米仓库——这是当时他们初入战场的

全 部 家 当 。 可“ 王 飞 雪 们 ”不 觉 得 辛

苦。那时的他们，年少的胸腔里，满怀

梦想与激情。

“这个愿望强烈到你走路也想，吃

饭也想，睡觉也想。强烈到就好像你把

手腕割开，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愿

望。这种状态，是最具创造力的时候。”

如今已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

导航中心教授的王飞雪回忆，那个时候，

他们常常攻关到深夜，天不知不觉就亮

了，问题的解决也出现了“曙光”。

3 年后，王飞雪和团队成功研制出

北 斗 一 号 全 数 字 快 捕 和 信 号 接 收 系

统。这套系统不间断稳定运行 12 年才

光荣退役，成为北斗系统建设过程中

的创新标杆。

北斗定位了物理上的方位，也标

定了北斗人青春的航向。

仰望着前辈们的足迹，如今，更多

的年轻科研工作者，正源源不断加入

到 北 斗 团 队 。“ 做 北 斗 这 个 事 情 太 酷

了，让我们玩出一点卓越，玩出一点优

秀出来。”一位新加入北斗团队的年轻

人这样说。

时空转换，新面孔渐渐成为主力

军。曾经的年轻人——60 后、70 后们，

已渐生华发；如今，国防科大这支以 80

后、90 后为主体的北斗团队，平均年龄

不到 35 岁。与前辈们相同的是，每一

个与北斗相伴的科研工作者，几乎都

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交付给理想，铸

造国之重器。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

暨开通仪式举行这天，91 岁的原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

士也来到现场。坐在轮椅上，他见证

着 这 个 光 荣 的 、期 盼 了 很 久 的 时 刻 。

而围在他身旁的，是年轻一代的中国

航天人。

这群年轻人，将让中国北斗始终

保持“年轻状态”。

“我们有一个北斗梦，
是怎么实现北斗世界一
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驾驶舱里，渔民朱成国仔细擦拭

着北斗船载终端。

“茫茫大海，船行到哪里，要到哪

去，全要通过渔船上携带的北斗去定

位。”朱成国说。

去年 9 月，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

港古城码头。1200多艘渔船整装待发，

渔民们即将迎来全面开渔的喜庆日子。

朱成国再三确认，船上的北斗船

载 信 息 终 端 系 统 运 转 正 常 。 关 键 时

候，它能救船、救险、救命，“可以说，北

斗系统是我们象山渔民的‘护身符’”。

渔船事故时有发生却施救困难，海

洋捕捞业被称为“高危行业”。渔船遇险

时往往无法与岸上取得联系，不能给出

所处的精确位置，给救助带来重重困难，

究其原因，还是渔船通信装备落后。

渔 民 朱 成 国 口 中 的“ 护 身 符 ”功

能 ，源 于 北 斗 的 独 特 优 势 —— 短 报

文。中国北斗，拥有其他导航系统没

有的这一功能，让北斗用户既能定位

又能向外发送短信。

去年，台风“黑格比”来袭。借助

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朱成国所在象

山县提前召回全部外出作业的船只。

“海上联络中，所有通讯手段都失

效，好在我们有北斗！”朱成国说，凭

借着北斗，可以随时向家人报告平安

的消息。

如今，仅在渔业领域，基于北斗卫

星已累计救援 10000 多人次。

国之大器，利国惠民。2020 年初，

新冠疫情爆发。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建设伊始，北斗高精度定位设备火速

驰援, 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无人设

备，确保工地大部分放线测量一次完

成，即使在复杂场地也能实现高精度

定位、精确标绘，为两座医院迅速施工

争取了宝贵时间。

“我们有一个北斗梦，是怎么实现

北斗世界一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

风说。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

建成并投入服务，不是“问天”征程的结

束，而是新“天路”的开始。今年 9 月 16

日，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

长沙开幕。国防科大北斗团队讲师陈

雷又一次见证了北斗的高光时刻。

“北斗服务世界，应用赋能未来。

不断拓展北斗的应用场景，更好地服

务中国，服务世界。这是我国北斗导

航系统又一个新的里程碑。”陈雷说。

探索永无止境。面向未来，深化北

斗系统应用面临广阔前景和全新挑战，

建设更加完善的北斗综合定位导航授

时体系等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中国北斗闪耀浩瀚星空！向着星

空、向着深海，我国下一代卫星导航系

统发展蓝图已经绘就，中国北斗人还

将继续为推动北斗成为世界上领先的

卫星导航系统而不懈奋斗！

上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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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习近平

2007 年 4 月，在突破关键技术封

锁后，北斗二号终于被运到了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

此刻，所有北斗人静静等待着发

射。然而，在第三次发射检查时，技

术人员发现卫星中的应答机信号异

常，发生故障。

应答机是连接天上和地下的关

键部件，如果损坏，地面将很有可能

接收不到信号……

在此之前，我国向国际电联申报

频率资源和轨道位置。按照国际电

联的规则，必须要在获得批准后的 7

年内，将卫星发射升空。

应答机发生故障这天，距离国际

电 联 规 定 的 发 射 期 限 仅 剩 下 3 天 。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

长风急了。3 天，能解决故障吗？

背水一战，只能一搏。在六七十

米的发射塔架上面，工作人员小心翼

翼地打开火箭整流罩，打开卫星的舱

板，拿出应答机。当时发射场没有检

测故障的条件，解决故障必须要前往

外地的生产单位。

为了防止应答机震动受损，科研

人员像抱着孩子一样，将应答机抱在

怀里。

抱紧应答机，坐着汽车，颠簸了

5 个 多 小 时 后 ，他 们 赶 到 了 生 产 单

位。此后 72 小时，杨长风几乎没有

合眼。幸运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试

验，最终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了，应答

机修好了。

2007 年 4 月 14 号 4 时 11 分，随着

一声点火发射，万众期待中，北斗二

号卫星成功发射。

3 天后，一个大操场上，十几个

用户接收机摆成一线，等待着一个信

号。晚上 8:00，十几个接收机同时接

到了同一个信号。

人群沸腾了！大家呼喊着，跳跃

着，抱成一团，祝贺这个胜利。

回 忆 起 当 时 ，杨 长 风 仍 难 掩 激

动，“我们胜利了。”

今年 7 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精

彩亮相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走

进展览馆，人们通过展板，了解北斗

系统建设光辉历程，为北斗应用的广

阔前景感到自豪。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

的北斗。凝视展板，当参观者分享北

斗故事时，一定会提起那个应答机。

人们会记得，北斗人付出千辛万苦，

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人们会记得，那

一天，科研人员抱紧的不只是应答

机，也是中国北斗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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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