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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胡喆 张汨汨

6月 23日上午，大凉山腹地的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

“10，9，8……3，2，1，点火！”

9时 43分，伴着山呼海啸般的巨
响，腾空而起的长征火箭底部拖曳着
耀眼的白色尾焰，托举着北斗三号最
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飞向太空。约 30

分钟后，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
此，我国提前半年完成北斗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
地球中圆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种不
同轨道的卫星组成， 包括 24颗地球
中圆轨道卫星，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和 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这些北斗“吉星”高高地驻守在
距离地球 36000公里的天疆，照耀着
这片蓝色星球，并为北斗导航系统的
技术指标提升提供增强服务。

创新之星
突破让联通更轻松
创新，是北斗导航卫星与生俱来

的基因。 而有源定位和短报文通信，

则是中国北斗系统的创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

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刘天雄介绍，利用无
线电测定技术，通过两颗“吉星”联手，

不仅能回答用户“我在哪”，还能告诉关
注着用户行踪的相关方“你在哪”，在搜
救、渔业等领域被广泛使用，是保障民
生安全的“千里眼”。

“此外，北斗三号的短报文通信能
力显著提升， 信息发送能力从一次 120

个汉字提升到一次 1200个汉字，遇到突
发情况时无需字斟句酌， 足以将情节一
次性说清楚，还可发送图片等信息，可以
说就像‘空间微信’一样。”刘天雄说。

长寿之星
卫星设计寿命达 12年

“北斗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国的
北斗，世界的北斗，中国发展卫星导航
技术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
为全人类提供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
基础设施，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十分
重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
号卫星总指挥迟军说。

就像停水停电影响生活一样，卫星
导航一旦中断， 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对卫星导航的
可靠性、连续性提出了苛刻的设计要求。

迟军介绍，为了提高卫星在轨服务
的可靠性，北斗三号卫星采取了多项可
靠性措施， 使卫星的设计寿命达到 12

年，达到国际导航卫星的先进水平。

自主之星
坚定不移走国产化道路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 买不来、

讨不来的。

从北斗一号解决有无问题，到北斗
二号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了以导航
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
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再到北斗三号一
马当先， 更是走出自主创新的北斗之
路。

卫星研制团队率先提出国际上首
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
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
案，填补了国内空白。拥有了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技术，北斗导航卫星单机和
关键元器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 中国
的北斗可以自豪向世界宣布：“我们是
世界的北斗，更是一流的北斗！”

日臻完善的中国北斗， 正在加速
“融入世界”。事实上，北斗已开始向上百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用户
数量达到“亿级以上”水平。巴基斯坦的
交通运输、港口管理，缅甸的土地规划、

河运监管……北斗还分别与沙特、阿联
酋、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制
定推进措施。 中国胸怀和中国贡献，伴
随“太空丝路”不断延展。

（据新华社西昌 6月 23日电）

北斗全球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完成

中国北斗
星耀全球

■北斗一号从无到有
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然而，当时国外对

我国技术封锁，国内的部件厂家尚未成熟，北斗一号研制只能
在摸索中起步。当时，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那时
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之后的国产化攻
关更为艰苦，不论是东方红三号平台的横空出世，还是影响长
寿命的关键部件，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

2000年，随着 2颗地球静止轨道（GEO）卫星成功发射，北
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北斗一号系统的建成初步满足了
中国及周边区域的定位、导航、授时需求，使中国成为第三个拥
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服务区域
2004年，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正式立项研制。

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特别设计
了国际上首个以 GEO（地球静止轨道卫星）/IGSO（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
方案，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

一直到 2012年，北斗二号工程共完成了 14颗卫星的发射
组网，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二
号系统的建成，不仅服务中国，还可为亚太地区用户提供定位、

测速、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北斗三号照亮全球
北斗三号系统继承了有源定位和无源定位两种技术体制，

并通过“星间链路”———也就是卫星与卫星之间的连接“对话”。

“星间链路”是中国北斗的一大创举。这就是说，虽然“看不见”

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用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与
它们取得联系。

北斗三号在北斗二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性能、扩展功
能，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和国际搜
救等服务；同时，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星基增强、地基增强、

精密单点定位和区域短报文通信服务。 （本报记者 刘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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