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空中最亮的星北北 ！！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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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历史上仅次于载
人登月、国际空间站和航天飞
机的第四大航天项目，太空卫
星导航体系早在上世纪中后
期就成了所有国家眼中的白
月光和朱砂痣——之所以说是
白月光和朱砂痣，是因为真的
可望不可即。带倾斜角的同步
轨道，全球化+区域增强理念，
其中个别卫星还有随时变轨
的科技加成，这些在早年间无
不是天顶星人的黑科技，信心
差一些能力不够强的国家只
能高山仰止。

当年的中国也一度面临这
样的问题。

1994 年，北斗计划立项，
名列“九五”计划之中。但当时
已经有两个卫星计划获批，同
时中国载人航天方案也进入
了实质性实施阶段。北斗计划
的优先级排在了最后。依托仅
有的两颗备份星，加上创造性
的使用地面基站作为第三个
信息发送/接受源，中国在 20
世纪末开始兴建继美俄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独立自主的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加上2003年
发射的第一颗备份星，“北斗
一号”系统撑起了21世纪初中
国国产定位导航的大旗。

当时的北斗一号，除了专
属技能短报文系统，它在卫星
定位导航最基本的三项评比
——覆盖面、定位精度和信息
延迟上，与美俄差的不只是一
个数量级。

北斗二号报批的时候已经
是2005年，攒下一笔资金并且

有了一定技术储备的我们，开
始在国际顶流层面夜以继日
地探索。但问题是，人类历史
上发射过太空探测器数以万
计，目前在轨的大小卫星也超
过四位数。茫茫太空，容得下
所有，真正容不下的是卫星通
讯的频段。

美国和前苏联是太空卫星
定位导航的先驱者，最好用最
有价值的五个频段中他们占
了四个，剩下那一块一亩三分
地，就摆在在中国和欧洲之
间。

中国曾经参与过欧洲卫星
导航系统“伽利略”的计划。当
年欧洲的技术的确领先，中国
咬着牙出了一大笔钱想要参
与进去，但欧洲国家始终不给
核心技术。历史也再次告诉我
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
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
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2007年4月17日,是中国
申请占用太空卫星通讯频段
的最后截止日期，北京时间4
月16日晚上8点多，中国北斗
二号实验星发回导航信号。那
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随后的发展路上，北斗
继续上演逆势狂奔，从国内到
亚太再到全球，2020年6月30
日，北斗终于完成了全球组
网，圆满收官。这意味着，中国
的“千里眼”实现了核心元器
件 100%国产化，又一尖端高
科技中国不再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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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

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

介绍新时代中国北斗发

展成就和未来愿景，分

享中国北斗发展理念和

实践经验。白皮书指出，

中国的北斗，技术先进、

设计领先、功能强大，是

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你

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吗？是那个GPS，那个百

度地图吗？不不，如果你

认为北斗就是 GPS、百

度地图的话，那么你现

在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下

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的知识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解锁北斗的“七十二

绝技”，解密北斗的“成

长之路”，远眺北斗的

“璀璨未来”。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卫星导
航系统？

如果追溯源头，其实中国现在做的事
情就是在回答哲学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
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数千年来，人类从
来没有停止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
北斗居于北天之中，地位尊崇，犹如悬于天
上的时钟。古人会根据斗柄所指大体确定
时间和方向，甚至厘定24节气。作为古代
重要时间与空间基准，北斗开始被人们崇
拜，并逐渐演化为文明的图腾。如今，我们
将自主建造的卫星导航系统命名为“北
斗”，也饱含着近代以来中国历经劫难的清
醒和走向复兴的企盼。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
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运
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
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
服务的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北斗系统提
供服务以来，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救灾
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如果这样说，太遥远，就让我们来复盘
一下同学们早起后的一小时。

早上6:00，你从睡梦中醒来，北斗导航
的授时功能校准着每天的时间，也参与更
精准的天气预报。然后你开始洗漱，北斗又
服务着大坝和水源输送，也包括国家电网
中的能量流动。接着开始享用美味的早餐，
殊不知中国的农产品也正依靠北斗，获得
更高的产量和更快捷的运输。我们还可以
用手机随时得知购买的商品将在何时到
达。出门后也会发现，繁忙的交通背后，北
斗记录着下一班地铁、公交到达的时间，调
度着整座城市的公共交通。如果你是爸妈
接送上下学，导航可能也会为你寻找最优
路径抵达目的地。你看，才短短一个小时，
北斗如影随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这
种了不起的计算却在每时每刻进行着。

当然,北斗卫星提供的不仅仅是效率
和便利，安全更加至关重要。天上的北斗和
地上的高铁，被誉为新时代中国速度和中
国标准的国家名片。我国高铁的速度已经
走在全世界的前列，高铁速度的背后，离不
开北斗精度的护航。宁波舟山港通过北斗
时空智能技术赋能，传统码头变得耳聪目
明，生产调度有了“智慧基因”。

所以，现在的北斗早已不止于“我从哪
儿来，要到哪儿去”的时空校准；而是我们
日复一日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全人类
未来的想象，催促着北斗不断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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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13届
大会在西安召开，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贺电中
写道，“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
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
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
展。”中国人始终这样努力着，
半个多世纪的导航卫星发展
史上，虽然各国都是独立开发
建设，技术途径也不一样，但
是人类真正的科学真理和精
神最终会让我们彼此了解，握
手合作。看看今天的世界，全
球化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大趋
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信任、尊重和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一个美好的目标，或许导航卫
星领域的发展还会给今天的我
们一些导航之外的启迪。中国
建设北斗系统是依靠自己的力
量，建成后却主动向全世界开
放。2020年，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超过1
亿用户正在使用北斗服务。北
斗相关产品已经覆盖120个国
家和地区，数字施工、智慧港口

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
非洲等地区成功应用。北斗塑
造着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不
断增进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

如今，导航卫星已布满地
球上空，但这绝不是人类导航
的终点。北斗的故事还将继
续。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室
内与地下空间、水下空间以及
星际深空，这些还都是现有的
导航卫星无法提供服务的区
域。世界很大，彼岸很远，撑一
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正如白皮书里所指出，到2035
年，北斗将成为一个更智能、
更泛在、更融合的综合时空体
系。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
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世界卫
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携手迈
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这就是我们的北斗，一段
中国人充满勇气、奋斗与创造
的传奇，无论时间过去多久，
北斗导航卫星都将继续飞行，
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而飞行！

C 北斗有多燃：
造福人类，服务全球

北斗有多牛：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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