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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让星辰覆盖大海斗

北斗一号系统原创性地提出双星定位方法，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建立了国际上首个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区域有源卫星定

位系统。该系统的短报文服务在国际导航领域独一无二，在汶

川地震的搜救中，短报文功能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短报文系统，

简而言之是通过卫星实现天地双向通信。其他三大系统都不存

在接收机和卫星之间的双向通信，只是单向接收。作为北斗的

特色，短报文服务在后续北斗卫星中保留了下来，为许多国家

开展导航卫星研制提供了启发。

北斗二号系统突破了区域混合导航星座构建、高精度时空

基准建立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星载原子钟国产化，并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建成后，其各项

技术指标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对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该系

统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到了北斗三号，性能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增进服务拓展，

提供短报文服务、星基增强服务和国际搜索救援服务。其中短

报文服务在全面兼容北斗二号短报文服务基础上，容量提升 10

倍，用户机发射功率大大降低，能力大幅提升。研发团队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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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国内空白；研发国内首个适于直接入轨一箭多星

发射的“全桁架式卫星平台”，实现了卫星自主监测和自主健

康管理；实现了星载大功率微波开关、行波管放大器等关键国

产化元器件和部组件成功应用，打破核心器部件长期依赖进口、

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全球组批研制快速组网建设铺平了道路。

“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区域走向全球，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

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系统总体性能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水平。”全国政协委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杨长风说。他介绍，自 2018 年底北斗三号工程建成基本系统、

开通全球服务以来，北斗系统运行平稳，经全球范围测试评

估，在全球区域定位精度 10 米，在亚太区域定位精度 5 米，

满足指标要求。

服务应用惠及全球

北斗的最后这颗卫星原定于 6 月 16 日发射，但是在负 12

小时射前功能检查时，技术人员突然发现一个技术问题。身处

发射现场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副总设计师李聃解释：“这个

问题导致压力数据低于设计指标要求，随即发射队进行了问题

排查工作，并且在短时间内就找到了故障点。” 虽然经过技术

排故，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在发射前航天人有一个最基本

的原则，就是“不带疑点加注”“不带隐患上天”，因此，北

斗工程指挥部针对这个技术问题，进行了慎重研究，经过讨论

决定推迟此次发射。

6月 23日上午，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重启”发射后成功布阵太空，我国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