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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是党中央亲自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
技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
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
系统。

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中，工程全线克服种种
困难，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
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凭着追求卓
越的精神实现了“弯道超车”。

习近平出席建成暨开通仪式并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北斗梦圆， 举国上下为之欢
腾。让湖南人自豪的是，这背后“湖
南力量”功不可没。更要特别介绍，
国防科大北斗科研团队20多年来
的攻坚历程。

在“北斗” 问天的艰苦征程
上， 国防科大北斗科研团队自
1995年组建以来完整经历北斗一
号、二号、三号系统建设全过程，
先后突破了以“快速捕获与信号
接收、卫星抗干扰、系统高精度测
量”为代表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发
展成为北斗系统技术创新引领
者，为我国北斗系统从无到有、从
追赶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做出了
卓越贡献。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部队依靠GPS投下了五枚精确
制导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
馆，导致三名记者当场牺牲，数十
人受伤。

血的教训、生命的代价，再次
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2004年，中国启动北斗二号导航
系统工程，建设我国航天史上第一个
多星组网、星地一体的系统。面对如
此复杂的航天系统，在方案论证和系
统研制阶段，都迫切需要能够准确仿
真系统运行状态的模拟系统。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此
“器”，便是卫星导航信号模拟源。

国防科大智能科学学院空间仪
器工程团队得知相关情况后， 决心
为北斗工程拿下这个“桥头堡”。

他们研制出的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模拟源， 先后保障了150
余次星地对接、 联调联试和试验验
证等任务。

2007年底，北斗二号卫星运行
到某区域时，突然受到复杂电磁环
境干扰，导致卫星通信间歇性中断。
这时， 卫星发射计划已上报相关国
际组织无法更改， 距离下颗卫星发
射只有三个月时间。如果不在三个
月内解决问题， 不仅将迟滞整个北
斗工程进程， 甚至可能使组网发射
的数十颗卫星沦为太空垃圾。

国防科大电子科学学院博士王
飞雪带领电子科学学院北斗卫星导
航科研团队立下军令状：“3个月
内，我们一定拿出‘抗体’，只会提
前，绝不拖后！”

卫星要求的抗干扰能力很强，
但安装抗干扰设备的空间很小，而
且功耗要低， 专家把这个难题比喻
为“把大象装进冰箱”。

在那个冰雪肆虐的冬天， 北斗
卫星导航科研团队玩命般与时间
赛跑。困了就用自来水冲下头，饿了
就啃口方便面，吃住都在实验室，大
年三十都没有回家。不到3个月，具
有强大抗干扰能力的卫星载荷在
他们手里横空出世， 为北斗卫星铸
造出“超强盾牌”。 ■据湘伴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7
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并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
成果展览展示， 代表党中央向参与系统研制建设的
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中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启了高质
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

抚今追昔，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从
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开始，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
万建设者聚力托举，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次
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中国精度”、彰显“中
国气度”，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的辉煌业绩。

关键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
来的，即使买来了也是不可靠的，
引进仿制的路子也走不远， 中国
北斗面对缺乏频率资源、没有自
己的原子钟和芯片等难关，走出
了一条自主创新、追求卓越的发
展道路。

如今， 国产北斗芯片工艺由
0.35微米提升到28纳米， 已在物
联网和消费电子领域广泛应用。
支持北斗三号新信号的22纳米
工艺射频基带一体化导航定位
芯片，体积更小、功耗更低、精度
更高，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截至
2019年底，国产导航型芯片出货
量已超1亿片，北斗导航型芯片、
模块高精度板卡和天线已输出
到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 中国政府致力于推
动卫星导航领域国际合作，步履
坚定、成果斐然———

北斗和格洛纳斯系统实现
信号兼容， 北斗和GPS系统信
号兼容与互操作， 中欧深化开
展频率协调。 成功举办中阿北
斗合作论坛、 中国—中亚北斗
合作论坛等，持续扩大北斗“朋
友圈”。国产北斗基础产品已出
口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
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
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东盟、
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得到
成功应用。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
流的北斗。 ■据新华社

吃方便面，睡实验室……

湖南“北斗天团”
为之奋斗20多年

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
相比，北斗系统确有自己的
“独门绝技”：除提供全球定
位导航授时服务外，还能进
行短报文通信，开创了通信
导航一体化的独特服务模
式， 是名副其实的“多面
手”。

从功能看，其他卫星导
航系统仅能无源定位，因而
用户只能知道“我在哪”。而
北斗用户则不同，不但自己
知道“我在哪”，还能告诉别
人“我在哪”“在干什么”。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
设计师杨长风说：“这一招很
管用，比如突发地震、海上遇
险时， 在其他通信手段失效
的情况下， 北斗短报文通信
可以成为传递求救信息、拯
救生命的最后保险索。”

如今，北斗三号在全面
兼容北斗二号系统短报文
通信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短
报文发送能力一次提高近
10倍，支持用户数量从50万
提高到1200万，而且能实现
40个汉字的全球短报文通
信。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
统还可以提供星基增强、国
际搜救、 精密单点定位、地
基增强等多样化服务，能更
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
求。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采取单一轨道星
座构型相比， 北斗系统
独树一帜， 坚定选择走
混合星座的特色发展之
路。北斗一号建设时，在
国际上首次实现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提供导航定
位服务。

北斗二号系统充分
继承北斗一号用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实现区域导
航 定位 覆 盖的 成功 经
验， 在国际上首创以地
球静止轨道和倾斜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

兼有中圆轨道卫星的混
合星座。 北斗系统高级
顾问、 原工程副总设计
师李祖洪说， 对于区域
卫星导航系统而言 ，这
种“混搭”组合可以用最
少卫星数量实现最好覆
盖效果。

北斗三号系统将“混
合星座构型” 发扬光大，
建成拥有24颗中圆轨道
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系
统，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提供了全新范式。

同样是建设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美、俄和欧
盟选择搞“一步建全球”。
我国起步晚、 底子薄，明
智选择分步走，先解决有
无、满足急需，切实做到
“把每个铜板都用在刀刃
上”。

1983年，“863计划”
倡导者 之 一陈 芳允 院
士，创造性地提出“双星
定位”构想 。这一方案 ，
能以最小星座、 最少投
入、最短周期实现“从无
到有”。

后来，北斗系统首任
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
士，进一步组织研究提出
“三步走”发展战略，决定

先建试验系统，然后再建
区域系统，最后建成全球
系统。

行稳致远 、 进而有
为。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
试验系统，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
星导航系统的国家。2012
年建成北斗二号区域系
统， 为亚太地区提供服
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
全球系统，实现了中国人
孜孜以求的“全球梦”。目
前，北斗系统服务已经覆
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用户突破一亿，日服务达
两亿次，全世界一半以上
的国家都已开始使用北
斗系统。

追求卓越闯出特色之路

———“三步走”战略：符合国情的“中国选择”。

———“混合式”星座：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

———“一体化”设计：引领
潮流的“中国智慧”。

勇攀高峰矢志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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