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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株洲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电脑屏幕上
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配电线路和自动化终端。其中，90
多个终端设备地处偏远山区，过去存在网络信号不稳定
和数据传输质量不佳等问题，“掉线”时一旦出现故障，
就需要工人前往现场排查。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一级高级专家陈成功说，为此，
公司研发了“4G+北斗短报文”双模通信模块，利用短报
文不受地理位置限制、露天情况下通信无盲区的优势，
实现自动化终端“全天候”在线，30秒就能完成故障排
查、处理。

短报文服务，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独门绝技”。中国
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珏说，近期，北斗三
号短报文公众应用商用试验即将正式启动，未来的目标

是将北斗短报文公众服
务发展成为消费类电子
产品的“标配”。

高精度定位是北斗的另一大特色。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信息中心主任于静说，北斗精准时空数据已在工程
建设、燃气安全管理、大型桥梁安全监测等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未来前景巨大。

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还加快在海外落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二级巡视员吴国纲说，具
有北斗功能的移动终端在全球移动终端的覆盖率超
过50%，进入了民航、海事等10多个国际组织的相关
标准。

产品加快海外落地A

在株洲职教城，不设固定线路、站点的“云尚巴士”
于近日试运行。乘客使用小程序即可查看巴士位置，并

“网约”个性化出行服务，选择区域内近100个“虚拟站
点”上下车。

中车电动基础技术与试验研究院网联技术主管
熊刚说，“云尚巴士”最核心的技术支撑是北斗系统，
同时结合惯性导航、车联网、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实现
对巴士实时位置跟踪和精准调度，打造新型公交运营
模式。

在此次峰会上，“融合创新”成为一个关键词。记者
感受到，北斗系统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加快融合，带动多传感器融合、多
系统融合、天地基融合、室内外融合，一批跨界融合的创
新联合体加速壮大。

记者在场景示范区看到，从智慧农机到共享单车，
从测绘装备到手持通信终端，“北斗+”成为各类产品和
服务的显著标签，低轨卫星、惯性导航、视觉识别等技术
推动“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发展。

长沙金维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彦说，随
着“智能时代”来临，“通导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紧密结合，作为时空信息基础设施的北斗系统将体现更
大价值。

与多种技术加快融合B

随着工作人员下达运行指令，方舟40无人机载着
快递包裹腾空而起，飞往物流集散中心。这款无人机应
用机载视觉模块、毫米波雷达模块，配合北斗高精度定
位，降落精度可达到厘米级，让高效便捷的“空中快递”
成为现实。

这是株洲“无人机＋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打造
的低空航线。目前，该中心已启用21条低空航线，覆盖
医疗运输、快递配送、农特产品运输、巡检及应急物资运
输等场景。

近年来，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风口产业”不断获
得北斗加持。记者了解到，峰会上公布的第十三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北斗应用专业赛获奖名单和十大北斗应
用场景典型案例中，均包含了大量新兴业态。

“北斗技术在低空经济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在提高

低空空域协同运行效率、提高通航服务保障水平等方面
大有可为，也将推动低空空域改革进程，释放产业链发
展新活力。”湖南中电星河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贺智
轶说。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
磊认为，卫星导航正在从以测量测绘为代表的传统
应用，向无人机、智能驾驶、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和传
统产业“智改数转”两个方向拓展，从而加速形成新
质生产力。

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产业总体产值达到5362亿元人民币，较2022年增长
7.09%。北斗系统已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
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涌现出一批
新模式、新业态和新经济。

在低空经济领域应用前景广阔C

三十载北斗追梦，看今朝领航苍穹。从
1994 年北斗系统工程立项至今的 30 年间，几
代北斗人栉风沐雨、接续奋斗，坚持自主创新、
分步建设、渐进发展，走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
色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道路，为更好服务全球、
造福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北斗一号：从无到有 摸索起步
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启动，我国的卫星

导航事业在摸索中起步。
那时，美国GPS系统已开始向全球提供服

务，俄罗斯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也已经基本建
成。

按照空间定位原理，对地球上一个目标点
进行定位，至少需要 3 颗卫星；考虑到时间误
差，精确定位至少需要4颗卫星。这是GPS和
格洛纳斯的工作原理和全球组网方案。

如果按这条路径探索试验，既缺技术储
备，又缺工程经验，更缺经费支撑。

从无到有，困难重重，只能另辟蹊径。陈
芳允院士提出“双星定位”方案，即：把地心视
为一颗虚拟卫星、再发射两颗地球同步卫星构
成星座，可实现对区域内地面目标的快速定
位。

最小的星座、最少的投入、最短的周期
……这一方案，使我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
变为可能。

之后，北斗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
士，带领北斗人创造性提出了“分步走”战略，
即：先试验后建设，先国内后周边，先区域后全
球。

2000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国相
继发射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北斗一号系统
建成。

从那时起，中国人正式拥有完全属于自己
的卫星导航系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建成
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自主创新 弯道超车
北斗一号的建成并投入使用，虽然解决了

有没有的问题，但与美俄相比仍有差距。
于是，北斗二号系统建设提上日程。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频率几乎都被占

用。我国与欧盟联合推动国际电联从航空导
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频率。

这一小段频率，只有黄金频段的四分之
一，却是建设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基本的
频率需求。

2000年4月17日，北斗系统和伽利略系统
同时成功申报。按照国际电联规则，必须在7
年有效期内成功发射导航卫星。

5年后，首颗伽利略导航卫星发射，而北斗
导航卫星还在研制之中。那些日子，北斗人不
得不背水一战，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让搭载首颗
北斗二号卫星的火箭矗立在发射塔架上。

发射前，卫星上的应答机突现异常。“如果
应答机坏了，等于卫星没有无线电信号；没有
无线电信号，就拿不到合法的频率资源，就没
有空间国土的合法地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对这段

经历记忆犹新。
归零！北斗人重新打开星箭组合体，拆出

应答机，72小时不眠不休排除了故障。
2007年4月14日，中国北斗一飞冲天，几

天后太空传来卫星信号。这一刻，距离频率申
请失效最后期限不到4个小时。

之后，我国在5年半的时间内先后将16颗
北斗二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并
开始提供区域服务，实现了弯道超车。

北斗三号：独门绝技 服务全球
2009年，北斗三号工程启动。站在前两代

星座的肩膀之上，中国北斗的第三步迈得无比
坚定——

从首组双星发射到最后一颗组网星入轨，
仅仅不到3年时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星座部署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建成，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完整的全天
时、全天候、高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按照传统卫星管理手段，控制使用好绕飞

地球的卫星，需要有遍布全球的地面站。在难
以全球布站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卫星之间的星
间链路。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必须覆盖全球。
北斗三号系统在全球首创突破了Ka频段

星间链路技术，使所有北斗卫星连成一个大
网，每颗星之间可以“通话”、可以测距，卫星定
位精度大幅度提高。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必须精度更高。
近几年的应用实测确认，北斗三号系统在

全球定位精度可达4至5米，在亚太区域精度
更优。同时，我国已建成北斗地基增强“全国
一张网”，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实时米级、亚米
级精准定位服务。

原子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北斗三号
系统则突破了新型氢原子钟以及原子钟的无
缝切换技术，使导航系统的时频精度提高一个
量级。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还有“独门绝技”。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三号

系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短报文服务。
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用户只能知道“我在哪”，北
斗用户不但知道“我在哪”，还能告诉别人“我
在哪”“在干什么”，开创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
独特服务模式。

“5、4、3、2、1，点火！”
2024年9月19日，两颗北斗导航卫星被送

入太空。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研制的这组卫星，将在确保北斗三号系统精稳
运行的基础上，开展下一代北斗系统新技术试
验试用。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更要服务未来。
“2035年前，我国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

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杨长风
说，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我们将创新发展技
术更为先进的下一代北斗系统，大力发展不依
赖卫星的多种定位导航授时（PNT）手段技术
攻关，为服务人类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文/新华社、中国日报网 图/新华社

▲10月1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
湖区凤桥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把药
箱装入无人机挂载的运输仓，准备
用无人机把药品送往下辖乡村。

近年来，凤桥镇通过引进航空
培训基地、建设现代化农事服务中
心、应用“北斗定位+无人驾驶”技术
等，不断“解锁”农业生产、文旅融
合、乡村治理的全新场景。

88月月2929日日，，学生在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学生在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
国家重点实验室展示一款高精度北斗定位芯片国家重点实验室展示一款高精度北斗定位芯片。。

10月24日至25日，第三届北
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省株洲市

举行，此次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为主题，
充分展示了北斗新技术、新应用、新产业。

今年正值北斗系统工程立项30年，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两颗卫星也于日前送入
太空，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
收官，意味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北斗系统进入
发展新征程。

当前，北斗规模应用已进入市场化、产业化、
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从“天边”到“身边”、
从“星辰”到“指尖”……“参北斗”（使用或
依赖北斗导航系统）正在千行百业不

断催生新动能。

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
会北斗新技术融合与大众消费规模应用专题论坛上，工
信部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
名单，39个城市入选。

入选城市为石家庄市、杭州市、株洲市、雄安新区、
宁波市、岳阳市、沧州市、湖州市、广州市、呼和浩特

市、安庆市、深圳市、沈阳市、莆田市、珠海市、盘锦
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南宁市、白山市、南昌市、

重庆市、佳木斯市、九江市、成都市、浦东
新区、济南市、内江市、青浦区、青岛

市、红河州、南京市、郑州市、
大理州、苏州市、武

汉市、西安市、扬州市、长沙市、乌鲁木齐市。
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将围绕大众消费、工业制造

和融合创新三个领域，结合当地北斗产业基础、城市发
展特点和建设情况，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促进北
斗设备和应用向北斗三代有序升级换代。

北斗新技术融合与大众消费规模应用专题论坛
紧扣“同世界，共北斗”主题，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建设、北斗新技术发展趋势以及给大众消费行
业带来的融合应用前景等方向，从“北斗+”“+北斗”
与产业基础相融合的角度出发，共同探索北斗技术在
大众消费领域中的广阔应用前景，携手推动北斗产业
繁荣发展。

39个城市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名单

1010月月2323日在株洲职教城拍摄的日在株洲职教城拍摄的““云尚巴士云尚巴士””。。

相关新闻

相关链接

1010月月2424日日，，在青岛举行的在青岛举行的20242024东亚海洋博东亚海洋博
览会上展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作模型览会上展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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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追梦 领航苍穹
——中国北斗建设发展三十周年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