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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5日 19时45分，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
发射北斗三号第一和第二颗组网卫星。这
两颗卫星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
网的征程。

未来三年，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北斗组网卫
星高密度发射。根据计划，到2020年，我国将
全面完成35颗北斗三号卫星的组网，构建媲美
并在某些指标上超越GPS的北斗全球系统，为
全世界提供服务。

5日晚，经历3个半小时飞行后，长三乙火
箭与远征一号乙上面级将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
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
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自我国2000年发射第一颗北斗一号试验

卫星以来，5日晚发射的卫星已经是第24和第
25颗北斗导航卫星。

记者从北斗三号卫星研制方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了解到，与北斗二号系列卫星相比，北斗
三号在载荷、星间链路、激光通信等多项技术上实
现了提升。例如，北斗三号卫星配置了新一代
原子钟：星载氢原子钟，其精度将比此前北斗卫
星原子钟提高一个数量级，继而将提升导航定
位的精度水平。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秘书长王博教
授告诉记者，因为北斗卫星的布局特点，低纬
度地区的导航精度最高，所以在亚太地区应
用广泛。

目前，全球共有四大导航系统：美国GPS、
欧洲伽利略、俄罗斯格洛纳斯和中国北斗。未
来北斗将与其他系统兼容，利用总计100颗以
上的卫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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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小黄车与北斗导航共同推出北斗智能锁；小蓝单车
利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实现了米级定位，即使在树荫下也
不会出现“漂移”……为了更精准地报告“我在哪里”，共享
单车陆续接入了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系统。

共享单车只是北斗近在眼前、服务民生的应用之一。从
抢险救灾到精准农业，从渔业播报到智慧房管……近年来，
北斗卫星导航各类高精度位置服务产品以“北斗＋互联网＋
其他行业”的新模式，广泛应用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此次承担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乙火箭，属于长三甲系

列火箭之一。1994年首飞的长三甲系列火箭不仅有“金牌
火箭”之称，也是长征火箭家族中的“劳模”。长征火箭至今
共实施253次发射，81次由长三甲系列火箭承担，占比约1/3，
成功率达97.5%，堪称运送卫星的“老司机”。

【特点】
技术突破看点多

【应用】
北斗服务无处不在

【发展】
北斗系统“三步走”

【揭秘】
“劳模火箭”运送北斗升天

● 高精度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工程副总
设计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介绍，北斗
三号系统的定位精度较北斗二号提升了 1
至 2 倍，达到 2.5 米至 5 米水平。随着北斗
地基增强系统提供初始服务，北斗三号的
精度将提升至米级、亚米级、分米级甚至厘
米级，厘米级的精度已经可以满足共享单
车电子围栏的需求。谢军表示，届时，中国
北斗的精度将与GPS相媲美。

● 高质量

北斗是一个系统工程，用户每一次享受
到北斗系统的服务，都必须保证有至少4颗
卫星提供服务。北斗又是一个全球覆盖的
系统，需要有20余颗卫星同时提供稳定服
务，这一特点决定北斗系统对质量可靠性要
求比单星更高，对产品可靠性的要求更苛
刻。北斗还是一个固有属性要求必须连续
运行的系统，信号不能中断，系统必须连续、
稳定、完好、可靠。

● 高保险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
计师王平介绍，北斗卫星全球导航系统作为
一个大型系统工程，采用多重可靠性“加固”
措施，可最大限度地增强系统的保险
系数。

● 多功能

中国北斗除了具有短报文等特色
功能，还可以将用户的位置信息发送出
去，让其他人知道用户的情况，较好地
解决了何人、何事、何地的问题。把短
信和导航结合起来，是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一大特色，一个终端，就可以导航、
通信兼备。

● 低价格

2012年北斗开始提供商业服务时，
北斗芯片的高价格，成为其产业化的致
命障碍，而现在局面已经逆转。担任一
家北斗芯片生产企业副总经理的薛文
通表示，2012年民用级北斗芯片的单价
为 200 元至 300 元人民币，当时 GPS 芯
片的单价为30元人民币左右。目前，北
斗芯片的单价已降到 1 美元以下，与
GPS芯片持平。

第一步 北斗一号系统

● 1994年 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工程建设。
● 2000年 发射２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建成北斗一号

系统，为中国用户提供定位、授时、广域差分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第二步 北斗二号系统

● 2004年 启动北斗二号系统工程建设。
● 2012年年底 完成14颗卫星发射组网，为亚太地区

用户提供服务。

第三步 北斗三号系统

● 2009年 启动北斗全球系统建设。
● 2017年 北斗三号组网星首发。
● 2018年 计划发射18颗卫星，为“一带一路”沿线及

周边国家提供基本服务。
● 2020年 计划完成35颗卫星发射组网，为全球用户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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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发射
启动全球组网

计划到2020年完成35颗卫星组网,为全世界提供服务

厉害了 我的北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