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 2016年元旦，四川大凉山深处冬意已浓。高分四号卫
星发射前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金手指”张涛一如既往地忙
得团团转。很难想象，这位“85 后”大男孩，在卫星发射场上已
是拥有多年临战经验的“老兵”——工作仅 7 年，参与执行航天
发射任务 30多次，先后数次担任火箭“点火员”。

回顾第一次点火情景，张涛记忆犹新：“5、4、3、2、1，点火！
起飞！”2011 年 6 月 21 日，0 点 13 分，伴随着指挥员铿锵有力的

“点火”口令，时年 24 岁的他右手拇指用力按下发控台上的点火
按钮，长征火箭托举着“中星 10 号”卫星直刺苍穹。火箭成功发
射后，各项测试数据表明，此次卫星近地入轨点与理论设定点仅
差 2 公里，创造了中心发射历史上的最高入轨精度纪录。指挥
员鄢利清激动地走到他跟前，握着他的手连声称赞：“真不愧是
金手指！”

按下火箭发射按钮，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火箭发
射前 80 分钟十分关键，这期间发控台主操作手要根据他面前 4
台显示器上的 170 多个指示灯，准确判断火箭上相关设备参数
是否正常，并于指定时刻按下火箭点火按钮。点火时刻稍有差
池，卫星入轨点就有可能偏离很多。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像张涛这样突出的青年骨干并不罕
见。来自辽宁的尹相原也是其中一位。2007 年，天津大学机械
工程专业毕业的尹相原追逐探月梦想，扎进了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发测站。如今 30 岁的尹相原，工作近 8 年，已参与执行航天
发射任务 40多次，先后 10多次担任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

“形象地说，低温动力系统掌握着火箭的‘血液’，它负责为
火箭的三级发动机注入一种低温推进剂，是牵引卫星进入预定
转移轨道的最后一棒接力冲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位工作人
员向记者解释。

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张涛、
尹相原式的“闪光”人物还有很多——

王京辉、陶春勇，为排除隐患，主动请缨下罐排查最终献出
年轻的生命；申崇武，妻儿来探亲，却因忙于发射任务 10 多天未
来得及看望一次家人；手姚云，强忍 1.8 厘米胆结石带来的剧烈
疼痛，一次次推迟手术时间⋯⋯

正如尹相原所说，守望“星”空，他们无怨无悔，“看到卫星发
射成功的瞬间，一切就都值了”。

12 月 29 日凌晨，高分四号卫星成
功发射，中国航天“十二五”圆满收官。
一百多颗在轨卫星熠熠生辉，将“中国”
的名字书写在广袤的太空。

探索——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十二五”期间，最出名的中国卫星
莫过于“嫦娥”系列。在中国流传千年
的嫦娥奔月传说，被卫星变成了现实。

嫦娥二姑娘成为漫游深空的“探险
女侠”。“十一五”收官之年成功发射的
探月二期工程先导星——嫦娥二号卫
星，在“十二五”期间不断地刷新中国深
空探测纪录。过去 5 年里，二姑娘先后
造访了月球轨道、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
和图塔蒂斯小行星，如今已飞到离地球
1亿公里以外的深空。

嫦 娥 三 姑 娘 的 落 月 之 舞 惊 艳 四
方。2013 年岁末，嫦娥三号首次实现
了着陆与巡视的组合探测，使我国成为
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成功实现地
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察的国家。她
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三步走”中第二
步“落”的成功。

嫦娥四姑娘是三姑娘的备份星，因
为三姑娘的任务完成得太好，已经整装
待命的四姑娘只好改变原计划，预计将
在“十三五”期间发射。她将创造历史，
实现人类月球背面的首次着陆。

嫦娥五姑娘也将在“十三五”期间
发射，完成探月工程的第三步“回”。而
这一步的关键技术“再入返回”已于“十
二五”期间获得验证。2014 年 11 月，我
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获
得圆满成功，有关专家称，这标志着我
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以接近第
二宇宙速度的高速再入返回关键技术，
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利实施和探月
工程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嫦娥姑娘们的身后，还有许多成
果值得一说：自主研发的 7500N 变推
力发动机首次在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应
用 ， 填 补 了 国 内 空 白 ； 月 表 三 维 影
像、地月与近月空间环境、月表形貌
与地质构造、月表物质成分与可利用
资源、地球等离子体层等研究中取得
一批原创性成果。

探索星辰大海的不止是嫦娥姑娘
们，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系列空间科学
卫星计划——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也在

“十二五”期间启动，并将目光瞄准了未
知的宇宙。首批列入“十二五”规划的 4
颗空间科学卫星中，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悟空”是首发星，已于 12 月 17 日顺
利升空。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卫星工程
常务副总指挥、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主任吴季介绍，其余 3 颗分别是实践
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都
将在明年陆续升空。

应用——
我们的眼睛在明察秋毫

我们仰望星空，我们也脚踏实地。
要看清中国的大地，再高的高楼也不
够，需要用卫星来明察秋毫。

“北斗”让你找得到北。

随着第 16 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
功 ， 北 斗 区 域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正 式 建
成。2012 年 12 月，中国的北斗区域卫
星导航系统正式向中国及周边地区的
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以及短报
文通信等服务。2015 年 7 月 25 日，两
颗我国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第 18
颗、19 颗卫星） 成功发射，标志着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覆盖的建设目
标迈出坚实一步。9 月 30 日，北斗导
航第 20 颗卫星发射成功，加快了北斗
全球组网建设的步伐。作为全球第三
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建设对后续航天工程的实施
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高分”让卫星视力提升。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自 2013 年

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当年 4 月，高分
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作为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系统建设的首发星，该星在科
技 创 新 和 应 用 推 广 上 的 开 拓 意 义 重
大。2014 年 8 月，高分二号卫星发射
成功，标志着我国民用遥感卫星领域
正式跨入米级分辨率时代，大幅提升
了我国高分辨率遥感数据自给率。刚
刚发射成功的高分四号卫星是我国首
颗高轨遥感卫星，它为我国高空间分
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

的对地观测体系能力的大幅提升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应用卫星
已实现从试验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
目 前 ， 我 国 已 基 本 建 成 了 风 云 、 海
洋、资源等遥感卫星系列，以及环境
与灾害监测预报卫星星座，实现了业
务化连续稳定运行。

出口——
我们的产品正服务全球

“十二五”期间，在质量和技术上高
歌猛进的中国航天国际化步伐不断加
快。目前，我国通信广播卫星系统为全
球约 58%的陆地面积、80%的人口提供
电视转播、通信广播服务，卫星波束覆
盖亚洲、大洋洲以及欧洲和非洲的部分
地区。

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
首次以在轨交付的方式向亚洲用户出
口卫星——巴基斯坦通信卫星 1R。同
年，我国成功发射欧洲卫星通信公司的
W3C 卫星，实现首次为欧洲主流卫星
运营商提供发射服务；随后，尼日利亚
通信卫星 1R 发射成功，进一步树立了
中国航天的国际品牌。

2012 年，中国为委内瑞拉成功发
射了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一号。年底，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土耳其 GK-2 地
球观测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一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全年共完成
5次国际商业发射，再创历史新高。

玻利维亚通信卫星于 2013 年年底
发射，对推动我国和拉美国家间的航天
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2014 年底，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4
星发射成功，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在航天
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

2015 年 10 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亚太九号通
信卫星托举升空。此次任务是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首次向国际成熟卫星
运营商提供通信卫星在轨交付服务。

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航
天积极参与联合国外空委等国际组织
的各项活动，以我为主推动亚太空间合
作组织发展。中俄、中乌、中法、中欧等
双边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十二五”期间
共签署了 31 份政府间、机构间合作协
议，中法海洋卫星、中法天文卫星等重
大工程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随着一颗颗卫星飞上太空，在国际
卫星市场上，中国正从“跟随者”向“领
跑者”挺进。

百星在天，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卫星将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带向了太空深处。“十二五”期间，长征系列火箭完成 86 次发射，将 138 颗国内外

航天器送入太空，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航天发射成功率达 97.7%，居世界各国之首。在质量和技术上高歌猛进的中国

航天对外发射服务更是捷报频传。探深空、测地球、赚外汇，100多颗在轨卫星成为中国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

中国北斗卫星系统 2012 年 12 月
27日正式提供服务，成为中国卫星导航
产业划时代的里程碑，也使得北斗产业
变成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
代名词。一直以来，北斗产业都是中国
卫星应用领域的热点，也是一张靓丽的
中国名片。

如果把2013年作为中国北斗应用
元年的话，刚刚走满三年，全产业总产
值便从1000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00亿
元，产业发展已经步入了最佳的黄金机
遇期。当前，我们有必要正确地研判北
斗引领下的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态势，
以促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国家政策推动了北斗产业化

进程。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北斗应用
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国家卫星导航产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极大
地推动了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的产业
化进程，体现出北斗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二是行业推广举措带动了北斗集
约化应用。以交通运输行业为代表的
领域率先全面推广北斗应用，随后公
安、市政、测绘地理信息等部门也大力
开展全行业的北斗应用，如全国燃气行
业全面普及北斗精准定位服务，带动了
专业化应用、大众化应用和行业化应用
的集约融合发展。

三是多样性刚性需求驱动了北斗

社会化创新。居家养老、儿童关爱、电
动自行车卫士、城市井盖监测管理等需
求广泛依托北斗定位后，激发了社会化
创新应用的全面提升。这既让卫星导
航技术走进寻常百姓家，也使我国卫星
导航领域的创新应用走在了世界前列。

四是“互联网+位置服务”舞动了北
斗运营化格局。如果说互联网是“秀才
不出门，全知天下事”，那么“互联网+”
就是“秀才不出门，全做天下事”，而“全
做”就必须靠位置服务作支撑。北斗应
用在“互联网+”大潮下，步入了以运营
服务为核心的持久性发展格局，迸发出
无可限量的生机与活力。

五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撬动了北

斗全球化市场。北斗作为自主可控的
国家战略性空间基础设施，提升了国家
话语权，使我们得以在这一领域走出开
放兼容的发展之路。无论是北斗兼容
还是兼容北斗，以国产GNSS芯片公司
全球排名第六为标志，全球化市场有了
我们的一席之地。随着“一带一路”战
略的逐步推进，北斗的国际化应用显示
出令人振奋的前景。

按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整个产
业2020年要实现4000亿元产值目标，
这既是产业发展空间巨大的象征，也要
求全产业力量勇于担当、创新不止，更
是号召全社会勠力同心，为实现“北斗
耀全球，璀璨中国梦”而努力!

北斗产业步入最佳黄金机遇期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苗前军

守望“星”空
本报记者 沈 慧

2015 年 7

月 25 日，搭载

两颗新一代北

斗导航卫星的

“长征三号乙/

远征一号”运

载火箭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本版编辑 刘 佳 周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