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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精准
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它与能源、交通
和通信一样，是国家战略基础设施。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卫星导
航系统，通过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使我国摆脱了对国外卫星导航
系统的依赖，掌握了时空基准控制权、国
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为国家安全和现代国
防提供了战略保障。

建成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专为军队
研制的子午仪卫星定位系统就投入使用
了，这个系统就是 GPS 全球定位系统的
前身。虽然在定位精度上有明显误差，但
它验证了卫星定位的可行性。

几乎同时，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卫星
导航系统设计，但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最
终搁浅。

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础设施，是大国
地位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1994 年，
美国完成GPS系统24颗卫星全部星座布
局。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
出独立自主研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
大战略决策，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代卫
星导航系统研制建设征程。

基于我国国情，北斗建设者创造性地
提出“先区域、后全球，先有源、后无源”的
建设思路，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推进，
先建立双星定位试验系统，形成区域有源
定位与导航服务能力；然后完成3种轨道
10余颗卫星发射，建成区域导航系统，形
成区域无源服务能力，向亚太地区提供定
位、导航、授时，以及短报文通信服务；最
后建成由3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
止轨道卫星组成、覆盖全球的北斗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无源服务能力。

如果将卫星导航系统比喻为一棵大
树，那么导航频率资源就是它的根。中国
工程院院士、卫星导航定位总站高级工程
师谭述森说，在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初始阶
段，频率资源相对比较充沛，建设时间较
早的GPS系统和GLONASS系统不存在
频率资源冲突问题。到了北斗系统开建
时，发达国家几乎将卫星导航频率瓜分殆
尽，后发国家频率资源争夺战愈演愈烈。
北斗第一代科学家先后与几十个国家开
展了300多次艰苦谈判，这才争取到北斗
系统发展所必需的宝贵频率资源。

2007 年 4 月 14 日，我国成功发射北
斗试验星。两天后，也即4月16日，卫星
开始发送信号。至此，中国正式启用北
斗申报的频率资源，标志着我国自主研
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新的发展建
设阶段。

核心技术不再受制于人

时间精度和位置精度是卫星导航的
核心。导航系统普遍运用原子钟维持时
间精度，原子钟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导航卫
星的“心脏”。

过去，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制造
卫星导航系统使用的高精度原子钟。在

建设北斗之前，我国也没有这项能力。“进
口钟价格非常昂贵。不过，这还不是最大
的问题。关键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意味
着北斗系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专家告
诉记者。

在北斗二号建设过程中，中科院武汉
物理与数学研究所、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
术研究院、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等单
位对星载铷原子钟一系列关键技术展开
攻关。当时，多次深入科研一线的北斗系
统总师、“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就坚定地
表示：“我们自己的导航卫星一定要用我
们自己研制的原子钟！”

2005 年，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03 所
交付了我国首批两台星载铷原子钟工程
化初样鉴定机，标志着我国原子钟自主
化进程迈出了关键一步。2007 年我国
自主研制的星载铷原子钟正式上天服
役，北斗人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打破了
国外垄断。

在刚刚建成的北斗三号卫星系统中，
我国采用了更高性能铷原子钟。新一代
铷原子钟每天的频率稳定度较北斗二号
区域导航系统提高了 10 倍，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星钟精度的通俗指标是10万年
差 1 秒，我们现在已经达到 300 万年差 1
秒的精度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
师杨长风说，这项新技术直接推动北斗三

号卫星的定位精度由10米跨越到后续全
球系统米级分辨率。

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只是北斗导航系
统研究中的一部分，要让北斗系统真正
发挥作用，导航芯片的开发研究至关重
要。长期以来，芯片技术缺失严重制约
了北斗的产业化进程。直到最近几年，
我国终于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工艺产
能也有了大幅提升，国产北斗芯片工艺
由0.35微米提升到28纳米，最低单片价
格仅为 6 元，总体性能达到甚至优于国
外同类产品。目前，国产北斗芯片累计
销量突破 6500 万片，高精度 OEM 板和
接收机天线已分别占据国内市场30%和
90%的份额。

从“天上好用”到“地上用好”

2016 年 5 月 18 日，国家北斗地基增
强系统正式投入运行。该系统通过在地
面建立地基增强站，以定位算法获得定位
数据差分信息，再开展大范围播发，可以
帮助各类终端实现高精准定位。目前，北
斗地基增强系统基本系统的研制建设工
作已经完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具备为
用户提供广域实时米级、分米级、厘米级
和后处理毫米级定位精度的能力。

基于北斗的高精度服务，北斗系统在
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
在”。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底，北斗已
在公安、交通、渔业、电力、林业、减灾等
行业得到广泛使用，并服务于智慧城市
建 设 和 社 会 治 理 ；建 成 全 球 最 大 的
GNSS 车联网平台；帮助公安出警时间
缩短近 20%，突发重大灾情上报时间缩
短至 1 个小时内，应急救援响应效率提
升 2 倍；全国 4 万余艘渔船安装北斗，累
计救助渔民超过1万人。

依托移动通信、汽车制造、互联网三
大产业，北斗系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目前，北斗系统已形成包括基础产品、应
用终端、运行服务等较为完整的北斗产
业体系，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在未来城
市、自动驾驶、智能手机、共享单车及无人
机应用等各领域均得到广泛应用。另据
统计，北斗系统应用产品已经进入 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30 多个“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表示，我国
计划于2020年底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球系
统，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构建基于北斗的国
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届时，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用上北斗提供的高精
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了。

前不久，由全球领先的精准位置服务公司千
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北斗高精度时空
大数据平台获评2018大数据产业发展“跨行业大
数据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成为工信部大数据产业
发展北斗领域唯一试点示范项目。

基于由超过2200个北斗地基增强站组成的
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网”、星基增强
系统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北斗高
精度时空大数据平台能够提供动态亚米级、厘米
级和后处理毫米级的“星地一体”定位能力，可分
析处理汽车、共享单车、手机、无人机以及各类人
工智能设备的精准位置信息。

目前，千寻位置正在全力打通各类终端集成
高精度时空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智能交通、
智能物流、智能安防等产业全面升级。包括上
汽大众、广汽集团、一汽集团等在内超过 40 家
整车及“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商都在用千寻位置
提供的解决方案开展相关研发工作；大疆创新、
拓攻机器人、一飞智控等数十家主流无人机整
机及飞控厂商也与千寻位置展开合作，让无人
机成为植保、航测、配送、巡检、安防等领域的新
生产工具。

按照项目规划，千寻位置将于2019年底前将
北斗高精度时空大数据平台建设成为全球范围内
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北斗高精度大数据分析
及应用平台。该平台不仅具备支持亿级用户规模
能力，还可实现海量位置数据接入、存储、融合和
开放，日增数据量高达 100T-1PB，可为上万家
企业及开发者提供可靠、稳定、安全的服务。同
时，千寻位置还将实现北斗高精度时空大数据平
台的示范应用，向至少100家单位推送大数据服
务，支持政府部门开展交通场站建设规划、交通拥
堵管理，为用户出行提供精细化引导服务。

北斗高精度时空大数据平台建设有效推动了
我国北斗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的形
成。截至目前，千寻位置已完成240余项专利申
请，在平台建设期间还将完成 12 项软件著作权
及 11 项标准规范草案的申请，这不仅为北斗高
精度时空大数据规模化推广应用提供了支撑标
准，更将成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产业化发展和行
业生态建设的依据。

“千寻位置提供的北斗精准时空服务不仅可
以面向数十亿自然人，还可以面向未来数百亿甚
至上千亿智能终端和无人系统，成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新基础设施。”千寻位置 CEO 陈金培表示：

“随着 2020 年北斗卫星增强系统形成全球服务
能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应用也将走向全球。
千寻位置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共同推动基于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产业生态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
加繁荣丰富。”

千寻位置：

让产业生态更加繁荣

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
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制与建

成对我国时空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

完全自主、高性能的导
航系统，为我国经济

建设和国防安全
提 供 了 有 力

保障。

北斗的发展离不开创新。
我国卫星导航系统从起步的那一刻

起就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没有走
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基于自身实际走出
了一条多元融合发展的道路。

北斗系统自开通以来，能力不断增
强，在系统建设方面，首创混合星座，开创
导航定位、短报文通信和差分增强融合技
术体制，这些都是立足国情、具有中国特具有中国特
色的创新之举色的创新之举。。目前目前，，北斗三号已经建成北斗三号已经建成
基本系统基本系统，，并将于今年年底前开通运行并将于今年年底前开通运行，，
向向““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
服务服务。。不仅如此不仅如此，，我国还积极建设北斗地我国还积极建设北斗地

基增强系统基增强系统，，形成全国形成全国““一张网一张网””，，可提供可提供
实时厘米级高精度服务实时厘米级高精度服务。。这些创新突破这些创新突破
帮助北斗抓住了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帮助北斗抓住了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赢得赢得
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根据计划，北斗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
更多聚焦应用领域，让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充分发挥杠杆作用，带动更多行业发展。
利用北斗的先进技术、解决方案，传统行
业可以形成新的信息化业务模式，进而
实现转型升级。然而，仅就目前来看，能
够利用北斗升级改造的行业虽然很多，但
大部分行业还没有真正形成普遍应用和
规模化采购的能力，各行各业还需加强合

作，形成合力。
要把创新落实到实际行动中，需要把

握三大要点。一是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
用及产业为目标，做好北斗发展的顶层
设计；二是要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
和推进机制，共同推动北斗各相关项目
落地；三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探索形成北斗
商业化运营模式，让北斗成为人工智能、
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尖兵，推动北斗融入
各行各业。

北斗发展之路告诉我们，唯有自主创
新才能闪耀苍穹。

唯 有 创 新 最 璀 璨

有一种“中国智慧”叫北斗

上图上图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1919日日22时时77分分，，我国在西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及远征
一号上面级一号上面级），），以以““一箭双星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
二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琚振华摄摄

左图左图 在第十三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在第十三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上易会上，，一款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安全巡逻一款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安全巡逻
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 赵杰昌赵杰昌摄摄

图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人员开展检图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人员开展检
验工作验工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人员在进行图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人员在进行
判读判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