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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典工程国家经典工程··北斗导航北斗导航 之 概述

北斗星，亘古以来，一直为
人类辨识方向提供着最简便清
晰的“指引”。

1994 年，一个名为“北斗”的
卫星导航工程在中国启动。

今年 10 月下旬，一颗新的北
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升空。届
时，一个导航卫星网络将构建完
成，覆盖中国以及大部分亚太地
区。明年上半年，北斗将正式提
供服务。

到 2020 年，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将拥有 35颗卫星，形成覆盖全
球的卫星网络。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航天工程。

北斗初上

提起卫星导航系统，很多人
认为就是 GPS。其实，GPS 是美
国“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
tioning System）的简称。

据统计，GPS 在我国导航市
场上所占份额在 95%以上。在电
力传输、通信、金融等领域，严重
依赖GPS提供的精准时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
师孙家栋认为：和平时期，可以
用 GPS；但应对“不可控局势”，

“必须未雨绸缪”，发展本国的卫
星导航系统。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美国对
各国开放的精度并不一样。这
意味着，美国的 GPS 不能满足高
精确的需求。

参加了北斗项目总体设计
的郭树人告诉记者，国际上卫星
导航的定位是“重大空间基础设
施”，就像供水供电系统一样。

限于国家的财力、技术能力
和实际需求，北斗建设分“三步
走”：先建立试验系统，再实施区
域服务，最后建立全球网络。

2000年 10月，试验系统第一
个卫星被送入轨道。2003 年 5
月，第三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
这是一颗备份卫星。

这三颗卫星组成完整的试
验系统。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织网

2005 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工程项目启动，这将是一个由5颗
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
卫星组成的庞大卫星网络。

2007 年 4 月，第一颗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卫星成功发射。从
此，北斗卫星开始了高密度发
射。尤其是 2010 年以来，保持了
每年4颗左右的发射频率。

从 2011 年 12 月 27 日起，北
斗向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连续
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此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在轨卫星已经有10颗。

进入 2012 年，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组网进程加速。2 月发射
第 11 颗卫星后，4 月和 9 月，均用
一箭双星的方式，将第12至第15
颗卫星送入太空。

到 2012 年底，北斗系统基本
建成后将提供正式运行服务，届
时覆盖区内定位精度达到10米。

记者了解到，本月下旬，还
将有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
届时，一张覆盖亚太地区的导航
网络将织就。这张网将覆盖东
亚、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西
太平洋以及部分西亚地区。

北斗“指路”

正式运行后，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接口控制文件（ICD文件）将
对外公布，有了这个代码，外国公
司将能够进入北斗卫星导航产业。

北斗将提供的服务分为两
种：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
服务是向服务区内的所有用户免
费提供的，定位精度为 10 米，测
速精度为 0.2 米/秒，授时精度为
50 纳秒。授权服务面对授权用
户，安全性和精度都更高。

目前，国内近 10 万艘出海渔
船上，安装了北斗导航，它不仅可
以为船只导航，还可以通过北斗独
有的短报文技术，报告船只位置。

孙家栋说，北斗的应用只受
想象力的限制。行业预计，北斗
导航每年将带来的产业效益可
达到5000亿元。

今年 11 月，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国际委员会大会将在中国举
行，与周边国家探讨在境外建站
以及与其他系统兼容互操作，将
是一项重要内容。

郭树人介绍，目前北斗的车
载导航终端已经和 GPS 终端大
小相差无几。在不远的将来，普
通用户就可以使用北斗终端，这
个终端将同时兼容GPS。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北京报道
（感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政

府网站、神舟传媒提供帮助）

10月下旬“北斗”完成亚太织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中国最大航天工程，第16颗卫星发射后网络覆盖亚太，明年提供服务

【工程名片】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

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美国的GPS，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盟的伽利略系统并称为全球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该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空间段包括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
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
面站，用户段包括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卫星导
航系统兼容的终端。

今年9月19日，载有第十四颗和第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发射点火瞬间。

【试验】 2003年完成。用少量卫
星利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完成试验
任务，为系统建设积累经验，培养人
才，研制地面应用基础设施和设备。

【亚太组网】 2012年完成。建成
由12颗卫星组成的区域星座，形成
覆盖亚太地区的区域服务能力，并
正式提供服务。

【全球覆盖】 2020年左右完成。
建成由5颗静止轨道和30颗非静止
轨道卫星组成的网络，开展全球定位、
导航、授时服务，及区域增强服务。

【启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
启动。在此之前，进行了历时8年
的理论推演和重大专项实验等前
期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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