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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为棋盘星作子，中国北斗耀太空。因技术原因推迟一周发射的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全球组网卫星，23日上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重启”发射后成功布阵太空，我国提前
半年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称，这颗卫星经过一系列在轨测试入网后，我国将进
行北斗全系统联调联试，择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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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9时43分，大雨过后的西昌发射场云雾缭绕。01指挥员尹相原下达点火口令后，
乳白色的长征火箭托举着卫星缓缓升空。

这次发射一波三折。之前，因2次航天发射任务失利，发射时间由5月调整至6月；6
月16日，因临射前发现产品技术问题，发射再次推迟一周。

随着北斗卫星的全球组网，“北斗”将如何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又
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收官星”发射成功

北斗卫星全球组网
将给人们带来什么？

“高大上”的北斗导航，
已经不知不觉“飞入寻常百姓
家”。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
程总设计师杨长风透露：“在
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里面，已
经有70%以上的手机提供了北斗
服务。”

如果仔细留意，其实不难
发现，天上的北斗不仅与手机
相连，我们日常生活很多地方
都有它相伴。自2000年我国发
射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以
来，历经20年建设发展，北斗
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国计民生
各个领域。

当你还在为找不到共享单
车或不确定哪里能停车而烦
心，北斗卫星提供的定位服务
已经在帮你。哈啰出行数据算
法首席科学家刘行亮告诉记
者，目前，全国超过360座城市
的哈啰单车已全线适配北斗。
每辆哈啰单车的智能锁内均包
含北斗定位装置，智能锁接收
北斗卫星信号，向哈啰数据中

心发送车辆定位信息。
未来，随着北斗全球系统

建成，“中国北斗”将进一步
造福全球，也将更加广泛而深
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北斗系
统大众服务发展前景广阔。基
于北斗的导航服务已被电子商
务、移动智能终端制造、位置
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入中
国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
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

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内多
家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货车及
配送员，应用北斗车载终端和
手环，实现了车、人、货信息
的实时调度；在智能穿戴领
域，多款支持北斗系统的手
表、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以
及学生卡、老人卡等特殊人群
关爱产品不断涌现，得到广泛
应用。

据统计，2019年我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
达3450亿元。北斗与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融合发展，正在构建以北斗时
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兴产业
生态链，并正在成为北斗产业
快速发展的新引擎和助推器，
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商
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经过多年发展，北斗已形
成完整产业链，北斗基础产品
已实现自主可控，国产北斗芯
片、模块等关键技术全面突
破，性能指标与国际同类产品
相当。多款北斗芯片实现规模化
应用，工艺水平达到22纳米。

截至2019年底，国产北斗

导航型芯片、模块等基础产品
销量已突破1亿片，国产高精度
板卡和天线销量分别占国内市
场30%和90%的份额。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航
天系统公司依托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精度卫星定位授时技
术与自主研制的高精度多模卫
星导航芯片，为电信设备制造
商、基础设施管理部门、银行和
金融企业等提供高精度定位授
时技术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该公司累计开发北斗多模
导航芯片6代10余款，形成了高
精度授时、差分定位和组合导航
等多样化产品型谱，已应用于交
通、物流、司法、公安等众多领
域，年出货量超200万片。

小到一顶安全帽，大到交通运输、农
林牧渔……北斗系统提供服务以来，已在
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
报、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
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福建厦门220kv李林变电站建设现
场，记者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戴的安全帽
和以往不同，帽檐下方多了许多小按钮，
这是集成了北斗高精度授时定位模组的安
全帽。北斗高精度授时定位模组让包括安
全帽在内的一批传统安全工具都具有了强
大功能。

工作人员介绍，安全帽还集成了包括
一键拍照实时上传功能，可让后台安全监
督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施工情况，还有
紧急状态自动报警、一键求救、照明等许
多实用的安全功能。

此外，我国电网设备分布广泛，许多
电力设施都在无通信公网地区，电网公司
一线员工在这些地区进行电网建设或者巡
检作业时，往往缺乏有效的通信手段与后
方人员取得联系。

有了北斗卫星系统，电网公司的员工
在无通信公网地区作业时，只需要携带一
个小小的“短报文通信终端”，通过蓝牙
与手机相连后，就可以让普通的手机具备
了发送北斗短报文的能力，将现场情况和
位置信息发到后方人员的手机里。

在交通运输方面，北斗系统广泛应用
于重点运输过程监控、公路基础设施安全
监控、港口高精度实时定位调度监控等领
域。截至2019年底，国内超过650万辆营运
车辆、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中心城
市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
施、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
统。

在农林渔业方面，基于北斗的农机作
业监管平台实现农机远程管理与精准作
业，服务农机设备超过5万台，精细农业产
量提高5%，农机油耗节约10%。

从“梦想在望”变成“梦想在握”，
今日之北斗已完成“三步走”的战略。到
2035年，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我国还将建
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
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虽然最终结果圆满，但任务过程却一
波三折。根据此前公布的发射时间，北斗
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原定于6月16日
发射，但因技术原因推迟。从“暂停”到
“重启”，这次发射究竟经历了什么？记
者采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
甲系列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李聃。

据李聃回忆，6月15日晚，发射队正在
进行负12小时射前功能检查时，发现了一
个技术问题，导致压力数据低于设计指标
要求，随即发射队进行了问题排查工作，
并且在短时间内就找到了故障点。虽然经
过排故，指标已经正常，但是在发射前航
天人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带疑点
加注、不带隐患上天，因此北斗工程指挥
部针对这个技术问题，进行了慎重研究。
经过讨论，指挥部决定推迟此次发射。

李聃告诉记者，虽然工程指挥部最后
决定“推迟发射”仅是短短四个字，但背

后需要多部门协作才能完成各项准备工
作。

问题出现后，火箭研制单位连夜组织
相关单位在北京进行了问题还原，并进行
了前后方结果比对，证明了问题发生的原
理，为6月18日归零评审会的召开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由于已进入发射前负12小时流程，火
箭常规动力系统已完成燃料加注，火箭发
射队在当天立即启动了贮箱压力检测工
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在最短时间内拿
出了相关处理方案，并对常规推进剂泄出
与再加注风险进行了分析。

在完成归零工作后，发射队立即投入
到新一轮发射准备中。在各部门协同配合
下，6月22日进行了常规燃料的加注工作，
在6月23日顺利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
作，并最终成功实施发射任务。

综合新华社

70%以上中国智能手机

已有北斗服务

总体产值达3450亿元

基础产品销量突破1亿片

北斗系统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为何在发射前按下“暂停键”？

6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升空。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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