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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自然界北斗系统彰显国家“硬核”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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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轴飞天的北斗三号组网

卫星为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被昵称为吉星。该类卫星
运行的轨道平面与赤道平面重
合，这就使得该类卫星与地面
的位置保持相对不变。其定点
于赤道上空约 3.6万公里的圆
形轨道上，一颗可覆盖约40%
的地球面积。北斗系统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在星基增强、短报
文通信、精密单点定位等特色
服务上发挥关键作用。北斗三
号共有 3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主要服务中国所在的区
域。

值得注意的是，“北斗”
采用 3种轨道卫星合璧的混合
式结构，除了与赤道平面重合
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即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之外，还有 3颗保
持一定倾斜角度的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与前者相对于地球上
的某个点始终保持静止不同，
由于其倾斜角度的存在，造成
相对于地面上某个点，其每天
在相同时刻保持在相同位置，
但在连续的时间内，卫星位置
是变化的，其星下点运行的轨
迹呈“8”字形的封闭曲线，
就像卫星跳着“8”字形舞，
以这种运行方式，聚焦亚太地
区。

北斗卫星第三种轨道为地
球中圆轨道，它们是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的主力卫星，共 24
颗，运行在距离地面 2万多公
里的高度，轨道周期约为 12
小时，时刻不停地环绕地球运
转，每颗卫星的聚焦点都在地
面“画”着波浪线，实现全球
范围的广覆盖，它们组成的星
座构成了北斗三号全球组网的
核心星座。

三轨合璧吉星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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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
中国自行研制的先进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是继美国 GPS 系
统、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和欧
洲伽利略系统后，全球第四大
卫星导航系统。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设
想，到 1994年北斗一号建设正
式启动，几代北斗人经过 30多
年的实践探索，走过了北斗系
统建设“三步走”的发展历程。

第一步，建设北斗一号系
统，又叫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
统，实现卫星导航从无到有。
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
式启动。2000年，发射 2颗地

球静止轨道卫星，北斗一号系
统建成并投入使用。2003 年，
又发射了第 3颗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进一步增强系统性能。
北斗一号系统初步满足了中国
及周边区域的定位、导航、授
时需求，使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
航系统的国家。2013年，北斗
一号卫星完成任务退役。

第二步，建设北斗二号系
统，从有源定位到无源定位，
区域导航服务亚太。2004 年，
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启动，到
2012年，完成了14颗卫星的发
射组网。这 14颗卫星中，有 5

颗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5 颗
倾斜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和 4
颗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北斗
二号系统的建
成，不仅服务
中国，还可为
亚太地区用户
提供定位、测
速、授时和短

报文通信服务。
第三步，建设北斗三号系

统，实现全球组网。2009 年，
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启动。到
2020年，完成30颗卫星发射组
网，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
这 30颗卫星中，有 3颗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3 颗倾斜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和 24颗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这次发射的卫星，是
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也是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
署的收官卫星。北斗三号在北
斗二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性能、扩展功能，为全球用户
提供定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
文通信和国际搜救等服务；同
时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星基
增强、地基增强、精密单点定
位和区域短报文通信服务。

目前，北斗的服务由北斗
二号系统和北斗三号系统共同
提供，2020年后，将平稳过渡
到以北斗三号系统为主提供。
下一步的计划是到 2035年，以
北斗系统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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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对于“北斗”的应用价
值，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
计师杨长风指出，“北斗”等
卫星导航的应用仅受人类想
象力的限制。仅就迎战新冠
肺炎疫情来说，“北斗”可谓
大放异彩，高精度测量火线
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建设；基于“北斗”的无
人机、无人配送车纷纷应用
到疫区医疗物资配送；基于

“北斗”的车联网推动疫情期

间交通智能化、精准化，通
过为车辆提供精准导航等信
息服务，保障防疫救援物资
一路畅通……

随 着 5G 商 用 时 代 的 到
来，“北斗”正在与新一代通
信、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技 术 加 速 融 合 ， 应 用 新 模
式、新业态、新经济不断涌
现，更好的服务全球，造福
人类。

据《江苏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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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从北斗一号开始就秉承着自力
更生、自主创新的核心价值。
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老一辈
航天人也从未想过依靠进口来
解决问题。在他们看来，北斗
一号代表着中国导航定位系统
从无到有的跨越，就更加要奠
定国产化的道路基础。

北斗二号研制道路上最大
的“拦路虎”是高精度时间基
准技术，这项核心技术直接决
定着定位精度，决定着整个工
程的成败。相关负责人回忆，
当时整个队伍咬紧牙关，全力
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让国产
星载铷钟从无到有、从粗到
细，性能指标不断提高。

如今北斗系统“核心部件
100%国产”，一系列技术瓶颈被
相继攻克。如今的北斗拥有了
自己的多核处理器和芯片，甚至
很多的部件单元开始向外出
口。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
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表示：“可
以说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核心部
件已经全部实现了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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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44
月月，，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
球组网卫星运抵西昌卫星球组网卫星运抵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中心，，这预示着这预示着““北北
斗斗””正迎来具有里程碑意正迎来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辉煌时刻义的辉煌时刻：：全球星座全球星座
组网全面收官组网全面收官。。一经发射一经发射
升空升空，，北斗三号全球星座北斗三号全球星座
部署将全面完成部署将全面完成。。

北斗三号在西昌发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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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应用广泛北斗系统应用广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最近在西藏安多县境内嘎
龙湖鸟岛上，一大群藏北斑头
雁颇为活跃。它们在此栖息、
产蛋、孵蛋，许多雏鸟刚刚来
到这个世界。它们长大后，会
成为这个世界上飞得最高——
平均飞行高度近一万米的鸟。

斑头雁多生活在高原湿
地、湖泊，尤喜咸水湖。斑头
雁是候鸟，迁徙过程中还要飞
越珠穆朗玛峰。有人研究过这
种鸟为何能适应高原生活，发
现它们的血红蛋白可以比别的
鸟类更迅速地与氧结合，这或
许是在演化过程中，它们的血
红蛋白发生基因变异的结果。

据《羊城晚报》

斑头雁
飞得最高的鸟

西藏安多县嘎龙湖鸟岛上
刚孵出来的斑头雁。

日本一家化妆品公司推出
了据称是“世界上第一款”皮
肤喷雾剂。

使用者将这款纤维状的喷
雾喷在脸上，很快就能凝结成
半透明状的纤维薄层，为本身
的皮肤形成一个吸收营养的

“温室”。这层薄膜厚度仅为头
发的百分之一，看上去就像是
脸上长出的一层新皮肤。这层
保湿面膜可以像真正的皮肤一
样保持数小时的新鲜、温润，
甚至上彩妆也是可以的，而卸
妆时只要直接撕去即可。 晚综

喷雾剂打造
“人工皮肤”

以色列科学家柯林·普莱
斯教授率领的团队，正在利用
空气中的湿度进行“发电”。

试验表明，空气干燥时，两
种隔离的金属不会产生电压，
但当湿度增加到 60%时，金属
表面会从大气的水蒸气中聚集
不同电荷，产生电压。普莱斯
指出，他们将开发一种可用空
气中水蒸气充电的电池。 晚综

利用空气湿度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