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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卫星和通信卫星是两种类型
的卫星，但北斗导航卫星附加了通信
功能——“短报文”。

显然，这个“独家秘籍”可不是
让城市普通用户“上网聊天”的，而
是应用于通信信号不能覆盖的地区。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秘书长王博
介绍，这个功能在沙漠、远洋、深
山、森林等没有网络覆盖的地区，或
者是灾害发生、通信受阻时至关重要。

北斗用户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位
置，还可以通过短报文将自己的情况
告诉他人。

“汶川地震中，所有地面通信设施
全部中断，信息实际上就是靠北斗一
号短报文发出来的，虽然只有几百个
汉字的能力，但当时很起作
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
师王平曾如此表
示。

如今，北斗三号的短报文通信能
力显著提升，从最初一次发送 120 个
汉字提升到一次1200个汉字，还可以
发送图片等信息，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
贤成介绍，目前我国 7 万多艘渔船和
海洋执法船都配备了北斗专门的通信
终端。渔民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
根据自己的位置信息发送求援信号，
指引搜救人员高效救助。此外，北斗
三号系统的6颗MEO卫星上，装有搜
救载荷，可以与其他全球卫星搜救系
统一起，为全球用户提供公益性搜救
服务。 综合新华社、《厦门晚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由我国自
主建设运行的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也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
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要求最高的
巨型复杂航天系统。

北斗系统建设先后经历了北斗
一号系统、北斗二号系统、北斗三
号系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北斗一号系统——中国卫星导航

1985年，著名科学家陈芳允院
士提出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开展双星定位的设想。

经过八年的艰难论证，1994
年，北斗一号正式立项。

2000 年，建成北斗一号系统，
我国迈入拥有自主卫星导航大国俱
乐 部 ， 北 斗 成 为 世 界 上 继 美 国
GPS、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之后，
第三个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

2003 年，3 颗 GEO 卫星进一步
增强系统性能，覆盖中国国土及周
边。首次解决了“我们在哪里”的
根本问题。

第二阶段
北斗二号系统——区域卫星导航

2004年立项，2012年建成并开
始进行区域服务，覆盖亚太地区。

北斗二号确立了北斗的技术体
制，实现了连续导航与定位报告双
模融合、三频信号全星座播发。在
服务性能上与GPS相当，部分关键
性能上实现超越。

第三阶段
北斗三号系统——全球卫星导航

2009年立项，2020年建成，覆
盖全球。北斗三号将实现高精度定
位授时、航行跟踪、生命救援。

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意味着这个由中
国自主建设的30颗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成为继美国GPS之后，另一个
为全球提供高质量导航定位服务的系统。

不过，虽名为“导航”，北斗系统的应用绝非指路而已。在业内，有
句话广为流传：北斗的应用范围只受想象力限制。从手机导航到农林牧
渔，从电力调度到抢险搜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越来越深度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说起北斗，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导航定位”。开车哪条路线更顺
畅？公交车还有多久到站？外卖小哥
此刻正在哪里？关于出行的方方面
面，都离不开卫星导航系统。

事实上，交通运输行业正是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最大的用户之一。根据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最新发布的

《2020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
展白皮书》，截至 2019 年年底，国内
超过650万辆营运车辆、4万辆邮政和
快递车辆、36 个城市约 8 万辆公交
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
座海上导航设施应用了北斗系统。

和传统导航系统的“米级”服务
精度不同，北斗系统借助超过2000个
地基增强站，可以为用户提供分米级
甚至是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换句话
说，在北斗的帮助下，未来导航软件
能准确地判断你的车是在中间车道，
还是左转车道。

借助其高精度定位的优势，北斗
三号导航系统甚至可以精准检测出桥
梁形变、煤气泄漏。据了解，北斗高
精准燃气泄漏检测车已经在北京投入
使用，可以迅速灵敏地检测出周围150
米范围内的燃气泄漏点，并对其精准
定位。

导航之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
可以应用在很多意想不到的行业，如
农业水利、文物保护，乃至电信、金
融、保险等。

这就不得不提到卫星导航系统的
另一项基本服务——授时。在全球范
围内，北斗系统的授时精度优于20纳
秒；在亚太地区，授时精度优于10纳
秒，即亿分之一秒。

精确的授时信息，在依赖高精度
时间同步的行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比如电力行业，要让发出的电上
到电网，电厂与变电站及调度中心需
要高精度的同步时钟系统，如果时间不
同步，可能会造成变电站工作数据丢
失、系统瘫痪，严重时引起异常跳闸。

又比如金融行业，现代金融业每
天需要以闪电般速度处理数十上百亿
的交易，银行业务往来的发生时刻、

金融交易的准确时刻、账户的密码识
别等都涉及银行联网计算机之间的时
间同步和频率同步，都需要更高度精
确的时间戳 （一种对可信时间标记的
服务）。

再比如通信行业，工业和信息化
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末，我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 877 万
个。有分析人士指出，绝大多数的基
站目前都依靠GPS进行授时，一旦时
间不准，发送和接收数据就没有了基
准，通信系统将会瘫痪。

精准授时全球范围内精度优于亿
分之二秒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由24颗地球中圆轨道卫星（MEO）、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IGSO）和
3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GEO） 组
成。其中每种类型的卫星都有其独特
功用。

精准授时 全球范围内精度优于亿分之二秒

精准导航 北斗定位可至“厘米级”

北斗系统建设“三步走”

“全球碳项目”主席、美国斯坦福大
学“地球系统科学”教授罗伯·杰克逊
近日发表文章披露，全球甲烷水平已飙
至历史新高。

甲烷是一种重要温室气体，无色无
味，大气中浓度仅次于二氧化碳。它能将
热量封存在大气中，是全球变暖重要因
素，还参与地面臭氧形成。煤或石油等化
石燃料、牛羊牧场、水稻种植等农业活动
及垃圾填埋场等，均导致甲烷排放增加。

杰克逊教授指出，通过对 2000 年至
2017 年全球甲烷排放监测发现，年排放
量增加了9%，相当于每年5000万吨。这
等于向马路多投放了3.5亿辆汽车。

杰克逊教授强调，气候模型显示，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21世纪
末之前，全球气温还将升高3℃~4℃。

据《北京日报》

全球甲烷水平
飚至历史新高

蠼螋 （qú sōu） 属革翅目，体狭长，
看似普通昆虫，但身体拥有两翅，前翅
短小但结实，后翅宽大却脆弱。平时，
后翅折叠收起，隐藏起来。起飞时迅速
展开，落地合拢不见，收放自如。

英国牛津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东
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的科研人员称，虽
然一些昆虫的后翅不用时也可以折叠，
但蠼螋不仅后翅翼面较大，而且折叠得
最为密实。土里挖洞或通过狭窄空间
时，不会受到阻碍和损坏。这是一种独
一无二且复杂的折叠方式。

科学家们从蠼螋这一独特翅膀设计
获得灵感，仿造这一折叠机制，为人类
服务。最初，他们在计算机上演示不同
形状、尺寸和材料的扁平物体图案。英
国和日本科研人员透露，希望下一步重
点研究用于微型风扇和雨伞、折叠式无
人机机翼、天线反射器、航天飞机光伏
板的仿生折叠技术。 晚综

蠼螋翅膀
启发仿生折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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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搜救“独家秘籍”短报文用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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