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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芯片都是“中国芯”
车辆使用北斗系统，能不能实现一

两米精度、秒级误差的导航？
“单靠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和可靠

性还有差距。”杨长风坦言，但配合更强
大的地基增强系统、车辆间的协同能力、
车道辅助设施建设等，车道级识别完全
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实现无人驾驶。

近日，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
宣讲团在京举行宣讲报告会，全国政协
委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杨长风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
与融合应用”为题进行宣讲。

北斗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

建设高性能、高可靠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是我国科技领域中长期发
展规划的 16个重大专项之一，历时近
30年建设，北斗系统是我国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
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

复杂航天系统。
“北斗系统是由空间段、地面段、

用户段的工作卫星、四十多个地面
站、成千上万的用户终端等一起织就
的一张‘天罗地网’。”杨长风说。

“这张网”的地位不言而喻，作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它是
继移动通信、互联网之后的第三大经
济增长点，10年来我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年均增长 20%以
上，预计2020年产值有望超过4000亿
元。

卫星导航产值年均增长约20%

和GPS系统比，北斗表现如何？
“北斗是最强大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杨长风说，北斗系统独创了三种
轨道混合星座，增加了精密单点定
位、星基增强、区域短报文通信、国
际搜救、全球短报文通信等新功能，
可以播发更优的导航信号，“全球范围

定位精度与GPS相当，局部区域优于
GPS”。比如在北美、非洲、欧洲等
地，北斗的定位精度在 5米左右，在
亚太地区可以精确到2.5到3米。

除了实时导航和快速定位外，北斗
系统还有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等特
色功能。“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导航系统，

它的应用‘只受人类想象力的限制’。”
特别是用北斗系统可以“发短

信”的短报文服务，是国外其他任何
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都不具备的。
杨长风透露，年底预计有增加短报文
功能的华为手机发布，车道级别导航
也可能搭载其中。

全球定位精度局部区域优于GPS

经过多年发展，北斗已形成完整
产业链，基础产品实现自主可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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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最受关注的“北斗芯”，杨长
风直言，“称得上都是中国芯”，地面
也完全是中国芯，今后功耗会更低，

精度会更高。
2020年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并正式开通服务，
这标志着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建成。

但这不是北斗系统建设的终点，
据杨长风介绍，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的

设计寿命是10年至12年，从北斗二号
的经验来看，卫星可以服务到 12至 14
年，然后进入“坟墓轨道”，到时就要替
换。2035年前，我国还将建成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体系，为未来智能化、无人
化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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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休闲零食，泡椒凤爪深
受人们喜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许多
品牌的泡椒凤爪包装袋上都印着“辐
照食品”四个字，更很少有人知道这
四个字的含义。

“辐照食品”表明这些泡椒凤爪是
用辐照技术，即利用钴-60、铯-137
等放射源进行消毒灭菌。辐照技术处
理过的泡椒凤爪，保质期可在 1~6个
月甚至更长，而普通的凤爪，如果不
添加防腐剂，只能存放2~3天。

许多人一听到核技术首先想到的
是核电站，而对于辐照灭菌这类的民
用核技术很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放射性
同位素和电子加速器研制成功，
为辐射技术提供了简单廉价的辐
射源，促进了射线处理食品研究
的发展。利用放射性元素的辐射
作用进行杀菌消毒的食品被称为

“辐照食品”，美国、苏联、日本
和欧洲各国对“辐照食品”开展
了大规模研究。

1958年，苏联批准用钴-60照
射抑制马铃薯发芽，并在世界上

首次批准经辐照处理的仓储谷物供人
食用。1970 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世界卫生组
织参与，24 个国家共同制定了国际
食品辐照计划，对食品辐照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进行研究，经过大量的
实验研究，认为辐照处理实质是一
种 物 理 过 程 ， 与 热 加 工 和 冷 藏 类
似，并于 1976 年第一次无条件地批
准了鸡肉、番木瓜、马铃薯、草莓
和小麦五种“辐照食品”，之后又相
继批准了辐照稻米、鱼、洋葱、香
料、鲜猪肉等“辐照食品”。

我国从上世纪 50年代末开始进行

食品辐照加工研究。根据资料，2005
年我国已批准的“辐照食品”已包含7
大类 56个品种，“辐照食品”产量达
到 14.5万吨，占世界辐照食品总量的
36%，产值达 35 亿元。近 10 年来，

“辐照食品”产业规模更是迅速扩大。
辐照技术在食品行业中，主要应

用于食品的灭菌和杀虫、鲜活食品的
保鲜、延迟成熟或生殖成长、抑制发
芽等。除了泡椒凤爪，常见的“辐照
食品”还有香辛料、冷冻食品、脱水
蔬菜、熟畜禽肉、白酒、保健品。

辐照技术能流行起来是因为本身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无需接触食
品，能避免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二
次污染；杀菌效果彻底，可根据产品
要求调节辐照剂量，达到不同的杀菌
程度，直至完全灭菌；无残留、无添
加，也不会污染环境；不改变食品本
身的温度、湿度、外形和色香味等。

除了辐照灭菌保鲜，核技术在农
业上的应用还有辐射诱变育种、辐射
不育防治害虫、低剂量辐射促进农作
物生长发育并提高产量等方面的应用。

据《科普时报》

辐照食品：核技术保鲜到餐桌

火星陨石其实很早就被收集到，但由
于没有可供对比的火星样品，这类陨石的
来源一直无法确认，直到 1982年情况才发
生改变。那么第一块火星陨石是如何确认
的呢？

最早被发现的火星陨石名为“Chas⁃
signy”，除此之外，截至 1962 年，还有 3
块火星陨石在全球其他地方被收集到。长
期以来，人们不确定这些陨石来自哪里，
只知道它们经历过高温熔融，是从岩浆中
结晶形成的岩石。此外，这些陨石又和绝
大部分古老的小行星陨石不同，它们都
很 年 轻 ， 甚 至 比 大 多 数 月 球 岩 石 还 年
轻。这些证据似乎都将陨石的来源指向
了火星。

1976年美国的“海盗1号”和“海盗2
号”成功着陆火星，让我们有了火星大气
成分的数据。因此，如果火星陨石在离开
火星时捕获了一些火星大气，就可以同

“海盗号”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

1979年，美国南极陨石科考队在南极
发现了一块较大的 SCN族陨石，并将其命
名为 EETA79001。科学家将这块陨石切
开，可以清楚地看到切割面上有许多黑色
区域。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它
们实际上是玻璃。这些玻璃是小行星撞击
火星表面时，高温熔融后快速冷却形成
的，又称“熔融玻璃”。

通过对 EETA79001玻璃中气体的成分
进行分析，得到了令人兴奋的结果，它们
与“海盗号”飞船所分析的火星大气成分
完全一样，从而证明，这块陨石的确来自
火星。

有了这个结果，同类型其他陨石的火
星来源也就比较容易确认了。除了可以通
过做类似分析来证明捕获有火星大气之
外，还可以通过化学组成、同位素组成、
矿物组成和岩石结构等证明它们是一家
人。近年来，通过将火星车探测的火星表
面岩石的数据和火星陨石的作对比，也能
确定火星陨石的来源。

据科普中国

第一块火星陨石

第一块被确认的火星陨石EETA79001。

这款家庭安全摄像头竟然可以在空中
飞行！它本质上就是一款安装了摄像头的
小型无人机，拍摄视频分辨率最大可达
1080p。不在家的时候，能通过手机等设备
观察到房间内各个角度的景象。最大特点
是避障技术高超，能够避开飞行路线上的
物体，而且螺旋桨自带防护罩，不会损坏
家中物品。 晚综

飞行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