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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
“三步走”战略全部实现

2016年6月16日，我国发布
了首部北斗白皮书。时隔六
年，第二部白皮书再次问世。
与第一部白皮书相比，第二部
白皮书有何新变化？

据冉承其介绍，两部白皮
书发布的背景不同。第一版白
皮书发布时正值北斗三号系统
建设的密集期；此次再发布北
斗白皮书时，北斗三号全球系
统已经建成，北斗系统的“三步
走”战略也全部实现。

冉承其说，这次发布的白
皮书主要是向社会公众进一步
阐明北斗全球系统开通服务后
的最新系统状态。现在北斗全
球系统已是世界一流卫星导航
系统。从星座构型、技术体制
和服务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创
新设计，技术体制、信号设计以
及技术程度都是世界上最先进
的，功能也很强大。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服务更
加优质多样。从全球范围常态
化实时监测来看，北斗系统对
外承诺的服务指标是10米定位
精度，今天已实现了5米甚至更
优，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2—3
米的定位精度；授时精度对外
服务的承诺为20纳秒，现在可
以提供10纳秒授时精度。

冉承其表示，北斗三号开
通以来，系统运行连续稳定可
靠，服务性能世界一流。北斗
三号在轨30颗卫星运行状态良
好，星上300余类、数百万个器
部件全部国产，性能优异，实测
表明，全球定位精度优于5米，
亚太地区性能更好，服务性能
全面优于设计指标。

冉承其介绍，独具特色的
国际搜救、全球短报文通信、区
域短报文通信、星基增强、地基
增强、精密单点定位等六大特
色服务，性能优越，实现“人有我
优，人无我有”。

此外，中国统筹发展与安
全、统筹当前和长远、统筹国内
法治与涉外法治，全方位构建
中国卫星导航法治体系，积极
参与卫星导航全球治理，为北
斗系统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
内外环境。

高精度北斗系统
应用于自动驾驶等领域

经济社会发展对精度需求
越来越高，比如无人驾驶、变形
监测、泥石流监测、精准农业等
各个领域都需高精度。为此，
我国创新提出建设地基增强系

统，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地
基增强系统和北斗系统匹配融
合，实现更高精度。

据冉承其介绍，国家现在
已经建成了全国北斗地基增强
系统一张网，具备向行业和大
众用户提供实时米级、分米级、
厘米级或者事后毫米级的高精
度定位服务能力。北斗地基增
强系统实时的定位精度的实测
水平到2厘米，高程可以到5厘
米。事后处理精度可以达到水
平2毫米、高程5毫米。

高精度也带来了更多样化
的应用和服务，从传统的测量
测绘向精准农业、变形监测、自
动驾驶、电力巡检、智慧港口、共
享单车等多个领域拓展应用。
目前这张网已经为230多个国
家和地区超过15亿用户提供了
北斗加速定位和北斗高精度服
务，总服务次数已经达到2万亿
次，日服务次数接近30亿次，目
前国内已经为2000多万部手机
提供了高精度定位服务。

“我们把高精度服务和汽
车导航结合。”冉承其举例称，选
了国内8个城市进行试点，有深
圳、广州、东莞、成都、重庆、杭
州、苏州和天津。下一步，在试
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向全国
提供更高精度的服务。

同时，这张网也为国内21
款智能汽车提供了高精度定位
服务，行驶里程已经突破25亿
公里；其也为国内无人机公司
共5万架行业类的无人机提供
高精度定位服务。

以前经常能看到乱停乱放
共享单车的现象。如今，北斗
高精度应用为共享单车的管理
提供了技术手段。当前这张网
已为国内共110万辆共享单车
和全国12个城市的20万个停车
电子围栏提供高精度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北斗系统
已经全面赋能到农业生产，成

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科技力量。

北斗成智能手机等
大众消费产品标准配置

据悉，北斗正在成为智能
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大众消费
产品标准配置。2022年上半
年，中国境内申请入网的智能
手机中，128款支持北斗定位，
出货量超1.3亿部，占上半年总
出货量的98%以上。

手机地图导航中，北斗定
位服务日均使用量已突破1000
亿次。特别是北斗高精度定位
服务已进入大众手机中，在深
圳、重庆、天津等8个城市开通
车道级导航应用。

近日，全球首款支持北斗
三号区域短报文通信服务的手
机已正式发布，用户不换卡不
换号不增加外设，就能通过北
斗卫星发送短信。对此，冉承
其表示，北斗短报文进入到手
机里，是北斗三号立项认证时
大家的梦想。卫星导航除提供
定位导航服务外，另一个特色
叫短报文通信服务。不过当时
这一应用要做专门的终端，独
立于手机之外。经过十年一
剑，今天终于克服了技术问题。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功能
平时感觉不到，但扪心自问，如
果你万一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
方)，手机却有这个能力，是什么
感觉？可能永远都不用，但因
为有北斗，你就有安全感，你就
和外界永远连线，你也就永远
在线，连线和在线就是北斗提
供的安全保障。”冉承其说。

冉承其表示，未来这个技
术将向国内手机厂商开放，希
望国内更多的手机制造商、移
动运营商参与其中，为经济社
会提供巨大价值，为大众的出
行安全提供可靠的保证。而且
基于北斗三号的服务能力，可

以确保亚太地区的大众都能享
受这种服务。

冉承其用“一机在手，走遍
亚太、走遍天下”12个字总结了
北斗三号提供的服务能力，并
表示北斗开创了卫星直连手机
的先例，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从这方面来看，北斗短报文通
信服务进手机是引领创新的
发展。

北斗系统已在
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地区应用

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也
在倡导卫星导航系统间兼容与
互操作，推进北斗系统进入国
际标准体系，拓展北斗国际
应用。

据悉，中国与亚非拉地区
多区域组织和国家建立合作机
制，自2016年以来签署卫星导
航合作协定、谅解备忘录、合作
路线图等50余份成果文件，创
设中国—东盟、中国—阿拉伯
国家、中国—非洲等北斗合作
论坛，实施卫星导航合作行动
计划。每年举办中国卫星导航
年会、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年会，创办北斗规模应用国
际峰会，近20国百余名留学生
在华获得专业硕士和博士学
位，50余国逾千人参加卫星导
航专题培训。持续推动北斗系
统进入民航、海事、移动通信、搜
救等领域国际标准。

冉承其介绍，以前国际搜
救组织是单向的，海上预警出
现问题以后，可以向搜救组织
提出申请，但发送信息的求救
者并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否被接
收。北斗系统创新提出双向，
即求救者发的搜救信息被对方
收到后会告知求救者，这对求
救者是巨大的精神鼓励，这也
是 北 斗 对 国 际 搜救组织的
贡献。

如今，北斗已经在全球一
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得到应
用。冉承其也介绍了几个北斗

“走出去”的具体案例。在沙特
阿拉伯，北斗已经应用于测量
测绘地理信息的采集、城市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沙漠人员或
者车辆定位等重要领域；非洲
布基纳法索政府将北斗高精度
用到医院的建设精确测绘过程
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疫情之下，
缩短一半以上的建造时间，6天
就完成了施工测量。

冉承其强调，本版白皮书
还首次规划了2035年前北斗发
展蓝图。中国将建设技术更先
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
新一代北斗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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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
时空设施基础。

北斗系统实际工作中
可用性确保100%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
系统建成开通。冉承其介绍，北
斗三号在轨卫星加上原来超期
服役的北斗二号，一共有45颗
卫星在轨提供服务，系统性能很
好。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继
续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性能
提升。

冉承其说，在开展北斗系统
稳定运行和性能提升方面，设计
的可用性是99%，也就意味着有
1%是允许精度超标的。全世界
卫星导航系统都是99%的指标，
1%精度超标的时间大概是一年
中的86.4个小时。

但科研团队精益求精，通过
各方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把
99%提高到了99.9%。冉承其
说，虽然只有0.9%的提升，但看
似一小步，实则一大步。通过这
些手段，实现了系统的精度超标
时间从86.4个小时到8.64个
小时。

据冉承其介绍，北斗运行实
现了分秒不断，未出现过影响用
户使用的时段。通过各方技术
和管理措施保障，系统在实际工
作过程中可用性确保100%。

据介绍，在用好管好天上卫
星和地面系统的同时，备份卫星
系统建设也在积极推动。按计
划，明年将发射3到5颗卫星，确
保系统稳定运行。

在此基础上，后续还要进一
步深化发展下一代北斗系统。
冉承其介绍称，北斗四号系统会
在现在基础上有进一步的突破。
在星座上，未来考虑要把低轨星
座纳入，构建高中低轨的导航星
座。通过高中低轨星座的融合
以及跟移动通信、低轨通信的融
合，提供一张高精度、高可靠强
大的时空网。在建成以后，让全
世界用户都能享受到5厘米、2
厘米的定位精度、5毫米、2毫米
的定位精度。

“我们预计的目标是2035
年全面建成时空体系。到那时
候，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水下、地
面、室内、空中、深空甚至遥远的
太空，都有北斗，都有中国的时
空体系。俗话讲就是，无论你在
世界上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
有北斗、都有中国的时空体系给
你提供安全、可靠的时空技术。”
冉承其说。

据新华社、《南方都市报》

北北斗斗高高精精度度定定位位服服务务
已已进进入入大大众众手手机机
88个个城城市市开开通通车车道道级级导导航航应应用用

11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并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在会上表示，北斗系统精度超标时间实现从86.4个小时缩到
8.64个小时，运行实现分秒不断，通过各方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系统可用性在实际工
作过程中确保100%，未出现过影响用户使用的时段。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上半年，中国境内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中，有128款支持北
斗定位，出货量超1.3亿部，占上半年总出货量的98%以上。

北斗系统
示意图

在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一家企业的员工在检
测产品。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