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中国的北斗，世
界的北斗”，随着北斗全球组网
的完成和应用的普及，我国正
积极推动北斗“走出国门”。这
是9月21日在郑州举办的中国
北斗应用大会暨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第十一届年会传出
的消息。

2020年 6月，第 55颗北斗
导航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完成
全球部署。7月，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北斗
事业进入全球服务新时代。

北斗全球组网的完成为北
斗“走出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
在本届大会高端论坛上作的
《论空天信息智能服务》报告
中提及，北斗是最具通信、导
航和遥感一体化全球性优势
的PNT（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基
础设施。

“功能多、精度高和技术特
别是北斗的三大技术特点。”
李德仁提出。在通信领域，北
斗具备全球性双向短报文通
信、中国周边大容量高并发双
向报文通信及星间链路双向通
信的能力。在遥感领域，北斗
兼具主动式遥感和被动式遥感
功能。

自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开通服务以来，系统在
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地区推广
使用。现在，北斗规模应用已经
进入市场化、国际化的关键阶
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与中
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展开合作。

今年2月5日，中俄双方有
关部门和企业签署了关于北斗
和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时间互操作的合作协议，标志
着中俄卫星导航合作进入新
阶段。

2021年，北斗国际合作成
果也是非常丰硕。去年 11月，
北斗“走出去”的两件大事引发
关注：11月 5日，以“创新·合
作·开放·共享”为主题的第一
届中非北斗合作论坛在北京成
功举办。本届论坛包括 8位部
长、8位驻华大使在内的近 50
个非洲国家政府机构及企业代
表参加，对北斗全面走进非洲、
深化中非北斗合作具有重要的
意义。11月 30日，中俄总理第
二十六次定期会晤筹备期间，
中俄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
路线图。9天后，12月 8日，以
“应用北斗、共享共赢”为题的
第三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在北
京举办。论坛期间，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
合作行动计划，有助于深化双
方在卫星导航领域的合作。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今年 3月发布消息称，经
全球连续监测评估系统实测，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定
位导航授时服务全球范围性能
指标先进、亚太区域性能更优，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
流的北斗”发展理念正一步步
变成现实，系统进入持续稳定、
快速发展新阶段。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监测大坝形变、智能车辆导
航、帮珠峰测身高……目前，北斗
系统已全面服务于交通运输、公
共安全、应急管理、农林牧渔等行
业，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基础
设施，广泛进入大众消费、共享经
济和民生领域，产生了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
长于贤成表示，2022年上半年，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向好，相关企
业总体营收水平和盈利能力不
断提升，产业链各环节均衡发
展，上游基础器件、中游终端
和系统集成以及下游运营服
务等各环节的产值均有不同程
度增长。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北斗
时空技术研究院对我国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的北斗应用发展情
况进行了长期跟踪和研究分析，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2022年上半
年，行业领域北斗系统应用总量
不断攀升，大众消费领域支持北
斗的产业出货量持续增长。2022
年1月至6月，以智能手机为代表
的北斗大众消费领域应用数量近
1.4亿台，其中支持北斗的智能手
机出货量超过1.3亿台。

今年上半年支持北斗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超1.3亿台

北斗与河南再次相约
将为郑州带来哪些机遇？
——2022中国北斗应用大会后记

自古以来，北斗七星就是中国人辨明方向、把握时节的坐标。如今，仰望星空，由55颗
人造卫星组成的新北斗“星座”更是赋能各行各业，为人民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9月20日至22日，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十一届年会在郑
州举办。一场场来自国内顶尖专家的高端对话，一项项科技前沿的最新成果，一个个“北
斗+”创新和“+北斗”的应用，让我们看到北斗系统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开启无限可能。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北斗系统发展进入新阶段
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

在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展览会上，一架机身长 1.6米、机
翼宽3.12米的固定翼无人机吸引
了现场观众的关注。“这架基于北
斗应用的无人机，利用北斗系统
的高精度导航和短报文功能，能够
有效开展森林防火巡逻，进行精准
定位，拍摄实时画面，效率高、效果
好。”据航天宏图总工程师袁亮介
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森林
防火、天然林保护等方面。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早已将
北斗、地理信息和计算机管理技

术相结合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使北斗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好帮
手。合众思壮研发的惠农“蓝精
灵”北斗导航自动驾驶模块，可以
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的赋能下自
动控制方向盘实现精准作业，位
置误差小于4厘米。“依托北斗高
精度定位，融合农机控制算法，可
以实现高精度控制，提高效能的
同时降低燃油消耗。”现场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而北斗天汇创新技术应用的
北斗短报文手表，更是将北斗技

术应用于人们“手上”。该手表实
现“向上捅破天”的双向报文通
信，一次最长可达 1000个汉字或
十几秒语音，同时实现位置、心率、
血氧、体温和环境温度等信息一键
上报，为应急救援、地质勘探、森
林消防、野外驻训、户外旅游等复
杂救援提供了重要保障设备。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
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表
示，建设北斗系统的目的就是要
让航天技术走进千家万户，服务
百姓生活。

作为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
域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行业
盛会，中国北斗应用大会继 2019
年、2021年之后第三次花落郑
州。“这是蓬勃发展的北斗产业让
彼此结下深厚的缘分，也体现了
郑州大力发展北斗产业的信心和
决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
会长、秘书长刘大可表示。

近年来，郑州市高度重视北
斗应用产业，积极发展5G及北斗

相关产业，稳步推进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推广5G及北斗场景
应用，推动北斗导航应用产业高
质量发展。出台了《郑州市 5G
及北斗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25年）》，抢抓国家“新基建”发
展机遇，按照“5431”发展路径
加快培育 5G及北斗产业，努力
打造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 5G产
业发展先行区、创新应用示范
区和北斗产业集聚发展高地，

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
产业支撑。

此外，把以精密测量为重点
的北斗应用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
一的郑州高新区，在本届年会筹
备期间共走访洽谈北斗相关企业
百余家，明确签约项目 20个，并
在大会开幕式上集中签约，总金
额 51.8亿元，切实将行业盛会同
产业培育深度融合，形成了以盛
会促发展的办会典范。

本报讯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在北斗三号全球系
统开通已满两年之际，9月 22
日，恰逢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中
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十一
届年会在郑州盛大开幕，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新品发布区，科普
漫画图书《漫画卫星导航之问》
现场发布，并引起参会者关注。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
长于贤成，郑州高新区产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军亮，
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专家
委主任、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李
广云，以及郑州四中和郑州中
学、航天宏图北斗应用技术研
究院等单位领导和嘉宾出席发
布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子卿为
此书作序，他提到：“导航事业

的蓬勃发展，维系于导航知识
的普及与导航技术的传承。本
书融科普与故事于一体，寓科
学于故事之中；说时间隧道穿
越和纣王复活故事，寓意北斗
系统的神奇。这些都是科普读
物写法的有意义尝试。当今时
代呼唤涌现更多更好的科普读
物，少年儿童更加需要优秀的
科普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测绘导航
科普漫画丛书编委会主任李广
云教授带领团队力争将科普工
作做到可读性、指导性、趣味
性、知识性、收藏性融为一体，
在“润物无声”中激发广大青少
年对科技类图书的兴趣，使他
们更加热爱科学、投身科学、创
新科学。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科学普及 要从少年做起
科普漫画《漫画卫星导航之问》在郑发布

支持力度加大 助推产业发展 我国基本形成北斗产业应用体系

北斗远在天外 应用近在身边 看北斗如何应用于千行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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