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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凌晨，第四十六
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作
为北斗三号第二颗倾斜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 英文缩写 IGSO
卫星， 也被业内人士亲切地称
为“爱星”。 它将定位在高轨道
上， 以更广的区域、 更高的精
度， 增强北斗三号整体技术指
标。

在世界主要卫星导航系统
纷纷以单一轨道卫星部署星座
的背景下，中国北斗独树一帜，
开创性地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
成混合导航星座。那么这颗“爱
星”有何不同？北斗导航卫星的
布局究竟有哪些讲究？ 记者采
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有
关专家。

目前， 北斗三号已成功发
射了 21 颗卫星， 包括 18 颗
MEO 卫星（中圆轨道卫星，因
小巧灵活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萌星”）、1 颗 GEO 卫星（地球
静止轨道卫星， 也被称为“吉
星”）和 2 颗 IGSO 卫星（倾斜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也被称为

“爱星”），此次发射的第四十六

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的
第二颗“爱星”。

航天五院的专家告诉记
者， 正如棋子落在纵横交错的
棋盘上， 这三类卫星在不同的
轨道上坚守着岗位。“萌星”是
全球组网的主力， 不辞辛劳地
绕着地球满场跑着， 让自己的
星下点轨迹不停地画着波浪
线， 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
区域；“吉星” 则始终随着地球
自转而动，时时刻刻“高照”祖
国；“爱星” 则像辛勤的蜜蜂一
样， 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
聚焦亚太地区跳 8字舞。

众所周知，“中国 -亚太 -
全球” 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三步走路线。在前两步中，北斗
需要锁定中国和亚太地区提供
服务，“吉星”和“爱星”显然更
有优势，而“萌星”则不太经济
实惠， 况且当时星上的很多关
键技术尚未突破。 但这并不意
味着完全放弃“萌星”，必须经
实践验证后，最终迈向全球。

北斗一号卫星总设计师范
本尧院士说：“系统一下建那么

大（全球组网），需要大量的时
间和资金。当时刚刚改革开放，
用户集中在国内、 周边。 因此
‘先区域、后全球’的技术途径
很正确，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
国特色。 ”

为此， 航天五院的北斗人
首 次 建 成 了 GEO/IG-
SO/MEO混合星座，以最少的
卫星数量建设了集基本导航、
位置报告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
北斗二号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专家表示， 这种技术体制
可以高效构建区域系统， 兼顾
拓展全球系统。 在北斗二号系
统的建设中，通过发射 4 颗“萌
星”并在轨运行，逐步攻克了一
系列瓶颈问题。因此，当北斗开
启全球组网征程后， 跃升为主
力的“萌星”得以大显神威。

此时的“吉星”和“爱星”不
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而且还
将承担配合“萌星”、显著增强
北斗三号整体技术指标的职
责， 为未来的北斗之路进行拓
展和验证。

/新华社

火箭升空飞行 20 多分钟
后，作为唯一海上测控点，远望
3 号船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
大洋深处及时发现并成功捕获
目标。 两套船载航天测控设备迅
速接收到火箭遥测参数，同时对
火箭及卫星开展测量工作，并准
确向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发送数据。

记者在海上测控现场看到，
整个测控过程持续约 9 分钟，海
上测控为火箭三级二次关机、星
箭分离等一系列关键动作提供
了有力测控支撑。

远望 3 号船党委书记董相
奎说：“这次发射的是北斗三号
系统的第 21颗组网卫星、 第二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面对
单船执行海上测控任务，为确保

万无一失，我们全面学习了同类
型任务的经验成果，开展任务重
点难点分析、 设备动态性能测
试， 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有效提升了参试人员能力水平，
为任务圆满完成打下了坚实基
础。 ”

远望 3 号船是我国第二代
远洋航天测量船，主要担负对火
箭高中低轨卫星、飞船等目标的
海上测控通信任务。这次海上测
控是远望 3 号船今年第二次执
行北斗型号任务。 任务完成后，
远望 3号船踏上归程。

今年 3月 13日至 5 月 5 日
出航期间，远望 3 号船圆满完成
了天链二号 -01 星和北斗三号
IGSO-1 卫星两次海上测控任
务。 /新华社

北京时间24日22时许，时差
比国内早几个小时的南太平洋
任务海域， 远望3号远洋航天测
量船正在匀速直线航行。全船工
作人员各就各位， 进入4小时准
备的工作状态。又一颗北斗导航
卫星即将发射。

甲板上巨大的雷达天线徐
徐转动，控制中心的调度声此起
彼伏， 仪器上的指示灯红绿闪
烁。 全船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着，
对 中 国 第 46 颗 北 斗 导 航 卫
星———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发射入
轨展开海上测控。

作为本次发射任务唯一的
海上测控点， 远望3号船从出海
远航到抵达任务海域，十几个日
夜精心准备，测控、通信、航海、
动力等各系统齐心协力、默契配
合，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只待火
箭升空、北斗导航卫星飞临。

在控制中心，随船出海的中
国卫星海上测控部及船上相关
负责人聚精会神，迎接即将到来
的测控任务；调度员和技术人员
全神贯注，进行着最后的状态检
查和复核确认。

“点火！ ”“起飞！ ”25日02时
09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
着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从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犹如一条巨
龙冲向云霄。

“天线指向等待点！”“一分钟
准备！”“各号（船载各测量通信设

备）按照预案捕获跟踪目标！ ”调
度员丁馨果断地下达了口令。

在USB（S波段统一测控）机
房———海上测控最主要的设备
机房， 充满着紧张而有序的气
氛，每个人都在密切注视着各自
的设备状态。

当火箭升空飞行约21分钟后，
雷达信号指示出现第一次跳跃。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调度
员张炜立即用洪亮的声音报告。
随着信号跳动越来越频繁，并趋
于稳定，雷达主操作手第一时间
完成捕获跟踪。

“长江三号主跟踪！ ”调度员
自信中带有一丝欢悦，再次向上
报告。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 ”“长
江三号遥外测信号正常！ ”。

在铿锵有力的报告声中，人们
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轻松， 对设备
状态的专注依然没有丝毫松懈。
事后经远望3号船船长倪留国介
绍， 目标捕获是海上测控过程中
不确定因素最多的环节， 成功捕
获意味着任务成功已基本在握。

“火箭三级二次关机！ ”“火
箭末速修正关机！”“星箭分离！”

在远望3号船实时监测下，
北斗卫星按照预定程序进入初
始轨道， 并顺利完成对日定向、
姿态调整等一系列动作。火箭和
卫星相关遥测参数及状态，通过
远望3号船实时发送至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确保了对火箭发射和卫星入轨
全过程的测量与控制。

“长江三号脱离跟踪！ ”
显示屏上的卫星信号从人

们视线中消失。全船响起热烈的
掌声，欢乐和荣耀绽放在每个人
的脸上……

从卫星出地平线到脱离跟
踪， 整个海上测控过程持续约9
分钟， 为火箭三级二次关机、星
箭分离等关键动作提供测控支
撑，顺利护送第46颗北斗导航卫
星入轨。

“全速返航！”在朝霞中，船长
一声令下， 顺利完成测控任务的
远望3号船踏上归程。 /新华社

远望3号船顺利护送
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入轨

北斗三号第二颗IGSO卫星升空

这颗“爱星”有何不同？
9 分钟的海上传奇
———远望3号船护送北斗导航卫星入轨记

北京时间 25 日 02 时 09 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第 46 颗北斗导航卫星。 远望 3 号船在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圆满完成卫
星发射的海上测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