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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19 日 ，以 大 美 山 河 为

背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与远征一号

上 面 级 托 举 2 颗 北 斗 导 航 卫 星 奔 向 太

空。壮美的巡航轨迹背后，是中国航天

人辉煌的奋斗历程。

北斗系统工程立项以来，已走过波

澜壮阔的 30 年。三十而立，星河璀璨，

梦想成真。作为“北斗母港”，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见证了“北斗”追梦

的壮丽征途。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指控

大厅内，“01”指挥员尹相原目光如炬。4

年前，第五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

务，由他担任“01”指挥员；这一天，同一

发射场，同一塔架，同一火箭，尹相原再

次以“01”指挥员的身份坐镇大厅。

这 一 天 ，他 见 证 了 又 一 个 历 史 时

刻 —— 第 五 十 九 、六 十 颗 北 斗 导 航 卫

星 成 功 发 射 。 入 网 工 作 后 ，这 组 卫 星

将在确保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精 稳 运 行 的 基 础 上 ，开 展 下 一 代 北 斗

系统新技术试验试用。

“北斗”与“北斗母港”结下不解之

缘。北斗组网的辉煌征途中，一代代西

昌航天人以攀登科技高峰、抢占航天阵

地制高点的决心与恒心，交出了矢志建

设航天强国的合格答卷。

吊装分队

“纵横齐八阵，舒卷引三军”

“吊装分队状态准备好！人员就位

好！可以开始吊装！”塔勤吊装分队指挥

员林国建清晰洪亮的声音，回响在西昌

发射场。

林国建有序指挥着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的吊装工作。这是他与“北斗”打交

道的第 24 个年头。

指挥过程中，林国建手中的一对红

绿小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定睛细看，

旗帜的手柄早已被磨损，旗面也染上了

浅灰的印记。

“纵横齐八阵，舒卷引三军。”谁能想

到，这么一对小小的指挥旗，曾先后握在

10 多名塔勤吊装分队指挥员手中，经历

过大大小小百余次任务，见证了中国航

天事业的跨越发展。

作为“金牌指挥员”，林国建曾手握

这对指挥旗，先后 40 余次担任航天发射

任务吊装指挥。他是西昌发射场的“时

光机”，更是“北斗”的“老朋友”。

1994 年，北斗一号正式立项。刚参

加工作的林国建成为一名航天人，从此

与“北斗”结下不解之缘。

2000 年 10 月，西昌发射场迎来发射

首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的历史性任务。

那时，林国建已经开始担任吊装号手。

他亲手为火箭挂上吊具，助力“北斗”顺

利腾飞。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轮岗学

习，林国建终于把吊装涉及的发射台、吊

车、空调等岗位摸得一清二楚，练就了全

系统工作能力。

2007 年，西昌发射场执行北斗二号

系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务时，

林国建已经走上了吊装指挥的岗位。他

手握这对指挥旗，用干净利落的手势，清

晰准确的口令，顺利完成吊装指挥任务，

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位“号手指挥

员”。

2020 年 6 月，第五十五颗北斗导航

卫星发射在即。彼时，林国建已是一位

成熟稳重的“老将”。临近发射阶段，工

作人员发现箭上设备出现异常，指挥部

紧急调整发射计划。

林国建立即把吊装分队号手、主操

作手召集到一起，组建临时攻关团队，展

开“头脑风暴”。他们边进行桌面推演，

边撰写方案，逐步逐项分解 100 余项动

作流程，罗列风险制约项……

经过连夜奋战，大家终于在天亮前

拿出星箭整体逆吊装程序方案，给所有

西昌航天人吃下一颗定心丸。

推迟一周后，卫星成功发射。吊装

分队助力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

署，创造了“北斗”发射 100%成功率的佳

绩。

星光璀璨，山河壮美。北斗一号、北

斗二号、北斗三号……北斗全球组网，一

颗颗卫星腾空而起，逐步建立起全球卫

星导航星座，为广大用户标定时间与空

间。从青涩稚嫩到成熟厚重，从吊装操

作手到“金牌指挥员”，30 年来，林国建

带领团队越走越坚实。

气象团队

“于无声处战风雷”

9 月 19 日 9 时 14 分，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与远征一号上面级托举的第五十

九、六十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西 昌 发 射 场 指 控 大 厅 内 ，代 表 胜

利 的“ 大 红 屏 ”下 ，人 人 喜 气 洋 洋 。 气

象系统指挥员杨本湘如释重负：“北斗

卫 星 入 轨 精 度 如 此 之 高 ，气 象 系 统 不

负众望！”

气象系统与发射场的缘分，还要从

一张特殊的手绘天气图说起。这是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建设后的第一张天气

图。这张图上，一段段线条和不同颜色

的标注，浸透着老一辈航天气象工作者

的心血和汗水。

“ 发 射 卫 星 ，不 怕 下 雨 ，就 怕 打

雷。”这是西昌航天人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 句 话 —— 升 空 的 火 箭 如 果 遭 遇 闪

电 ，就 有 发 生 爆 炸 的 风 险 。 如 果 推 迟

发射，火箭低温推进剂就要全部泄回，

风险极高，损失巨大。

西昌发射场位于一条峡谷中，三面

环山，是个略呈半封闭式的“小盆地”。

由于地形复杂，大气候、小气候互相交

织，对航天发射的影响很大。

气象团队负责人张滢告诉记者：“气

象保障直接关系着航天发射的成败。我

们的预报支撑着指挥决策，我们的能力

关系着任务进程。”

2011 年 7 月 27 日凌晨，北斗二号系

统第九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在即，场区

上空突然雷电交加。

火箭，发还是不发？这是一场无声

的战斗。

疑问，盘旋在发射场科技工作者脑

海深处；决策，酝酿在风雨雷电中。

重重压力下，指挥部把目光投向了

技术部气象系统的工程师们。

“发射前有 10 分钟雷暴间歇期，满

足发射最低气象要求，可以按时发射！”

气象专家江晓华挺身而出，凭借详细的

数据分析和多年气象工作经验，精准预

报雷电间隙。

指挥部果断决策，北斗卫星最终避

开了雷电威胁，赶在发射窗口末端起飞，

创下了恶劣气象条件下中国航天发射的

新纪录。

第三十三、三十四颗北斗卫星发射

前，同样遭遇突发强雷雨天气，气象团队

同样不负众望。临危受命，处变不惊，成

为气象团队的独特气质。

“心事浩茫连寰宇，于无声处战风

雷。”为火箭发射寻觅“天窗”的这群年轻

人说：“能见证‘北斗’的成长和发展，是

难得的幸运和荣耀。”

“迎着风云前行，才有可能抢在风雨

的前面；战斗在风雨当中，才有可能把准

风雷的脉搏。”这是气象工作者们加速奔

跑的动力和自觉。

数十年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气象

系统的工作人员，从“有雨天边亮，无雨

顶上光”等当地气象谚语学起，发展到建

起立体式气象观测网络，应用信息化数

据分析技术，为航天发射提供气象保障

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把脉风云雷电，守望飞天窗口。虽

然有了高科技，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

气象团队，依旧坚持着手绘天气图的老

传统。那张泛黄的天气图，时刻激励着

他们向天图强、再立新功。

雷达电子团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雷达跟踪正常”“信号稳定，锁定正

常”……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升空后，指

控大厅里传出此起彼伏的报告声。这些

“监护”着航天器飞天的雷达设备，像是

无形的“风筝线”，无论航天器飞得多高、

多远，一举一动都能尽收眼底。

黔中大地，矗立着一部已经退役多

年的某型测量雷达。它的天线依旧指向

遥远的太空，像是追忆着一段段不平凡

的岁月。

1984 年 4 月 8 日，长征三号火箭搭

载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腾空而

起，开启了我国使用自己的通信卫星进

行卫星通信的新时代。这举国欢庆的成

绩背后，就有这部雷达的身影。第一次

参加重大卫星发射跟踪测量任务，这部

雷达首战告捷。

在这部功勋雷达服役的历程中，惊

心动魄、争分夺秒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

次与“北斗”并肩作战的经历让航天人津

津乐道。

2003 年 5 月 25 日，我国第三颗北斗

导航试验卫星发射在即。然而，承担火

箭飞行主动段跟踪测量的雷达设备中，

有两部都出现故障。

如果火箭飞行主动段缺乏有效的

雷 达 跟 踪 数 据 ，势 必 会 影 响 整 个 任 务

成 败 。 这 意 味 着 ，这 部 功 勋 雷 达 必 须

独立完成火箭飞行主动段全覆盖跟踪

观测。

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这部功勋

雷达顶住了强大的载荷压力，始终保持

着最好的跟踪观测状态，数据接收和轨

迹观测没有出现一点瑕疵，实现了“北

斗”的数据精准跟踪。

“ 雷 达 发 现 目 标 ”“ 雷 达 跟 踪 正

常”……当调度传来任务圆满成功的消

息，所有参试工程师欢呼鼓掌，喜悦洋溢

在每个人脸上。

随着雷达新技术的突破和新型雷达

设备的研制成功，这部功勋雷达“功成身

退”。在服役近 30 年的岁月中，它见证

了卫星观测事业的艰难起步和蓬勃发

展。如今，它成为所在单位航天史长廊

的第一景观，为后人无声讲述着航天人

的拼搏之旅。

加注分队

“冰与火之歌”

当冰冷的燃料与火箭的烈焰相遇，

会奏响怎样的乐章？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燃料加注

分 队 的 队 歌 中 这 样 唱 道 ：“ 凉 山 的 腹

地，航天的摇篮，我们在这里写下人生

的志愿……”

火箭的主要燃料之一液氢，是一种

高危燃料，如果发生泄漏，一根针从桌子

上掉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将它引爆。常

规燃料四氧化二氮，则具有强烈腐蚀性，

挥发后冒着滚滚黄烟，令人不寒而栗。

“冰与火之歌”，壮美而危险。因此，

火箭加注分队被人们称为“刀尖上的舞

者”。

望着第五十九、六十颗北斗卫星顺

利升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王耀萱脸上

露出微笑。他曾任火箭燃料加注分队指

挥员，带领这支年轻的团队顶“风云”、托

“嫦娥”、举“北斗”，为火箭腾飞“加油”。

“每次发射都有窗口，一旦出现故

障 耽 误 进 程 ，会 给 火 箭 和 卫 星 造 成 极

大威胁。”王耀萱双眼微眯，思绪飘回 4

年前——

2020 年 6 月 15 日晚，发射第五十五

颗北斗导航卫星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在临射前测试过程中，排查出设备异

常。

要重启发射任务，必须先将已经加

注的近 400 吨火箭燃料安全泄出。

燃料泄出，比加注危险百倍！关键

时刻，王耀萱和队友们连续 3 天反复研

究推进剂泄出技术难点，分析阀门、管道

等设备设施状态，多次组织泄出演练，把

泄出方案细化到分钟级，精确到每一个

动作、每一句口令，力求将风险降到最

低。

6 月 19 日 8 时许，泄出氧化剂的攻

坚战打响。第一个上塔实施前端操作的

是 周 习 震 。 他 与 队 友 江 一 帆 担 任“ 尖

刀”，负责打开连接加注管路的第一道球

阀。

“我是党员又是业务骨干，不去打开

第一道球阀，我不放心，更不安心。”周习

震说。

“ 开 始 泄 出 ！”听 到 指 挥 员 王 耀 萱

的 口 令 ，周 习 震 双 手 紧 握 住 加 注 阀 门

控制扳手，使出最大力气稳住扳手，缓

缓顺时针旋转 30 度，随后俯身，用耳朵

紧 贴 着 管 道 ，静 静 地 听 氧 化 剂 流 动 的

声音……

6 个小时后，加注分队的党员突击

队，顺利完成氧化剂泄出任务。

“再危险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干。”这

是加注分队的座右铭。

历经千锤百炼的考验，他们将自己

锻造成万里挑一的“加注工匠”；秉持精

益求精的态度，他们用匠心守护一颗颗

“北斗”飞向太空。

6 月 23 日，伴随着轰鸣巨响，推迟一

周发射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第

五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直冲云霄。

党员突击队队员在本次任务中曾穿

过的一套加注防护服，如今静静躺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里。这套特

殊的防护服，为人们讲述着最美“逆行

者”的奋斗故事。

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星”遨游太

空，这支加注分队不断成长，从 70 后 80

后 的 技 术“ 领 头 雁 ”，到 90 后 00 后 的

“生 力 军 ”，他 们 在“冰 ”与“火 ”的 碰 撞

中 绽 放 青 春 之 花 ，在 浩 瀚 太 空 中 筑 起

航天丰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立项30周年之际，一起聆听“北斗母港”航天人的奋斗故事—

三十而立 梦想成真
■彭少康 张光祖 黄国畅 本报记者 王凌硕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自古

以来，北斗星犹如天河中的一座灯塔，

指引人们辨明方向。如今，在浩瀚星空

之中，颗颗“中国星”熠熠生辉，造福千

家万户，这就是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简称“北斗系统”）。

1994 年，中国开始研制独立自主的

卫星导航系统，拉开了我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建设的序幕，中国北斗“三步走”

开始迈出第一步。被命名为“北斗”的

卫星导航系统，承载着航天科技工作者

们对浩瀚宇宙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国人

对茫茫太空探索与追寻的努力。

2000 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 2 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北斗卫星导

航试验系统（即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

投入使用。2003 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又成功发射了第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

星，进一步增强了系统性能。北斗一号

系统的建成，使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实现

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

的国家。

2007 年 4 月，北斗二号系统第一颗

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攻克一

道道技术难关后，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

斗二号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

站在“前两步”的肩膀上，中国北斗

的“第三步”迈得更加坚定，航天人扎实

推进攻关研制与发射任务，决战决胜全

球组网。2017 年 11 月，完成北斗三号

系统首批 2 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在轨

部署，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按下快进键。

2020 年 6 月，第五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

发射成功，至此，由 24 颗中圆地球轨道

卫星、3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 3 颗倾

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构成的完整星座

完成部署。

2020 年 7 月 31 日，习主席宣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这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

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为全球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重大

标志性战略成果。

完 成 全 球 组 网 以 来 ，北 斗 三 号 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始终向全世界提供着

高稳定 、高可靠 、高安全 、高质量的时

空 信 息 服 务 。 4 年 多 来 ，系 统 运 行 稳

定，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质量广获全球

用户好评。如今，北斗系统除了提供

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之外，还能提供全

球 短 报 文 、区 域 短 报 文 、国 际 搜 救 服

务 、精密单点定位 、星基增强 、地基增

强等服务。北斗系统的高精度服务，

正像水 、电一样，成为触手可及 、随需

而用的公共服务。

30 年来，中国北斗“三步走”，越走

越坚实，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

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越，走过了极不

平凡的征程。

回 首 来 路 ，风 云 激 荡 ；展 望 未 来 ，

无限可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复兴的新征程上，科技工作者

将坚持不懈大力弘扬“自主创新、开放

融合 、万众一心 、追求卓越”的新时代

北斗精神，在维护好北斗系统在轨稳

定运行、发展好北斗应用的同时，继续

为建设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

的综合时空体系而不断探索，在接续

奋斗中为发展航天事业 、建设航天强

国再立新功。

“ 北 斗 ”30 年 追 梦 之 旅
■张天顺 本报记者 王凌硕

左图：9 月 19 日 9 时 14 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与远

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十九、六十颗

北斗导航卫星。

杨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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