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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雨後春筍 年產值突破4000億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

冉承其在3日發布會上透露，北斗終端芯
片28nm工藝芯片已經量產，22nm工藝
芯片即將量產。大部分智能手機均支持
北斗功能，支持北斗地基增強高精度應
用的手機已經上市。今年，中國衛星導
航產業產值有望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
，下同）。

十年來，中國自主研發的北斗芯片
尺寸不斷縮小，性能不斷提升，具備在
全球範圍展開競爭的實力和底氣。冉承
其在會上透露，目前國產北斗芯片、模
塊等關鍵技術全面突破，性能指標與國
際同類產品相當。支持北斗三號新信號
的28納米工藝射頻基帶一體化SoC芯片
（系統級芯片），已在物聯網和消費電
子領域得到廣泛應用。22納米工藝北斗
定位芯片即將量產。據悉，這將使北斗
能夠切入到無人機、自動駕駛、機器人
、物聯網等熱門應用領域，在全球範圍
內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們現在的水平應該是國際一流
，特別有信心把芯片做到又好又便宜。
」 冉承其介紹，中國企業參與研發後，
現在最便宜的芯片不到1美元。高精度板
卡，也從10年前十幾萬元人民幣降到了
3000元人民幣。

目前，北斗相關產品已出口120餘個
國家和地區，向億級以上用戶提供服務

，基於北斗的國土測繪、精準農業、
數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東盟、南
亞、東歐、西亞、非洲成功應用。

服務東盟多國服務東盟多國 助拓智能農業海運助拓智能農業海運

大公報記者 周琳北京報道

北斗續升級 下一站量子導航
今年7月，湖南省石門縣南北鎮連日降雨引發

大型山體滑坡，得益於高精度北斗地質災害監測預
警系統預警，附近居民及時安全轉移，無一人傷亡
。 「應用是北斗系統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冉
承其說，災害預警只是北斗的豐富應用之一。
助力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為珠峰 「測
身高」 ……北斗系統已全面服務交通運輸、
公共安全、救災減災、農林牧漁、城市治理
等行業。

目前，北斗已成為聯合國認可的四大全球
衛星導航系統之一，冉承其表示，衛星導航是人
類共有財富，北斗系統從建設之初，一直聚焦解決
和其他衛星導航系統間在信號層面互不干擾的問題
，並且要實現 「1+1>2」 的應用效益。

全球服務可用性99%以上
在性能指標方面，冉承其特意在發布會上用展

板展示稱， 「這張圖是2018年剛建成北斗基本系
統時的情況，圖中陰影部分是系統不能覆蓋的區域
，當時全球服務可用性為95%；如今北斗全球系
統建成後，在上面2020年的圖中，已沒有陰影，
全球服務可用性99%以上。」

冉承其表示，5G是未來生活的新標桿，將會
對時間和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5G和北斗衛
星導航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將進一步推動衛星導航
和新興技術的融合。他透露，中國即將要建設一個
天基的低軌星座系統，有望2025年前建成，屆時
全世界都會享受到北斗的厘米級定位服務。

衛星導航有天然的脆弱性，信號弱、容易被干
擾，在室內、水下等場所易受影響。關於北斗後續
的發展，冉承其介紹，2035年前，中國將建成更
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國家綜合定位導航
授時體系，為未來智能化、無人化發展提供核心支
撐，持續推進系統升級換代，融合新一代通信、低
軌增強等新興技術，大力發展量子導航、全源導航
、微PNT（定位導航授時）等新質能力，構建覆蓋
天空地海、基準統一、高精度、高智能、高安全、
高效益的時空信息服務基礎設施。

驗證量子安全「時間傳遞」
高精度的 「時間傳遞」 ，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使

用導航、定位等應用的核心技術。近年來， 「時間
傳遞」 的安全性越來越受關注，計算機網絡、金融
交易市場、電力能源網絡等系統都需要統一的時間
基準，如果這些系統遭受到數據篡改、信號欺騙等
惡意攻擊，引起的時間錯誤將會導致網絡崩潰、導
航失準等重大事故。

據新華社今年5月報道，中科院院士、中國科
學技術大學教授潘建偉與同事彭承志、徐飛虎等人
利用 「墨子號」 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在國際上首次
實現了量子安全 「時間傳遞」 的原理性實驗驗證，
精度達到30皮秒（1皮秒等於1萬億分之一秒）的
世界先進水平，為未來構建安全的衛星導航系統奠
定基礎。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物理》發表了
該成果。

隨着北斗系統第55顆衛星成功發射，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於7月31日正式開通
。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其在3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北斗三號系統
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全球服務可用性99%以上。未來還將推動與5G的融合，有
望2025年前建成低軌星座系統，屆時全世界都會享受到厘米級定位服務。北斗後續將大
力發展 「量子導航」 等新質能力，構建覆蓋天空地海的服務設施。

2025年前建成低軌星座 厘米級定位覆蓋全球

發展量子導航
定位上天入海

雖然量子定位技術將在未來憑藉其
高精度、抗干擾、保密性強和對場景的

強適應性等特點在眾多定位技術中脫穎而出
，但現階段，沒有任何技術能夠提供類似於GPS等

衛星定位系統的精度和全天候、全地域工作能力，並在
使用成本上與GPS相提並論。未來，量子定位技術與經典定

位技術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存。 大公報整理

能否取代GPS？
將量子信息與衛星定位技術進行結合，
利用衛星定位信號，借助量子糾纏特性提高信號
精度和傳播效率

利用地磁場的 「亞原子效應」 進行定位

量子慣性導航，利用敏感的量子態原子對外界的擾動進行測量，
推算出物體運動

量子導航主要技術路徑
1

2

3

無源定位
基於量子慣性器件實現導航的

量子定位系統，靠自身慣性器件實
現姿態調整與定位，不需要從
在軌衛星實時接收信號進
行測距和授時，屬於
無源定位系統

易受攻擊
當前GPS等衛星導航系統最常遇到攻擊為拒絕

服務攻擊和信號干擾。GPS欺騙者會假冒GPS衛星
的信號發送虛假數據，從而使終端設備無法獲得準
確的位置或根本無法獲得任何位置信息

無力穿障
在水下、隧道、掩體、室內等環境

中，衛星定位信號無法穿透水、建築物
和其他實體，從而無法進行衛星導航

地形干擾
電磁信號易受到大氣電離層和對流層的干

擾；在城市、山區等複雜環境下，由於建築物
、樹木、地形的遮蔽作用，信號存在非直線傳
播，導致不同環境下的導航效果存在較大差異

加強保安
由於量子具有測不準原理與不可
克隆原理，將量子定位系統與量
子密鑰協議結合，竊聽者無法獲
取位置坐標。一旦竊聽者截獲傳
輸信號，系統可以通過更換通信
頻率或通道繼續工作

衛星導航局限

使用量子導航

▲8月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成開通
有關情況。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新聞發言人冉承其展示 「全球
範圍北斗系統服務性能示意圖」 中新社

測速換算
量子羅盤安裝在車

船等交通工具上後，只
要有載體的初始位置，
它就可以根據測到的速
度變化計算出載體當前
所處位置，完全不依賴
外部信號

中韓推進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中韓經貿聯委會日前舉行第24次會
議。中國商務部官員3日透露，兩國
同意積極推進中韓自貿協定第二階
段談判，努力挖掘更多貿易領域和
潛力。

商務部亞洲司負責人稱，中韓
以線下面對面形式舉行會議，推動
逐步恢復政府間經貿領域交往與合
作，彰顯了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下中
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和意
志，向外界發出了中韓兩國堅定發
展雙邊經貿關係的明確積極信號。

該負責人表示，此次會議中韓
兩國達成了一系列共識。雙方同意
，繼續深入推動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與韓國 「新南方」 「新北方」
政策對接合作，積極推進中韓自貿
協定第二階段談判，加快編製《中
韓經貿合作聯合規劃（2021-2025
）》。雙方同意積極組織各類經貿
促進活動，支持兩國有實力、信譽
好的企業開展雙向投資。

在產業對接合作方面，中韓一致
認為要加強對接，共同推動以產業合
作帶動各領域貿易投資合作，培育
後疫情時代兩國經貿合作新增長點。

雙方還同意繼續加強在區域和
多邊框架下的溝通協調，推動年內
如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
談判，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2019年10月17日，中國─東盟北斗/
GNSS（南寧）中心在廣西南寧揭牌，冉
承其（右一）參觀該中心展示館 中新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今年
上半年，中國與東盟進出口總值達到
2.0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6%，東
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儘管新冠
肺炎疫情帶來一定影響，中國和東盟貿
易一如既往的強勁。中國衛星導航系統
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其說，中國已經開
始為部分東盟國家提供北斗導航服務，
將在現代化農業、數字化建設、智能港
口等方面促進東盟的經濟社會發展。

目前，北斗相關產品已出口120餘個
國家和地區，向億級以上用戶提供服務
，基於北斗的國土測繪、精準農業、數
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東盟、南亞、
東歐、西亞、非洲成功應用。東盟是中

國在北斗衛星導航領域開展全球合作的
重要區域。中國─東盟北斗科技城、中
國─東盟衛星導航國際合作聯盟、中國
─東盟北斗智能產業園、中國─東盟北
斗／GNSS（南寧）中心等合作項目和機
構相繼落地。

多年來，中國─東盟雙邊企業彼此
借助對方優勢，在自貿區範圍內配置資
源和技術，實現產業深度融合，產業互
補效益逐漸顯現。作為中國和東盟數字
合作的重要載體，中國─東盟信息港經
過近5年的建設，逐步成為以廣西為支點
的信息樞紐。

項目內已建成3條國際通信海纜、12
條國際陸地光纜和13個重要通信節點，
中國已與泰國、老撾等9個東盟國家建立
雙邊技術轉移工作機制。

量子羅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