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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近的发展 

 

1. 根据大会第 76/76 号决议，小组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近的

发展”的议程项目 10，并回顾了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导航卫星委员

会）有关的事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领域最新的发展以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新应

用。 

2.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巴基斯坦、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

和美国的代表在议程项目 10 下作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过程中，其他一些成

员国的代表作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3. 小组委员会听取了由中国代表作的题为“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展”的技术专

题介绍。 

4. 小组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关于 2021 年在导航卫星委员会工作计划框架内开展

的活动情况报告（A/AC.105/1249）和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9 日在乌兰巴托举行

的联合国/蒙古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应用讲习班的报告（A/AC.105/1252）。 

5.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导航卫星委员会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领域通信与合作的一

个重要平台，特别是在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以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频

谱保护和干扰检测领域。 

6.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作为导航卫星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处，继

续在促进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

主办了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导航卫星委员会第十五次会

议和 2021 年 9 月 27 日和 10 月 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供应商论坛第二十四次会议。 

7. 小组委员会赞赏外空厅通过能力建设和信息传播举措，努力推广对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的使用，特别是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使用。 

http://undocs.org/A/RES/76/76
http://undocs.org/A/AC.105/1249
http://undocs.org/A/AC.10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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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组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通过导航卫星委员会，所有供应商已商定了题为“可

互操作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空间服务量”的第二版出版物（ST/SPACE/75/Rev.1）

中列出的信息，并商定了关于继续开发、支持和扩大多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空间服

务量概念的一些建议。这将能够改进飞出地球同步赤道轨道以外的未来空间运行导

航，以及甚至是月球飞行任务的导航。 

9.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美国继续通过整合下一代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第三代组

网卫星（GPS Block III）来升级其全球定位系统的能力和服务，这些卫星除了发送

L2C、L5 和 L1C/A 信号外，还播送新的 L1C 信号。注意到 2021 年发射了两颗 Block 

III 卫星，使在轨 GPS Block III 卫星总数达到五颗，并随着现代化工作的推进，未

来几个月和几年还将有更多的卫星投入使用。除了增强空间段之外，美国还继续努

力升级 GPS 的地面控制系统，以支持 Block III 和 Block IIIF 卫星形成的新能力。注

意到正在分阶段开发新的 GPS 下一代操作控制系统，随着新系统推出工作完成后，

可望为所有用户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更强的能力。 

10.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美国打算通过提高最先进卫星的性能，继续改进 GPS 的

精确度和信号覆盖率。美国打算继续免费播送 GPS 信号，不直接向用户收费，并

致力于继续保持 GPS 作为新兴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柱。 

11.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2021 年，俄罗斯联邦启动了一项新的维护、开发和使用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格洛纳斯）的联邦 10 年计划。第四代卫星 GLONASS-K2 型号，

计划于 2022 年发射，除传送 L1 和 L2 无线电频段的频分多址（FDMA）信号外，

还将传送 L1、L2 和 L3 无线电频段的码分多址（CDMA）信号。到 2030 年，将至

少发射 18 颗此类卫星，这些卫星由于其空间信号的用户测距精度，将可提供 30 厘

米的平均用户等效距离误差。 

12.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差分校正和监测系统作为格洛纳斯系统的增强服务继续

得到更新，并将用于民用航空，以提高导航精度。注意到下一步将是部署由倾斜地

球同步轨道六颗卫星组成的格洛纳斯系统高轨道空间综合网。这些卫星将发射三组

CDMA 信号，可在北极区域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等困难地形中提高格洛纳斯系

统服务的精确度和信号覆盖率。 

13.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星座已继续得到改进和扩大其应

用。注意到根据全球监测和评估系统的测量，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全球范围水

平定位精度约为 1.52 米，垂直定位精度约为 2.64 米。关于卫星增强服务，注意到

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在准备进行卫星至地面整体工程的测试和评估，定位精度、报警

时间、完整性风险和其他指标已达到要求。同时，就地面段的增强系统而言，已在

中国境内为工业和公共部门用户提供了实时厘米级和事件后毫米级的高精度服务。 

14. 小组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使用短信服务通讯而群发至移动电话的大众警报已

完成测试和验证，将大规模推广应用。还注意到北斗系统接收机和搜救服务将通过

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一项探测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紧急标识的全球标准作为支持。 

15.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欧洲联盟的欧洲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提供精确的定位

和授时信息，其数据用于广泛的各种应用。 

16.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印度在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作为其卫星导航方案的组成部

分：借助 GPS 的地球静止轨道增强导航系统（静地轨道增强导航系统）和印度区

http://undocs.org/ST/SPACE/75/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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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导航卫星系统，也称“印度星座导航”（NavIC）。静地轨道增强导航系统是一个

基于卫星的增强系统，提供民用航空应用所需的更精确定位精度。NavIC 已开设作

为一项独立的区域卫星导航服务，并已向公众公布了 NavIC 空间信号界面控制文

件，以便能够生产用户接收机。 

17.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2021 年，印度努力制定国际电工委员会基于 NavIC 的

船载接收机设备标准。注意到基于 NavIC 的生命安全警报发送系统已投入运作，为

渔民提供关于灾难来临中的警报。印度还开发了一套使用 NavIC 的遇险确认系统，

将于不久后投入使用。 

18.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正在运行的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也称“引路号”系统）

是一个由四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准天顶卫星系统目前提供三类服务：GPS 补充服务，

发送来自卫星的测距信号；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增强服务，通过准天顶卫星系统提供

误差校正服务；以及短信息服务，帮助减少灾害风险。注意到 2021 年发射的 QZS-1R

卫星正在进行在轨测试，将于 2022 年 3 月投入服务。 

19. 小组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2021 年，准天顶卫星系统已被国际海事组织批准

为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注意到日本目前正在以称作轨道和时钟分

析多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高级示范工具的精确定点定位技术为基础，为高精度应用

开发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增强服务，并为亚洲及大洋洲区域开发一项预警服务，这两

套服务系统将于 2024 年投入使用。 

20.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大韩民国目前正在开发一种基于卫星的增强系统，即韩国

增强卫星系统，该系统在 2022 年完成后，将在 2023 年开始提供生命安全服务。还

注意到韩国定位系统作为一套区域卫星系统将在朝鲜半岛上空提供精确定位导航

和授时服务。第一颗卫星将于 2027 年发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将于 2035 年开

启。 

21.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巴基斯坦报告了各自的项目

和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的重点是协助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应用推广至尽可能广

泛的用户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