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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航天科技集团获悉，我国新一代载
人运载火箭研制已完成多项试验，取得新进
展。其中，三级发动机整机试验圆满完成，验证
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多机并联、箱底传力
关键技术的重要试验也顺利完成。

试验中，发动机按预定程序起动，主级
工作平稳并按程序正常关机，继完成首次长
程点火试验后再获成功。本次试验创造了
低压火炬点火氢氧发动机高工况模式下单
次点火时长最长的纪录，验证了发动机及组
件状态、火炬点火系统工作可靠性等。这一
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研制任务正稳步推进。

此外，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多机
并联静动联合试验也于近日完成，试验结
果有力支撑了该型火箭研制顺利转入初样
阶段。

本次试验是验证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多机并联、箱底传力关键技术的重要试
验，是型号转入初样研制阶段的标志性工
作。据负责人介绍，该试验圆满完成标志着
我国首次突破大载荷静动联合试验技术，是
试验方法和试验能力的一次创新，为我国新
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采用多台大推力发动机并
联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基础级模块直
径为5米，安装多台120吨推力的发动机。据
科研团队设计师介绍，大推力发动机多机并联
技术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采用，是我国新一代
载人运载火箭需要深化攻关的关键技术之
一。为分析解决该问题，验证设计方案的有效
性，技术团队设计实施了此次多机并联静动联
合试验。

近日，北斗高精度应用技术取得新突破，我国自
研六大底层技术正式发布，这些技术代表了我国在全
球卫星导航领域实现对多个世界级技术难题的突破，
以及在北斗产业自主可控技术之路上的努力。

六大底层自研技术包括：高可用星地一体融合技
术、多层次大气建模算法、快速收敛星基增强技术、全
链路完好性技术、高性能分布式应用框架、云端一体
开放时空服务协议。

自研多层次大气建模算法

地球大气层内的电离层是干扰卫星定位精度的
“头号元凶”，随着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到来，电离
层变得更加活跃。

多层次大气建模算法，基于业内独有的覆盖不同
地理环境、大气环境等在内的多维度时空数据，运用
自适应调优、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手段，形成了适配
电离层等多场景的算法模型，保证电离层活跃期间，
仍然能够获得精准的电离层建模结果，从而在业内率

先推出包括算法优化、云端协同、电离层实时感知等
在内的电离层扰动解决方案，保障用户始终得到精
准、连续、可靠、安全的高精度定位服务。

自研快速收敛星基增强技术

在海上、沙漠、边境等通信网络较差的地区，星基
增强PPP（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可以继续提供高精度定
位服务。但传统的PPP技术通常需要十到几十分钟不
等的初始定位时间才能收敛到厘米级的精度。千寻位
置通过自研无区域站快速收敛星基增强PPP算法，在
不依赖卫星导航区域加密站、无需大气产品辅助的情
况下，在1分钟内就可以让智能终端快速获得厘米级高
精度定位结果，最快可在几十秒达到收敛。

自研高可用星地一体融合技术

为了解决高精度定位服务“不掉线”的问题，星地
一体融合技术规避了单一技术和节点异常造成的服
务不可用风险，实现多链路瞬时厘米级定位及99.9%
高可用率。同时，在终端层面无需高成本硬件，即可
实现上万元专业测量设备定位效果。

自研全链路完好性技术

定位感知层面，给予绝对位置信息的卫星导航定
位数据如果出错，终端能不能像人类一样及时发现并
自主判断，避免事故发生？

全链路完好性技术结合高精度应用需求进行了

面向完好性的全系统设计、算法研发和工程实现，实
现了从卫星地基增强站到用户接收端的全链路完好
性，完成了500多项技术指标的攻坚。

自研高性能分布式应用框架

数以亿计的物联网终端对时空数据需求愈来愈
大，数据处理量堪比电商“双十一”、春节火车票抢
票。高性能分布式应用框架将一个庞大的计算任务
划分为若干个小任务，分布在上百台机器同时进行解
算，最终产生全国几十万的网格数据，解决了站点接
入有限、服务稳定性不足、播发实时性不足等问题。

自研云端一体开放时空服务协议

传统的卫星导航信号，并不具备与互联网云端交
互的能力。云端一体开放时空服务协议把单向播发
的导航定位服务变成双向交互的时空智能服务，让各
类终端与云端有了“对话”的基础，进而
获取更丰富的时空数据服务、设备
管理服务、智能分析服
务等，让终端在线、服
务化、智能化，定位结
果越算越准。

近日，中国气象局出台《大气本底观测业务质量提
升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大气本
底站的观测质量处于全球同类站点先进水平。目前，
我国大气本底观测业务体系已基本建立，业务能力逐
步提高，数据应用效益日渐显著。“十四五”时期，我国
将在现有的7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和即将建成的广东新
丰国家大气本底站的基础上，在胶东半岛、黄淮、四川

盆地等区域选址新建8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实现16个
气候系统关键观测区国家大气本底站全覆盖。

《方案》提出，今后，我国将强化大气本底观测业务
运行管理，提升业务运行监控能力、观测计量标校业务
能力及观测装备保障能力；强化大气本底观测业务质
量管理，重点提升温室气体观测业务质量；优化大气本
底观测业务管理体制机制。

六大底层技术
助力北斗高精度应用技术取得新突破

■ 窦筠韵 张峻赫

本报讯（记者 沈静 张廉）8月1日，记者从两江
新区了解到，京东方（重庆）创新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
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正加紧作业，抢抓施工进度，计
划于年内亮相。

记者现场看到，目前项目所有大楼主体及二次
结构基本完成，现已进入幕墙安装与装饰装修阶
段。大楼外部不少“蜘蛛侠”站在吊篮内，进行外
立面幕墙施工。与此同时，项目园林施工中也在
进行中，工人们正进行着场地平整及绿植维护等
工作。

据了解，目前项目共投入约1300名施工工人，室
内装修与室外施工同步进行，多管齐下，加紧施工，从
人员组织、材料组织和机械保障等方面入手进行全力
保障，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建设完成。

作为京东方在国内投建的第一个创新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16.33万平方米，将围绕半导体显示与物
联网创新等前沿技术，构建集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
业孵化、人才交流、展示交易于一体的多维创新生态平
台，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中心。

当前，京东方已在渝布局6个项目，累计布局投资
超800亿元。京东方（重庆）创新中心正式运营后，将
集聚上下游和关联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及服务资源，形
成产业共生的生态新模式，打造区域新名片。通过上

述项目的实施落地，京东方将助力重庆成为全球重要
的千亿级半导体显示产业集群。

京东方（重庆）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助力重庆智慧创
新，有力助推重庆“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和两江新区
智慧之城建设。

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研制任务稳步推进

■ 宋 晨

京东方（重庆）创新中心预计年内亮相

大气本底观测业务体系基本建立
■ 李红梅

京东方（重庆）创新中心。
通讯员 蓝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