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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高益军出生于浙江丽水，高
中毕业后，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
业。

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攻读航天专业硕士，随后留院工作。

1994 年，我国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工程
建设，4 年后，高益军加入北斗团队。从
北斗一号副主任设计师，到北斗二号主任
设计师，再到北斗三号副总设计师，至今，
高益军已在北斗系统奋斗 22 年，参与了
46 颗北斗卫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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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9 点 43 分，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搭载着北斗

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升空。经过

近 8 天的飞行，昨天 14 时 15 分，该卫星

成功定点距离地球 3 万 6 千公里的地球

同步轨道。而这背后，就有我们丽水老

乡——北斗三号副总设计师高益军的一

份贡献。

“我是丽水人，从小就在丽水长大，

以前还常常绕着丽水城跑步。”日前，当

记者拨通电话表明身份时，远在北京的

高 益 军 ，立 即 用 丽 水 话 和 记 者 拉 起 家

常。虽然在外面读书工作已经 30 多年，

但谈起在丽水的生活，高益军仍历历在

目。

农村倔强放牛娃
从丽中倒数到全校前三

高益军今年 53 岁，老家在莲都区雅

溪镇泄下村。小时候的高益军一直过着

早上放牛，白天上学，傍晚再放牛砍柴的

日子。

高益军的父母都是农民，从骨子里

有一股丽水人不服输的倔劲和不气馁的

乐观精神，坚信只要勤快耕种就能有大

收成，一直教导高益军，要努力读书才会

有大出息。而这股精神，也影响着高益

军的学习和事业。

中考的时候，起初高益军因为距离

丽水中学分数线差几分，只考上了雅溪

中学。之后因为丽水中学一名学生退

学，高益军在高一开学一个多星期之后

幸运地被“破格”录取。

从雅溪镇的前几名，突然变成丽水

中学倒数，这让一向“倔强”的高益军不

太服气。他奋起努力，将空余时间都用

来学习，仅一个学期他的成绩就进步到

了全校前三。

大学开始接触航天知识
他想为中国航天做一点事情

高中毕业后，高益军考入国防科技

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大学里，他第一次

接触到了关于航天的知识。

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还处于低谷，

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从那时开

始，“为中国航天做一点事情”的想法，开

始在高益军心里生根发芽。大学毕业

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进入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攻读航天控制专业硕士，随后

留院工作。

1998 年 ，高 益 军 成 为 北 斗 团 队 一

员。最初，他甚至不太清楚卫星进入太

空后，具体能够提供哪些功能。但是，高

益军和同事铆足了干劲，北斗就像他们

的孩子一样，慢慢长大。

2000 年 10 月 31 日，北斗导航系统的

第一颗卫星被正式送入轨道。时隔两

月，第二颗卫星发射成功。当时，一向内

敛的他兴奋得手舞足蹈。

属于高益军另一次的激动时刻，是

北斗一号系统第三颗备份卫星发射。“当

时 03星发射入轨的位置被占住了。”高益

军用停车位来打比方，就像停车时没有

车位，北斗的“车位”被先占上了。

如何让两颗卫星共用一个轨道位置

进行互不影响的运行？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高益军用了 1个月时间琢磨、研究，最

终设计出一套方案，让北斗正常发射入

轨。他也因此获得了国防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2003 年 12 月，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定

位系统北斗一号系统正式开始向国内用

户提供服务。不过，当时北斗一号只有 3
颗卫星，精度几十米，不仅不能定位高速

移动的物体，定位覆盖范围也只有中国

周边地区。

北斗二号卫星遭遇挫折
他不允许工作中出现一点差错

2012 年年底建成的北斗二号系统，

目标是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它并不是

北斗一号的简单延伸，而是克服了北斗

一号系统的缺点，能够提供海、陆、空全

方位的全球导航定位服务。

高益军作为主任设计师，负责北斗

二号卫星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研制。在这

期间，高益军曾遭受航天生涯中最沉重

的一次打击。

“根据报告分析⋯⋯卫星在国内接

收不到信号，抢救机会渺茫。”在一次报

告会中，42岁的高益军强撑着，终于在念

完分析报告后放声痛哭。

当时，北斗二号一颗在轨卫星突然

失去信号。他立即和同事分析情况，制

定补救方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益军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释怀，几次在

找故障原因时，当场流泪。

“那是我人生中哭得最多的一次，也

是唯一一次因为工作流泪。”从那以后，

高益军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允许工作

中出现任何一点差错。

2012 年 12 月 28 日，北斗二号系统正

式开通运行。令人欣慰的是，自正式提

供服务以来，北斗导航区域系统一直在

连续、稳定、可靠地运行，免费向亚太地

区提供公开服务，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

用户提供了大量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

导航、授时服务，“从未发生一次服务中

断。”高益军说。

完成了走向世界的目标
他仍将在岗位坚守 10 年

从北斗一号首次发射至今，北斗终

于完成了走向世界的目标。而高益军也成

了北斗三号副总设计师，目前主要负责卫星

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他给出这样一个比

方，如果把卫星类比成人的话，那么卫星的

控制系统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与神经组织”，

指挥肢体完成各种工作；卫星推进系统相当

于人的“肌肉组织”，推动肢体完成各种工

作。

“我们没有使用一台进口产品，从单机

的层面实现了 100%的国产化。”谈及北斗三

号的控制系统，高益军颇为自豪。

作为我国最新一代自主研发的卫星导

航系统，北斗三号时常会被拿出来与 GPS 作

比较。

“北斗三号纯粹的导航性能，和 GPS 是

相当的，但背后不仅仅有定位功能，经过授

权的用户，还可以拥有短报文通讯功能。”高

益军以浙江的渔船为例做了说明，“浙江所

有出海渔船都配有北斗接收机，可以和渔政

部门进行通讯。它不仅可以发送定位，还可

以传送一些简单的文本内容。”

北斗三号卫星整体设计寿命为 10 到 12
年，这意味着，高益军和同事在之后的 10 多

年中，仍要继续守护北斗三号，保证卫星在

寿命期间稳定运行，给用户提供满意服务。

高益军说，后面维护需要做的工作还不少，

“发射成功，对我们来说只是迈出了成功的

一小步。”

在外 30 多年他时常想念家乡
退休后想回到丽水生活

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三号，从青葱小伙变

成渐生白发的中年大叔，高益军 28年的航天

生涯中，22 年是属于北斗的。他笑称，自己

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北斗。

对于他而言，北斗就像是自己孩子一

样 ，每 次 发 射 ，都 有 一 种“送 儿 远 行 ”的 感

觉。每次卫星运抵西昌发射中心之后，高益

军就会带着团队赶过去，进行系统测试，确

保经过“长途跋涉”的北斗卫星“身体无恙”。

在外界看来，航天事业属于高科技行

业，凝聚着航天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但

高益军却认为，他做的只是一份平凡的工

作，唯一值得自豪的是，没有辜负自己的初

心，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

高益军的父母都在丽水，逢年过节，只

要有空他都会回到丽水，陪父母亲一起逛防

洪堤，看看熟悉的山水和久别的蓝天白云。

“有时候做梦，梦里的场景都是小时候

的生活。”高益军说，在外读书工作 30 多年，

他时常想念家乡，退休后很有可能再回到丽

水生活。他笑着说：“以前上高中的时候，丽

水不大，锻炼跑步就能绕丽水一圈，现在丽

水变化很大，退休后想回来好好地在丽水走

一走，我们丽水的绿水青山全国有名。”

记者 俞文斌

丽水放牛娃中走出北斗三号副总设计师
晚报专访高益军：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北斗，退休后想回到丽水，在家乡好好走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