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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及其军事应用特点分析
陈雪水

海军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现代战争是信息化的战争，是一切新技术和新装备所发挥其重要作用的战争形势，因此运用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可以

提升整体的军事水平和实力。目前卫星导航技术在军事应用中具有较大的作用和意义，其能够整体的提升军事装备水平以及一些

部队的指挥能力和非军事行动中的保障能力。下面本文对卫星导航系统的内涵和具体技术进行详细分析，进而提出其在现代军事

中的实际应用，以供参考。

【关键词】：卫星导航系统；军事应用特点；发展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军事领域中已经逐渐应用到各

种新的技术和设备，卫星导航系统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技术，

有效的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并且在近些年的局部战争中也具

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战争的形式下各种精准制导武器被应

用的越来越广泛，其精准的定位离不开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随着新军事的快速变革，必须结合现代军事发展的实际需求以

及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内容，这样才能够科学的在军事行

动中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等相关的军事技术，为提升部队的作战

能力和国家的军事影响力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1 卫星导航系统

1.1 卫星导航系统综述

在一般的导航卫星中都装有信号发射机、接收机和原子钟

等装置，与地面的控制中心和接收导航装置组成一个卫星导航

系统[1]。其主要是利用预先设定好的频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向

地面接收装置发送导航信号，地面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信号的分

析得到此时所在的位置和实践。然后地面装置利用先进的接收

仪器和计时设备等收到相关的数据信息，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

之后判断出其自身所在的具体位置。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有效

的避免了因为气候原因或者环境的原因而导致出现数据偏差

的问题，可以有效的提升导航的精准性和实时性，其可以全面

为地面提供精准的导航服务。

1.2 国外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特点

国外欧美发达国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时间较早，相关的

技术研究也相对较为成熟，已经形成一种成熟的技术模式。目

前国外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特点主要包含以下三种。

第一，美国的 GPS系统。GPS系统是目前被应用最为广

泛的一种卫星导航系统，无论是在美国的本土还是其他国家，

也是在历史上应用时间相对较长的现在卫星导航系统。其具有

精准的定位以及精准和完整的技术特点，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其精度也在不断提升。

第二，欧洲 Galileo卫星导航系统。该卫星系统其服务模

式较为多元化，也是其最重要的技术特点，包含商业性、公共

管理、搜救服务以及生命安全性等内容，在欧洲范围内应用较

为广泛。

第三，俄罗斯的 GLONASS系统。该系统在服务形式、系

统构成以及定位的相关原理上与美国的 GPS卫星导航系统相

似，二者都是依托多颗轨道卫星来实现整个系统的运行。但是

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在信号体制和坐标参考方面具有一定

的独特性，其符合俄罗斯国家的发展现状。

1.3 我国现代卫星导航系统技术特点

我国现代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北斗

星卫星系统具有强大的定位、测距以及定姿态等多种功能，实

现了对海陆空中各类军民载体的导航、定位以及测量和通信等

服务内容，随着科技的不断提升，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已经与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高调的一致性，其存在较高的适用价值。

第一，第一代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首先其定位快速，在

第一代北斗星定位系统的运行过陈总，一旦地面空间站接收到

用户的信息相应，就可以通过自动化系统来查询和计算用户的

具体坐标，并将其计算出来的信息直接发送给用户响应的来源

设备，实现信息的无缝对接，定位效率极高[2]。其次其具有实

时导航功能，在用户使用设备移动过程中，地面中心站可以将

用户的实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然后结合其本身所带的地图数

据库，能够实现精准的导航，为用户提供更加具体的路况信息。

最后其具有简短通信的功能。第一代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中每

一个用户都具有一个专属的识别码，并且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基于双向闭合回路的有关设计可以实现用户之间的简短通信。

第二，第二代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第二代北斗星卫星导

航系统在技术上较第一代作出了极大的改良，在第一代的基础

上，逐渐扩展成 5颗静轨道卫星和 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轨

道频角在 35°，高度 21500km，周期为 12小时 55分钟。在

第一代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的升级和优化，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达到三维定位、测速和高精度全球定位以及短报文通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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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功能结构上面已经超越了美国的 GPS系统。另外其应

用较为广泛，例如交通运输、灾难救治以及灾难预警等，实现

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覆盖。目前我国石油、气象以及军事领域

也都在广泛的应用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为实现各个行业的工

作水平和服务功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2 卫星导航系统在军事上的实际应用

2.1 提高了军事装备的整体水平

第一，航天航空武器。在我国的航天航空武器中，主要包

含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等，如果想要在精准无误的条件下击

中目标，不仅要充分了解目标的具体位置，还好结合自身的精

准位置进行武器发射，这就需要卫星导航系统对自身的位置、

航向以及一些其他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进而精准的控制好武

器发射航向，这样才能够精准的远距离击中目标。

第二，水面舰艇。在水面作战也需要对目标的位置进行精

准定位，但是相对来说精确度不会太高，只需要利用航行信息

和更新率较低的方位进行即可。但是在部队行进的过程中就需

要得到不同的舰只之间的相对位置信息。

2.2 提升了军事物流总体效率

第一，对物流的实体做精准的定位。在军事领域中物流实

体主要包含装载、储存以及运送的各种物资，补给仓库以及码

头和站点等，通过卫星导航技术对其特定的标识编码的识别，

可以精准的获取物资存在的位置信息[3]。例如在军事物资运输

过程中，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对车辆的行驶路线、速度等信

息进行定位分析，实施高效的监督和控制。

第二，保证资源的动态化调度。利用物流实体在外界环境

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完成保障任务，但是如果外部环境或者作

战需求发生了改变，那么资源的供给就会出现问题，并且其没

有较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这时就需要指挥部门对其所需要

的物资实施动态化调度管理，以实现精准化的物质保障。通过

利用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对正在行驶中的车辆进行定位，然后

将其所在的位置及时发送到控制中心，当发生意外时车辆就可

以发出求救信号，在收到信号之后卫星导航系统会对其所提供

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判断和分析，得到该车周围的各种信息情况，

包括其周边的环境、气候等，然后设计出科学的车辆行车路段

和时间，与此同时迅速发出调度指令，由附近的救援人员实施

救援工作，进而为军事物资提供安全的保障。

第三，提高部队的指挥控制能力。卫星导航系统具较强的

综合服务能力，能够为现场的感知以及武器的精准打击提供精

准的数据信息，并且可以实现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能够为

人们提供其具体所在的位置和周围环境的精准实际，进而通过

计算和分析来完成复杂环境下的指挥作战。因此相关的军事部

门应当建立一个整体的指挥平台，结合其他的指挥系统对现场

的动态进行实时掌握，这样才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使军

事行动能够高效、高质量的完成。

结语：

总体而言，随着军事变革的逐渐深入和发展，应当充分利

用卫星定位系统的技术优势，来实现高效、高质量的军事行动，

为我国构建高效、安全、稳定的军事指挥作战体系，进而为国

家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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