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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我国一直努力探索和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航系统，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制订了
自主研制建设“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三步走”规划：第一步是试验阶段，即用少量卫星利
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来完成试验任务（即“北斗一号”）；第二步是到2012年，建成覆盖亚太区
域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即“北斗二号”）；第三步是到2020年，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

“北斗一号”是利用地球同步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定位、简短数字报文通信和授时服务的一种全
天候、区域性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具有投资小、用户设备简单、能实现一定区域的导航定

位、通讯等多用途的特点。尤其是短报文通信服务，完全是中国的原创功能。它能在没有移

动、电信服务商的地区，通过卫星传出短消息。许多中国渔船凭借这种服务极大地增强了安全

保障。2008年汶川地震中，性能稳定的“北斗一号”一度成为灾区唯一的对外联络手段。

虽然就整体性能来说，“北斗一号”和美国GPS相比，在覆盖范围、定位精度等方面还有明显差
距，但是“北斗一号”系统的成功研制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独立自主建立的卫星定位
导航系统，解决了我国没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问题。

以“北斗一号”为基础，我国从2007年开始正式建设“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二号”）。
经过不懈努力，到2015年3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由区域运行向全球拓展，开始在“一带一
路”的建设中保驾护航，服务全球用户。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活动中，北斗定位测量技术更是大显身手，在太空帮助阅兵指挥运筹帷幄，确保阅兵仪式顺利

进行。到2020年，”北斗”将完成35颗卫星覆盖任务，在全球定位服务领域的优势将充分发挥出
来，其服务水平将不低于GPS。

“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研发和应用，进一步说明我国航天科技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有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储备，展望未来，中国航天人对在新一轮的科技大潮中抢占制高点、引领

世界、服务全球充满信心。

（取材于《中国版GPS发展历程揭秘》）

1．根据“材料一”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介绍，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
中，下列表现不属于“北斗”之功的是

A. 军乐队演奏连贯精准，不错一音    B. 各国嘉宾车辆准时抵达指定位置

C. 装备方队等速，时间误差极小    D. 空中梯队交叉飞行米秒不差

2．根据“材料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同于其它导航系统的服务功能是

A. 定位    B. 导航    C. 短报文通信    D. 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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