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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人们过马路要看左右有没有

车，而以后出门上街还得抬头看天上有

没有无人机。

在低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安全

始终是悬在该行业和人们头顶的一块

“大石”。

近日，低空产业联盟 2024年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产业界人士针

对安全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并提出富有

见地的建议。

安全是低空经济生命线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网络研究所

副所长张旭明确表示，安全是未来低空

经济的生命线，是低空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系统工

程所副所长程文渊认为，低空经济运行

中存在空中风险、地面风险及其他风险，

安全问题如果不解决，对大众的接受度

影响非常大。

据了解，未来低空飞行将呈现“高密

度、高频次”的飞行需求、“异构多样”的

空域用户与“复杂、高风险”的运行环境

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战

略新兴产业事业部平台处处长王智新指

出，低空飞行器运行的特点与民航有很

大的差异性，介于民航和地面交通之间，

其为高密度的短间隔飞行，未来飞行的

密度层次可能是万量级、10万量级，飞行

模式则是多样化，初期可能是廊道式的，

中期可能是共享空域等；整个航路环境

也非常复杂，包括空中频谱、电磁环境、

气候条件等，此外还有高差异性的飞行

器和高开放的多元机主群体。

而这一切对低空经济安全提出诸多

挑战，涵盖了飞行器本身、运行管理、风

险处置、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

程文渊表示，首先要保障飞行器能

够按照要求飞，这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是即使发生碰撞，对周围环境或人不至

于造成太大损失，第三是已经不受控制，

反无人机系统可以进行反制和销毁。

但就现在来看，上述几个方面都存

在明显不足。低空智能网联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学军

指出，目前，低空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比较

大，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作为交通运输

体系，从载具、基础设施到管控等都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还没有相对成熟

的体系能够对低空经济的运行予以支

撑；此外，虽然各地都在积极发展低空经

济，但低空经济到底包含哪些要素、要做

什么事、建哪些系统都不是很明确。

如何实现安全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物联网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文峰表示，安全问题

需要从场景切入，针对场景提出安全要

求。例如低空物流业务的运行安全要

求会有相应的业务描述，其中到底运的

是什么货物等；从运行来讲，会有飞行

要求，高度、频次、密度、航路和间隔等，

还要结合运行地点的地理场景分析相

关的安全风险，比如人口密度、城市建

筑物，甚至气象、气候方面存在的风险，

基于综合分析，提出具体的安全性要

求。有了这些工作之后，即可对载具提

出功能、性能和安全性要求，除了载具

本身，对机载通信设备、感知与识别能

力、导航等再提出要求，还要规定地面

基础设施应具备哪些能力，比如起降点、

通信导航监视等。

而在人们最为关心的飞行安全方

面，多位专家认为，短期内，空域飞行量

不会很大，应该采用廊道式飞行规则，

飞行器独占一段区域，飞行器之间要有

安全间隔，这个安全间隔保障各种条件

下的飞行安全，比如前方飞行器突然出

现故障、通信失联、导航偏移等情况下，

后面的飞行器不会与前面的飞行器发

生碰撞。

张学军表示，在此规则下，首先要划

定航路航线，通过综合考虑安全要素，进

行栅格化空域划设，获取低空可用飞行

空域。在可用的飞行空域根据实际的需

求选取起降点，规划干线、支线，从而形

成城市低空在安全约束条件下的航路航

线网络，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围绕

该网络进行。对于非活动目标，应综合

采用低空雷达、可见光、频谱探测技术进

行非活动目标的发现和甄别，同时交给

公安部门采用一些手段进行摧毁、干扰、

诱骗、捕获。

“未来运行密度增加后，分离式运行

方式可能不适用，需要进行融合运行、多

用户的共享运行，飞行计划的监控需要

有自动化系统进行支持。”张学军认为，

未来的运行场景一定是大型AI智能系统

进行调控，AI协同运行，到最后个体的智

能实现避撞，而不是靠我们的感知和决

策能力去管控。

张旭称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正

在建设低空飞行器服务平台，建成后

该平台可以为低空飞行器的安全运行

提供支撑，包括低空运营管理系统、低

空交通管理和服务系统、低空装备数

字供应链系统。其中，运营管理系统

可以实现飞行计划、飞行跟踪、运行控

制和信息发布等功能，确保无人机在

受控的环境下进行飞行；交通管理和

服务系统则包括安全风险评估、流量

管理、低空交通管理、情报服务、气象

服务、数据服务等功能；低空装备数字

供应链系统可以确保低空装备产业供

应链韧性和产业链安全。

此外，该平台拥有 3 个关键核心技

术，一是海量异构的数据融合引擎，支

持应急现场有人和无人各类异构数据

融合。二是高密度、高动态的数字孪生

支持应急现场的空中交通三维实时态

势。三是数字网格化的空域和大规模

飞行冲突算法，支持应急现场和无人飞

行冲突的探测，大规模飞行的管控。

贵州科学城举行
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

本报讯 近日，贵州科学城科技创

新暨“四城”联动交流周系列活动之低

空经济产业对接会举行，中国铁塔、中

国电信、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发布了

低空经济新基建、低空数据资产、飞行

设施网、低空智联网等一批服务低空

经济应用场景的技术创新需求，点燃

现场互动交流思想火花。

当天，与会嘉宾围绕场景应用、创

新突破、产业协同等话题开展对话交

流，共谋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新思路、共

话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基础，探讨低空经

济的创新发展与未来趋势，共同为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作为贵州省改革创新、发

展产业的“主阵地”，贵阳高新区当前正

在落实贵州省、贵阳市低空经济工作部

署，围绕产业集群、场景打造、成果转

化、群众科普，深挖“空中资源”，竞速

“低空赛道”，为低空经济企业提供最新

成果和技术应用展示平台，营造全民科

普的良好氛围，不断擦亮“科创高新”品

牌，让“低空经济”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新标签”“新名片”。 谷雨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低空经济产

业发展联盟与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低空经济产业指

数发布会”在北京市举行。此指数发布

旨在通过创新的指数产品，为资本市场

提供更加精准的投资工具和业绩基准，

助力投资者把握低空经济产业的动态

与投资机会。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低空

经济正逐步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的新引擎。随着国家对低空

经济发展的日益重视，以及国家发展改

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的挂牌成立，低空

经济即将迈入基建与产业融合发展新

阶段。据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我

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 1.5 万亿

元，2035 年有望达到 3.5 万亿元，迎来

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

在此背景下，低空经济产业指数应

运而生，反映A股和港股通市场低空经

济产业链中的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

据介绍，该指数在编制过程中融入监管

部门和产业专家的视角，成份股聚焦产

业中面临技术瓶颈的载人电动垂直起

降飞行器厂商和具有稀缺优势的飞行

服务与空域调度管理厂商。

发布会上，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联盟轮值主席、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郜春海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新兴

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

场潜力。他希望通过此次发布的低空经

济产业指数，为投资者开辟一个全新的

视角，提供更为精准的投资风向标，同时

为低空经济产业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刘洁

低空经济产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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