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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交通智联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标准在低空经济和智能交通

领域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组织编制了《低空交通

智联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

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开放融

合、示范引领、安全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导向，引领

各方共同开展相关标准的研制，构建低空交通智联标准体系框架，推

动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促进低空智能交通行业高质量有序发展，

为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二、建设原则 

（一）统筹协调 

与国家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一致，与现行相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与现有低空交通管理体系和监管思路相

适应。 

（二）系统全面 

包含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应用标准，目标明确、全面成套、层

次适当、划分清楚。吸纳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者、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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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检测及认证机构、政府部门等相关方代表参与，充分发挥各

方优势，充分反映各方的共同需求。 

（三）创新引领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

模式，填补标准空白，并具备可持续发展特点、不断创新、不断完善

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新特点和新需求。 

三、建设内容 

《指南》由“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和“应用标准”三个部分

以及相应内容组成（详见附件 1 和附件 2）。如图 1 所示。 

 

图 1  体系分块结构 

（一）基础标准 

主要包括术语、分类、安全、其他共四个部分。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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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础标准 

1.术语 

主要用于统一规定低空交通智联体系中术语和定义。 

2.分类 

主要用于规定低空交通智联体系的分类原则及方法。 

3.安全 

主要用于规定低空交通智联体系相关安全性要求，如软硬件安全

性设计准则、设施设备安全性评价方法等。 

（二）技术标准 

主要包括智能网联航电系统和设备、基础设施、数据与服务支撑、

系统平台共四个部分。如图 3 所示。



 

-6- 

 

图 3  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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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网联航电系统和设备 

主要包括智能载具、机载通信、多源导航、机载感知与

识别、智能航行共五个部分。如图 4 所示。 

 

图 4  智能网联航电系统和设备 

（1）智能载具 

重点开展智能载具，如无人机、eVTOL、新型通航飞行

器、飞行汽车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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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载通信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公网终端、卫通设备、机载自

主网、机载数/图传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3）多源导航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惯性导航、视觉导航、卫星导

航、高度计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4）机载感知与识别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身份识别、视觉传感器、激光

雷达、机载交通雷达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5）智能航行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交通的智能飞管设备、感知避撞设

备、机载电子围栏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2.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低空通信、低空导航、低空监视、低空气象、

低空反制、其他共六个部分。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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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础设施 

（1）低空通信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移动公网、卫星通信网、地空

通信专网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2）低空导航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网络/区域 RTK、地基/星基增

强、导航完好性监视设备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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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空监视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身份识别接收设备、通感一体

设备、低空雷达、频谱探测设备、光电/红外探测设备等的

技术标准制修订。 

（4）低空气象 

重点开展针对小型气象站、低空气象服务系统等的技术

标准制修订。 

（5）低空反制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光电干扰设备、物理毁伤设

备、导航诱骗设备、激光打击设备、捕获设备等的技术标准

制修订。 

（6）其他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起降基础设施、低空情报基础

设施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3.数据与服务支撑 

主要包括数据接入、数据交换、信息服务共三个部分。

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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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与服务支撑 

（1）数据接入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通信接入、导航接入、监视接

入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2）数据交换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通信资源管理、导航资源优

化、监视数据融合、中间服务与异构系统互操作、系统集成

与微服务架构管理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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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服务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订阅分发数据处理机制、资源

调度与保障、智能分析与决策等的技术标准制修订。 

4.系统平台 

主要包括运营管理系统、低空交通管理和服务系统、低

空监管系统三个部分。如图 7 所示。 

 

图 7  系统平台 

（1）运营管理系统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飞行计划、飞行跟踪、运行控

制、信息发布等的标准制修订。 

（2）低空交通管理和服务系统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空域管理、安全风险评估、容

流管理、低空交通管理、情报服务、气象服务、数据服务等



 

-13- 

 

的标准制修订。 

（3）低空监管系统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身份认证、应急处置、事故调

查、违法处置等的标准制修订。 

（三）应用标准 

主要包括低空物流、载人出行、其他共三个部分。如图

8 所示。 

 
图 8  应用标准 

（1）低空物流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城市末端物流、支线及干线物

流、特定航线运营等的标准制修订。 

（2）载人出行 

重点开展针对低空领域的旅游观光、医疗急救、搜索救

援等的标准制修订。 

四、组织保障 

一是持续更新完善。中国智能交通协会指导建立法规衔



 

-14- 

 

接机制，定期审查和持续更新完善低空交通智联标准体系，

确保体系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和适应性，以标准化促进

低空智能网联生态建设。 

二是深化推广联动。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发挥组织作用，

加强与有关部门、行业、地方及相关社团组织之间的合作交

流、协调联动；合理利用资源，加强《指南》推广宣传，探

索推动低空产业发展和应用落地。  

三是构建行业智库。中国智能交通协会集中行业人才资

源，引导行业内高校、科研机构和技术优势企业，开展低空

交通智联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发挥智库作用推动国家、地方

政府建立低空交通智联标准体系的应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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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低空交通智联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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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低空交通智联标准体系明细表 

 

序号 体系编号 子体系编号 编号 文件名称 
制定 

状态 

优先

级别 

1  100-基础标准 101-术语  101 《低空交通智联术语》 拟制中 1 

2  100-基础标准 103-安全 103 《低空交通智联航空器安全要求》 拟制中 1 

3 200-技术标准  

201-智能网联航

电系统和设备 

201.2-多源导航 

201.2.2 《低空交通智联视觉导航设备标准》 

 

拟制中 1 

4 

 

200-技术标准 

201-智能网联航

电系统和设备 

201.4-智能航行 

 

201.4.3 

 

《低空交通智联航空器机载电子围栏使用规范》 

 

拟制中 

 

2 

5 200-技术标准 202-基础设施 202.6.1 《低空交通智联航空器垂直起降点运行规范》 拟制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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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优先级的数字“1”表示一年内制定；“2”表示 2-3 年内制定；“3”表示 3-5 年内指定。 

 

202.6-其他 

6 200-技术标准  

203-数据与服务

支撑 

203.1-数据接入 

203.1.1 《低空交通智联通信数据接入规范》 

 

拟制中 2 

7 200-技术标准  

203-数据与服务

支撑 

203.1-数据接入 

203.1.2 《低空交通智联导航数据接入规范》 

 

拟制中 2 

8 200-技术标准  

203-数据与服务

支撑 

203.1-数据接入 

203.1.3 《低空交通智联监视数据接入规范》 

 

拟制中 2 

9 200-技术标准 204-系统平台 204.1 《低空交通运营管理系统标准制定》 拟制中 3 

10 300-应用标准 301-低空物流 301 《低空交通智联物流服务要求》 拟制中 3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