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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新标准有助于加强应急卫星通信 

拯救生命 — 赈灾救灾的明确目标 

 

2010 年 3 月 10 日，日内瓦 — 国际电联近期批准的卫星业务新标准为自然灾害事件的早期预警、迅速响应和

赈灾救灾提供了便利。 

ITU-R S.1001-2 建议书提供有关应急和救灾卫星固定业务（FSS）系统使用的无线电频率范围的信息。 

ITU-R M.1854 建议书提供有助于实现种类繁多的应用，如话音和数据通信、场报告、数据收集、位置信息和

图像传输的卫星移动业务（MSS）使用的无线电频率范围的信息。 

发生自然灾害时（如近期在海地何和智利发生的破坏力极大的地震灾害），救灾工作人员急需可靠的通信链

路。国际电联与其它相关国际组织一道，为海地和智利受灾地区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并部署了卫星终端和地

球站，以重建基本通信链路。 

国际电联秘书长哈玛德•图埃指出，发生自然灾害时，卫星通信是迅速实现与边远设施建立通信链路的、最为

适当的手段。图埃博士说：“灾害过后建立通信对于推动迅速有效的救灾和重建工作至关重要”，“国际电联应

急卫星通信新标准将大大提升我们拯救生命的能力。我呼吁包括主管部门、卫星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在内的所

有利益攸关方均支持发展强健和完善的早期预警和救灾系统，以便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减少紧急情况和灾

害的影响。” 

卫星固定业务（FSS） 

使用小孔径地球站，如固定VSAT（甚小孔径终端）、车载地球站（VMES）和可搬移地球站的卫星传输是在救

灾工作中提供应急通信服务的、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之一。此类FSS系统在为救灾工作提供应急通信服务中极

为有效。由于FSS系统具有适合提供数据的固有特性，因此可以有效用于包括地震和风暴等自然灾害的早期预

警之中。为实现系统的最大效率，主管部门和FSS运营商/服务提供商之间应对FSS的应急和救灾功能预先做出

规划，以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迅速提供FSS业务。 

卫星移动业务（MSS） 

卫星移动终端及辅助设备便于部署、覆盖广泛且不受任何当地电信基础设施（可能在灾害中毁坏）的制约，因

此是为救灾工作提供应急通信服务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为加强应急准备工作，应在所有地方，特别是易于发生

灾害的地区部署MSS系统。 

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空间业务频率数据库 

按照 2007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第 647 号决议，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于近期创建了包含由主管部门提供

的、紧急情况下由卫星系统使用的频率/频段在线数据库（www.itu.int/ITU-R/space/res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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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举措 

自国际电联创立以来，应急通信一直是该组织的首要活动之一。国际电联按照其 2006 年全权代表大会、2007
年无线电通信全会和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决议制定了上述新标准。 

国际电联秘书长任命了“应急通信高层专题小组”，促成了若干双边合作伙伴协议的签订，以确保在灾害发生

后迅速恢复通信链路。若干MSS运营商已与国际电联合作，为相关受灾地区提供了设备和卫星空中时间，对救

灾和灾害管理工作给予了宝贵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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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简介 

国际电联是负责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主导机构，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通过该组织共商网络和业务发

展大计。近145年来，国际电联一直致力于无线电频谱使用的全球协调工作，积极推进卫星轨道分配工作中的

国际合作，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制定确保全球种类繁多的通信系统实现无缝互连的标准，并

应对诸如减缓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加强网络安全等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国际电联还组织像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这样的全球和区域性展览和论坛，使政府和电信以及ICT行业最具影响

力的代表汇聚一堂，交流意见、知识和技术，以造福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世界。 

从宽带互联网到最新一代的无线技术，从航空和水上导航到射电天文和卫星气象，从固定、移动电话、互联网

接入、数据、话音与电视广播的融合到下一代网络，国际电联致力于连通世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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