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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使用案例、要求和能力 

 

 

 

 

摘要 

ITU-T Y.4215建议书描述了物联网（IoT）无人航空器系统（UAS）的使用案例、要求和

能力。 

根据不同的无线通信场景，使用案例分为四类：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无人航空器辅

助的应急响应、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以及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 

本建议书描述了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支持不同使用案例的通用和具体要求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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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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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

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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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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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Y.4215建议书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使用案例、要求和能力 

1 范围 

本建议书描述了物联网（IoT）无人航空器系统（UAS）的使用案例、要求和能力。作为

物联网中的无线通信平台，无人航空器系统可作为物联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使用案例是

根据不同的通信场景来指定的。要求和能力也是基于不同的使用案例来指定的。 

本建议书包括以下内容： 

–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通信使用案例的分类； 

–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要求和特定要求； 

–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能力和特定能力。 

附录提供了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使用案例。 

关于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监管问题不在本建议的讨论范围内。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通过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

条款。在出版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均应得到修订，鼓

励使用本建议书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他参考文献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当前有效

的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中引用的文件作为独立的文件时，不具备建议书的

地位。 

无。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下列他处定义的术语： 

3.1.1 设备（device）[b-ITU-T Y.4000]：在物联网中，具有强制性通信能力和选择性传感、

激励、数据捕获、数据存 储和数据处理能力的设备。 

3.1.2 网关（gateway）[b-ITU-T Y.4101]：物联网中的一个单元，它将设备与通信网络互

连。它在通信网络 中使用的协议和设备使用的协议之间进行必要的转换。 

3.1.3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b-ITU-T Y.4000]：信息社会全球基础设施（通过物理和

虚拟手段）将基于现有和正在出现的、信息互操作和通信技术的物相互连接，以提供高级的

服务。 

注1 – 通过使用标识、数据捕获、处理和通信能力，物联网充分利用物向各项应用提供服务，同时确

保满足安全和隐私要求。 

注2 – 从广义而言，物联网可被视为技术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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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服务（service）[b-ITU-T Y.2091]：由提供商向用户提供的一系列功能与设施。 

3.1.5 无人航空器系统（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UAS)）[b-ICAO]：没有飞行员在机上操

作的飞机及其相关部件。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无。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了下列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IoT 物联网 

UAS 无人航空器系统 

5 惯例 

在本建议书中： 

– 关键词“须”（is required to）指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如果宣称符合本文件，就不得

违反。 

– 关键词“建议”（is recommended）指建议但并非需要绝对遵守的要求。因此，宣称

符合本文件不需要说明已满足此要求。 

– 关键词“可选择性地”（can optionally）和“可”（may）指允许的选择性的要求但

并非建议遵守。该术语并非意在要求供应商必须实施该选项，网络运营商/服务提供

商可选择性地提供该功能。供应商可选择性地提供该功能，同时仍宣称符合规范。 

6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介绍 

物联网是一种全球基础设施，它将（物理的和虚拟的）事物互连在一起，其基本特性是

互相连接和应用规模巨大[b-ITU-T Y.4000]。无人航空器系统可以作为无线通信平台中的一个

关键组成部分，以支持物联网中的互连，具有高机动、易部署和低成本的优势。 

本建议书描述了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和能力。 

根据确定的要求和能力，在附录中提供了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使用案例。无人航空

器系统可用于计算物联网的分流、应急响应、通信中继、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 

7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 

在本节中，考虑到附录中所述的使用案例，描述了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第7.1

节和第7.2节分别规定了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要求，以及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不同

使用案例中的特定要求。 

7.1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要求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要求如下所述：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为物联网设备和物联网网络提供无线通信链路。例如，在一些延

迟约束情形中，无人航空器系统必须与物联网设备保持实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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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对其本身进行精确定位，例如飞行高度和地理位置的定位。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支持能效管理策略，以保证续航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出于通信目

的。 

– 建议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来支持存储、处理和压缩数据的能力。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考虑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包括在无人航空器系统为

物联网设备提供通信链路期间。数据包括无人航空器系统与物联网设备之间的传输数

据，以及由无人航空器系统承载的存储数据。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缓解来自部署于同一频段上的其他无人航空器系统的通信干扰。 

7.2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特定要求 

7.2.1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 

以下是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特定要求：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支持用于数据接收和发送的高带宽通信。 

– 建议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来支持用于规划最佳轨迹的能力。 

注 – 无人航空器系统应通过智能规划其轨迹来保持良好的通信链路，例如视距通信。 

7.2.2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应急响应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 

以下是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应急响应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特定要求：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提供低延迟和高可靠的通信。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支持应急情况下的快速配置。 

7.2.3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 

以下是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特定要求： 

– 建议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来与特定的物联网设备保持可靠的通信。 

注 –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中，无人航空器系统为彼此之间没有直接通信链路的两个设备或设备组

提供通信链路。因此，无人航空器系统需要为这些特定设备提供可靠的通信。无人航空器系统还必须

配备设备，例如定向天线，以便为特定设备提供可靠的链路。 

7.2.4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要求 

以下是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中对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特定要

求： 

– 需要无人航空器系统在节点与节点之间接收和转发数据。 

8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能力 

8.1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能力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共同能力如下所述： 

– 无线通信能力：无线通信能力在物联网设备与无人航空器系统之间提供通信链路以及

在无人航空器系统与物联网网络之间提供通信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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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能力：定位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进行准确定位。定位能力有助于无人航空

器系统找到适当的位置，以最大允许质量来提供通信链路。 

– 高能效管理能力：高能效管理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在飞行约束条件下，以高能

效通信方案来执行通信任务。 

– 数据管理能力：数据管理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采取诸如处理、压缩、存储并保

证自物联网设备接收之数据机密性、可用性和完整性的操作。 

– 干扰缓解能力：干扰缓解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在其覆盖范围内从物联网设备接

收数据，而基本不受非相关物联网设备的干扰。干扰缓解能力还为无人航空器系统提

供了区分来自不同设备之信号的能力。 

8.2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特定能力 

8.2.1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中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能力 

– 高带宽传输能力：高带宽传输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支持在无人航空器系统与不

同的物联网网络之间接收和传输多种大容量数据。 

– 轨迹规划能力：轨迹规划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自适应地优化飞行路径，以便维

护无人航空器系统与物联网设备之间的通信链路。 

8.2.2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应急响应中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能力 

– 快速连接建立能力：快速连接建立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实时地在物联网设备与

物联网网络之间建立通信链路。快速连接建立能力保证通信效率和可靠性。 

8.2.3 在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中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能力 

– 动态路由能力：动态路由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在没有直接通信链路的情况下维

护两个或多个物联网设备之间的无线连接。 

8.2.4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中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能力 

– 数据接收能力：数据接收能力使得能够从物联网设备获取数据。数据接收能力保证信

息的交付。 

– 数据转发能力：数据转发能力使无人航空器系统能够将数据传输给其他节点（包括无

人航空器系统和物联网设备）。数据转发能力还提供了从物联网设备到物联网网络的

数据收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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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物联网无人航空器系统的使用案例 

（此附录非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I.1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 

当现有通信基础设施无法提供合格的服务时，无法满足通信要求。例如，当大规模的物

联网设备尝试接入物联网网络时（例如，在停电后重新启动），地面接入基础设施的负担

（例如，蜂窝网络中的基站）将会非常高，以致于无法及时处置接入尝试。无人航空器系统

可以在物联网设备与物联网网络之间提供通信能力，以实现分流。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的

使用案例如图I.1所示。 

 

图 I.1 –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分流 

I.2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应急响应 

灾难发生后，地面接入基础设施会出现故障或损坏。在这些情况下，物联网设备没有可

用的路径来接入物联网网络。这就是无人航空器系统在物联网设备与物联网网络之间提供临

时通信链路的时候。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应急响应的使用案例如图I.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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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2 –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应急响应 

I.3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 

由于某些障碍的影响（例如，高山），会无法在某些物联网设备之间建立可靠直接的通

信链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来在两个或更多个设备之间或设备组之间

提供无线连接。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的使用案例如图I.3所示。 

 

图 I.3 –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中继 

I.4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 

物联网设备在各个行业中广泛使用和密集部署。由于某些约束（例如，地理因素或费

用），物联网网络不能覆盖到某些物联网设备。在这些情况下，可将来自物联网网络的信息

传播给物联网设备（其位置受制于无人航空器系统）。从这些物联网设备收集的数据后续也

可以通过无人航空器系统发送给物联网网络。可以通过一系列无人航空器系统中继器来实现

有关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的使用案例，如图I.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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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4 – 无人航空器辅助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收集 

注 – 本使用案例意味着可对各种无人航空器系统中继器的位置信息进行管理，作为通信管理的一种

“补丁”。 

依据物联网设备类型及其生成的数据，物联网设备与物联网网络之间的连接可被分类为

实时的或容许延迟的数据传输网络[b-Fall]。可通过多跳路由将数据从物联网设备传送到物联

网网络。无人航空器系统作为中继器节点，可提供有效的信息传输能力。使用这种传输方法

可以帮助实现长距离的数据传输。依据QoS要求，例如延迟和吞吐量，中间节点的数量可能

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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