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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天网”
正在全省范围推广

９月19日，中国科学院无人机应用与
管控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中科天网总指
挥谭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是民
用无人机大国，无论是无人机的型号、数
量还是飞行时长均远超有人机。然而需
要看到，有人机运行管控体系成熟而完
整，我国无人机的运行也应及时推行类似
的管理系统，对民用无人机运行的位置、
高度和速度等进行实时监控。

这个宏大的计划有幸率先落地江
西。中科天网的平台公司江西翱翔星云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翔星云”）设
在九江市共青城市，几年来一直率先在
全省范围推广无人机云服务。

“如来天网”在江西知名度较高，它
就是基于中科天网功能、面向无人机应
用行业的综合性服务云。2021年开始运
行的鄱阳湖退捕禁捕以及长江大保护无
人机巡检项目在成为示范案例后，更多
项目正加快推进。

其实，“一网统管”无人机的设想早

已开始试运行。据谭翔介绍，2020年，依

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频次迅捷

无人航空器区域组网遥感观测技术”（项

目经费8975万元）成果支持，中科天网同

时在全国 42 个城市，起飞 1460 架无人

机，运行监管非常流畅。目前接入中科

天网系统的无人机已超过2000架。

中科天网管理的无人机数量有上限

吗？谭翔介绍，由于无人机运行监管的

主要是注册和姿态等表格数据，就目前

普遍的算力而言，云端同时监测5000架

乃至更多无人机没有技术压力。

采访中，江西空中未来科技创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空中未来”）执行董事
杨宇川也认为，理论上将服务器扩容即
可接入不限数量的无人机。

非消费类无人机
纳入云端管理是大势所趋

目前江西无人机企业接入“如来天
网”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谭翔介绍，

接入“如来天网”云端的无人机单位包括
修河水文水资源检测中心、共青城市农
业农村水利局、翱翔星云等。“如来天网”
目前也是一个企业级无人机管理平台，
省内开展类似业务的空中未来 5G 无人
机管理平台接入了自身20多架无人机和
南昌无人机警航队80多架警用无人机。

另外，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制造的极飞无人机在农业植保领域
人人皆知，为构建无人化智慧农业生
态，农业植保专用的极飞云经中国民
用航空局批准成为 9 家无人机云系统
之一。

南昌锟奥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昌锟奥”）负责人杨昆的体验

是，南昌有近200家极飞专业用户，他们

在使用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作业时，在

手机上点开微信小程序“极飞服务”，“极

飞服务”自动记录作业无人机的高度、速

度、喷幅、面积等作业数据。用户购买极

飞农业无人机后，该机自动接入极飞服

务APP，操作十分简易。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60万用

户在作业时使用极飞公司提供的云服

务。极飞云服务证明，无人机公司对提供
专业性服务的云系统有较强的依赖性。

杨宇川认为，建立类似民航系统的
低空“一网统管”很有必要。但在国家对
无人机进行立法管理之前，无人机企业
入网的动力极需加强。比如中国民用航
空局批准的中科天网等9大平台，除非与
极飞云一样有大量用户基础，否则如何
吸引无人机接入是一个问题。

非消费类无人机纳入云端管理是大
势所趋、法规所指。谭翔认为，顺应国
家低空经济和无人机产业发展大势，
利用江西获批全国低空改革示范区战
略契机，江西可以充分利用航空工业
积淀，厚积薄发，在无人机这一重要未
来航空发展方向上借势发力、超前布
局 ，为 未 来 赢 得 更 大 的 产 业 发 展 空
间。尤其是，应高度重视构建无人机
低空公共航路重大新型基础设施，破
解无人机运行“瓶颈”。谭翔指出，中
国民用航空局刚刚批准成立的“民航

低空地理信息与航路重点实验室”和
中国科学院无人机中心研发的“春蚕
系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中科天网服务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
是由中国科学院无人机应用与管控研究
中心、北京星球时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最
新一代无人机云端综合管控系统。该系
统围绕无人机的综合管理，基于云计算
技术进行系统设计和构建，在统一的时
空基准下高度融合空天地一体化的数
据，并将中国科学院试验类、地理测绘类
无人机进行组网，实现遥感测绘行业无
人机的有效监控。凭借中国科学院的技
术资源优势，中科天网在中国民用航空
局批准的9家无人机云系统中更适合发
挥无人机民航管理系统的作用。

据了解，中科天网的平台公司目前
正在支持江西省军民融合办公室建设轻
小型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未来拟接
入江西北斗研究院的北斗定位装置。据
介绍，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民用
航空局颁发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机）
有效驾驶员执照120844本，其中超视距
驾驶员执照数量为38476本。全国共有
无人驾驶航空企业 12663 家；2021 年全
国无人机日均飞行达 105.73 万架次，日
均飞行时长达4.57万小时。

谭翔介绍，中科天网可对无人机数
量、飞行架次、飞行里程、飞行时长等数
据进行统计和检索，方便运营商和管控
部门进行分析决策。实现对用户信息、
登录日志、无人机平台、无人机飞行历史
记录、管控模块等数据的长期全面存储
管理，在为用户保密敏感信息的前提下，
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后台可随时查看无
人机运营相关人员和设备的信息。

中科天网的服务对象和运营空间十
分广阔。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无人机管
理相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一网统管”
的理想终将成为现实。

（立明 记者 许可）

年轻无极限
《数字经济浪潮中的江西无人机

产业观察》系列报道起因于记者对上
饶市信州中专开设无人机专业的好
奇。在历时20多天的采访报道收官之
际，记者自我考问，“编者按”承诺的“勾
勒江西无人机产业发展轮廓，展望低空
经济未来前景”是否兑现了呢？

客观地说，记者对我省无人机产
业进行了多角度的新闻观察。从技术
培训到无人机销售，从无人机制造到
应用前景预测，从企业营收到产业规
模，从玩家体验到无人机功能，从消费
级无人机到工业级无人机，从无人机
定制到无人机售后，从创新创业的小
企业到实力雄厚的国企.......

全省无人机产业从业人员大约1
万人，2021年累计创造了超过20亿元
的产值。行业从初起到兴旺 7 年来，
发生了多少从 1 到 N 的跨界难以计
数。在无人机产业的舞台，将近 200
家小型企业与七八家大中型企业同台
竞技、各领风骚。

每次采访，记者往往关注行业的
关键数字，如营业收入、从业人员、企业
数量等，这一圈跑下来，猛然意识到，对
于一个新兴的产业而言，眼前的数据其
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江西无人机产
业的主力军是那么的年轻，90后、00后
的无畏和聪慧，聚集起了推动产业发展
的巨大力量，前景无限。

向前飞奔的无人机产业，一直在
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许多改变
是颠覆性的。在采访中，记者时常有

“触电”之感，如何让读者产生同感，考
验着记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解放军报近期报道的“无人机拎
枪升空”，南昌人做到了——未来时空
为南昌警方定制的外挂 95 步枪无人
机在训练中成功击中目标。

南昌地区的稻田以及水生农作物
防病虫害，被杨昆等六七家的农业植保
无人机团队全部拿下，形成规模化经营
是他们的努力目标。

未来时空无人机表演编队国内
排名前十，飞越长城内外，自称“好汉
机”。点亮各大城市夜空的无人机编
队表演，按每架无人机 600 元出场费
计价，100 台无人机升空，出场费 6 万
元，贵吗？答案就留给读者吧。

无人机技能大赛从国家赛到省市
赛，从行业赛到群众团队赛，你追我
赶，年年举办，其中生发出来的推进之
力令人兴奋。在比赛场上，记者听到
了信州中专学生获奖的消息，顿悟信
州中专与行业的渊源。至此，本次系
列报道前后呼应，形成了“闭环”，顺利
收笔。

无人机:“一网统管”大势所趋
仅南昌一个城市，无人机

拥有量就超过10万架；放眼全
国，这个数量何其庞大。即使
减掉占比约一半的视距内消费
级飞行器，其数量也十分可
观。相关部门曾经提出，一旦
条件成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
民航系统的“天网”，对低空飞
行器实行“一网统管”。

“一网统管”，顾名思义就是
用一个网络统管所有接入网络
的无人机，类似于中国民用航空
局对所有民航飞行器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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