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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10星！我国成功发射吉利星座03组卫星
9月6日2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利星座03组卫星发射升空，
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吉利星座03组卫星由吉利控股集
团下属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研

制。吉利星座01、02组卫星分别于2022年
6月、2024年2月搭乘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20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
随着第三轨卫星的成功部署，吉利未来
出行星座通过三个轨道面30颗卫星，可
实现24小时全球90%区域覆盖，正式为
海外用户提供卫星通信服务。

据了解，吉利未来出行星座计划
于2025年完成星座一期72颗卫星部
署，实现全球实时数据通信。该星座
致力于为汽车行业、消费电子领域提
供高可靠、低成本的应用服务。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是中国新一

代无毒、无污染的低温液体三级运载
火箭，可执行多种轨道发射任务，支
持单星、多星发射。作为中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的首飞型号，这是长征六号
运载火箭第12次执行发射任务。这次
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34次
飞行。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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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实现全球无缝覆盖
未来星座规模近6000颗

吉利未来出行星座是由吉利旗
下商业航天企业时空道宇打造的规
模达5676颗卫星的低轨通信星座。
可为汽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手机
等消费电子产品直连卫星赋能，以
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生态全面提升
用户出行体验。星座项目自2019年
启动设计，通过2022年、2024年的3次
发射，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一半卫
星在轨部署，今年年底实现全球化
商业服务，预计2025年底完成一期
建设，实现全球无缝覆盖。

据时空道宇方面介绍，吉利未
来出行星座规划分三期：一期部署
72颗卫星，实现全球实时数据通信，
为全球用户提供中低速卫星通信服
务，支持全球2亿多用户；二期规划
264颗手机直连卫星，支持存量手机
直连卫星通信，提供全球商业服务；
三期规划5676颗多媒体卫星，提供全
球商用低轨宽带通信服务。星座服
务覆盖从中低速到高速宽带，满足
大众消费及各类行业应用的需求。

时空道宇创始人、CEO兼首席
系统工程专家王洋对记者表示，时
空道宇基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发展
周期和现有的产业落地能力，建设
吉利未来出行星座。通过切实可行
的方式，推动从中低速到高速宽带
的星座应用服务，满足大众消费和
各类行业应用的需求。

完成商业闭环
将面向全球提供五类服务

6G卫星通信架构由天基平台、
空基平台和地面平台组成，由此实
现对5G无法触及的陆地与海洋、天
空实现全域覆盖，构成一个地面无
线与卫星通信融合集成的全连接世
界。由此看来，6G时代将实现全球通
信网络无缝连接，这将受益于低轨
卫星的大范围部署。王洋预测，在未
来五到十年内，低轨卫星通信将显
著改变全球的通信格局。“低轨卫星
将覆盖更广泛的区域，无论是偏远
山区、海洋、沙漠，还是极地，都能够

获得稳定的网络信号。这将填补目
前地面通信网络无法覆盖的’信号
盲区’，实现真正的全球无缝连接。”
他说，“未来更多的移动设备将支持
直连卫星，提供卫星通信服务，无人
驾驶车辆和智能网联设备在全球范
围内广泛应用，推动自动化技术的
广泛普及。”

低轨卫星的优势是全球覆盖。
从今年底开始，已有30颗卫星在轨
运行的吉利未来出行星座将提供
哪些商业服务？王洋列举了5个领
域的服务：可以实现诸如自动驾驶
与智能网联通信服务；消费类电子
全球通信服务；海洋海事领域卫星
通信服务；低空飞行器通信及定位
服务；全球应急救援服务等。

目前，吉利未来出行星座已经
实现了商业闭环和商业应用。比如

车载卫星通信功能已率先在吉利
旗下极氪、银河智能电动产品上量
产搭载。在无地面网络覆盖或地面
网络受损时，用户依然可通过车机
收发卫星消息，实现安全出行“永
不失联”。吉利在去年杭州亚运会
期间，为近2000辆官方指定用车提
供了星基高精定位服务，实现车辆
精准管理与调度。

今年6月，吉利未来出行星座
“出海”，在中东完成首次商用部署
测试，并将携手多家全球运营商，
开启星座全球化商业应用，计划
2025年在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以及
北非地区推动星座商业化服务全
面落地，未来还将在东南亚、中东、
非洲等地区展开卫星应用服务，确
保星座在服务投入使用前就能开
始产生经济效益。

“低轨卫星星座的建设和运
营，关键在于聚焦核心应用场景。”
王洋说，在吉利未来出行星座的建
设过程中，背靠吉利控股集团，吉
利未来出行星座将更聚焦在智能
驾驶、智能出行、消费类电子等领
域的应用，真正满足市场需求。

轨道资源争夺战打响
关注低空黄金轨道资源

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焦点
问题，是低地球轨道（LEO），又称

“近地轨道”，这是目前太空探索和
卫星部署的主战场。LEO高度不超
过2000公里，是大多数人造卫星的
运行区域，随着各国和企业竞相抢
占这一宝贵空间，轨道和频率资源
正日益成为太空竞赛中最具战略
意义的资产。

业内人士介绍，在这场全球太
空竞赛中，“保频占轨”的重要性凸
显。谁能率先占领有限的轨道和频
率资源，谁就将在未来的通信产业
中占据主动，掌握全球通信网络布
局的核心竞争力。

在低地球轨道中，600公里高
度被视为“黄金层”，300公里至500
公里被誉为“白金层”。相比之下，
1000公里的轨道距离地球较远，数
据传输的延时和稳定性相对较差，
这使得300公里至600公里轨道价值
更为突出。因此，黄金层和白金层
成为各国和企业的必争之地。

吉利未来出行星座已经在600
公里轨道成功部署了30颗卫星，抢
占了该区域的宝贵资源。这一战略
布局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卫星通信
市场中赢得了一定竞争优势，也为
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保频占轨目
标提供了保障。

民营“中国星链”——— 吉利未
来出行星座第三个轨道面9月6日
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后，通过
三个轨道面30颗卫星，实现24小时
全球90%区域覆盖，正式为海外用
户提供卫星通信服务。这也是中国
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全球用户
提供低轨卫星通信服务。

葛延伸阅读

低轨卫星部署
有哪些挑战

商业航天是技术含量极高的
领域，低轨卫星的部署也有挑战。王
洋表示，传统的卫星更多的是实验
室定制模式，现在建设低轨卫星星
座时，需要制造大量的卫星，那么在
向工业化批量生产模式转变后，卫
星的量产如何确保可靠性和一致性
是一个挑战。

时空道宇卫星超级工厂通过模
块化设计、智能制造等技术，采用流
水线并行生产等方式，把卫星设计
生产周期大幅压缩，从下单到卫星
出厂全流程控制在28天，量产后每
天可出厂1至2颗卫星，可实现年产
卫星500颗，加速星座组网。提高卫星
量产能力的同时，将生产成本降低
了45%。此外，时空道宇采用一发一
轨、整轨部署方式，提高组网效率和
可靠性；并通过自主测控和运营，确
保数据安全和服务的连续可靠，同
时高效管理卫星资源。 综合新
华财经、第一财经、上观新闻等

24

90%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