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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 

近年来，我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无人驾驶航空器）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航空安全和公共安全也面临挑战。为保障航空安全和公共安全，

促进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科学合理有序管理。

实现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运行识别和可靠监视是安全监管的关键，也是提供空中交通服

务的前提。 

民用微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是以可靠识别飞行阶段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降低航空活动的碰撞风险为目的，面向运行场景、基于运行风险，针对民用微轻小型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提出的飞行活动管理要求。 

运行概念（ConOps）是从顶层设计对上述管理要求的目的、依据、原则、作用、适用范

围、运行相关方、运行要求以及典型运行场景等相关内容进行说明为后续提出和制定具体的

运行方案、运行识别系统相关功能模块的最低性能要求及相关和技术标准提供出的基本遵循。 

1.2 依据 

本咨询通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民用

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参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

例》）制定。 

1.3 基本原则 

1.3.1 安全 

确保不额外增加相关有人及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运行安全风险。 

1.3.2 效率 

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相关要求高效执行。 

1.3.3 共享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对运行识别数据的共享。 

1.3.4 兼容 

充分考虑与相关国际技术及标准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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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成本 

充分考虑初始、使用和维护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管理部门、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生产商、运行识别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和技术标准实施成本，以及无人驾

驶航空器运行人遵守管理要求所需的成本，使之具备可操作性。 

1.4 运行识别的作用 

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实施监视，为空管运行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和部门提供监视

目标的实时动态信息。利用监视信息判断、跟踪空中航空器位置，获取监视目标识别信息，

掌握航空器运行轨迹和意图、航空器间隔等运行态势，支持安全预警、运行高度监视等相关

应用，提高安全监管和空管保障能力，提升安全水平和运行效率。 

1.5 适用范围 

1.5.1 无人驾驶航空器 

《条例》将无人驾驶航空器分为五类，分别是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和大型。除微型

之外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飞行活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主动报送识别信息。微型、轻

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应自动广播识别信息。 

考虑到中型和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将会采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类似的监视技术和管理要

求，本咨询通告仅适用于所有民用微型、轻型和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1.5.2 空域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在所有空域实施的飞行活动。现存不具备运行识别能力的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可在相关管理部门指定的运行识别豁免区域实施飞行活动，而无需遵守运行识别

相关管理要求。本咨询通告中所述运行识别豁免区域，由符合相关资质要求的单位或组织，

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相关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使用。 

1.5.3 运行人 

从事飞行活动的个人或单位统称为运行人。除获得相关管理机构批准或在运行识别豁免

区域从事飞行活动的情况外，任何运行人都应当遵守本咨询通告要求，确保民用微轻小型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被可靠识别。 

2 运行识别体系 

本节对民用微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体系的框架、功能及其运行相关方进行说

明。 

2.1 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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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体系框架如图 2-1所示。 

 

图 2-1 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体系框架 

2.2 功能组成 

运行识别体系主要由识别数据生成、识别数据传输和识别数据接收与管理三个功能逻辑

模块组成。 

2.2.1 识别数据生成 

识别数据生成是运行识别体系的关键部分，负责采集和生成满足要求的运行识别数据，

如识别码数据、飞行动态数据和其他识别数据，详细的运行识别数据要求参见第 4 节。识别

数据生成功能可由一个或多个物理模块组成。根据模块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之间的集成度，

一般有两种形式，即集成形式和独立形式。 

⚫ 集成形式：是指该模块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完全集成，所采集上报的运行识别数

据全部来自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如无人驾驶航空器定位/导航设备输出的经纬度、

速度和高度等数据。 

⚫ 独立形式：是指该模块独立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所采集上报的运行识别数据来

自本模块，如该模块具有独立的定位/导航设备，安装到无人驾驶航空器机身后，采

集和上报本模块的运行识别数据作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识别数据。 

2.2.2 识别数据传输 

识别数据传输可通过多种可行的技术实现数据的可靠传输。常见的传输方式有两种：无

线广播和联网上报。识别数据传输功能可由一个或多个物理传输模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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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线广播：是指通过无线电直接向外广播运行识别数据，不依赖任何移动网络基础设

施，在广播信号的有效覆盖范围内通过广播接收机直接接收广播信号。 

2）联网上报：联网上报方式有多种，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无线移动通信网络、卫星通信网

络或有线网络直接上报。 

通过无线移动通信网络或卫星网络上报的方式，识别数据传输依赖移动通信或卫星通信

基础设施。如利用现有公共 4G/5G 等蜂窝移动通信网络或卫星通信网络来传输运行识别数据。

该传输方式通常有两种实现方法：一种方法是无人驾驶航空器以集成形式或独立形式接入蜂

窝移动网络或卫星通信网络，实现网络连接，上报运行识别数据；另一种方法是遥控台（站）

首先通过 C2 链路获得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识别数据，然后利用遥控台（站）的网络通信模

块连接网络，并上报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数据，如利用连接遥控台（站）的移动智能终

端连接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并上报数据。 

连接有线网络直接上报方式，使用有线网络直接传输运行识别数据，而无需使用无线通

信网络。如室内联网远程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遥控台（站）在已经通过有线方式连接了以

太网的情况下，该遥控台（站）可使用有线网络直接传输运行识别数据。 

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运行过程中，运行人应采用必要的传输方式上报运行识别数据，确保

无人驾驶航空器被可靠监视和识别。 

2.2.3 识别数据接收和管理 

识别数据接收是指相关管理部门通过设备或系统接收运行识别数据。采用的识别数据传

输方式的不同，对应的接收方式也有所差异。无线广播传输方式，应采用特定的广播接收设

备来接收数据；联网上报传输方式，应部署联网的设备或系统来接收数据。识别数据的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分析、存储和共享。识别数据的管理应当遵守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2.3 运行相关方 

2.3.1 民航局 

民航局负责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管理要求的制定，提出最低性能要求，监督相

关责任方的执行，接收和管理运行识别数据。 

2.3.2 运行人 

在从事民用微轻小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前，运行人应当按照民航局关于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实名登记管理要求，在民航局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系统中完成登记。从事民用

微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时，除获得相关管理机构批准或在运行识别豁免区域从事

飞行活动的情况外，运行人应遵守运行识别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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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制造商 

当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包含识别数据生成和/或识别数据传输功能时，无人驾驶航空器制

造商应满足运行识别的最低性能要求和相关技术标准，设计和生产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2.3.4 运行识别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向运行人提供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产品

和服务，确保满足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的相关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 

如：运行识别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可以向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人提供识别数据生成和传输

产品和服务，并根据相关管理和技术要求将运行识别数据实时发送给识别数据接收设备或系

统。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制造商也可以是运行识别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3.5 其他相关管理部门 

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是指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实施相关管理的部门，包

括但不限于：公安、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无人驾驶航

空器的运行识别信息，如部署无线广播接收设备直接接收识别数据，或通过连接民航局部署

的相关系统，获取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联网上报的运行识别数据。 

3 运行要求 

3.1 运行识别数据报送 

除获得相关管理机构批准或在运行识别豁免区域从事飞行活动的情况外，运行人应使用

满足运行识别数据生成和传输性能要求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产品或运行识别产品和服务，

采用必要的运行识别数据传输方式上报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数据，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被可靠识别。 

在整个飞行活动过程中，应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操控人员都处在该运行识别豁免区

域范围内。 

无法将遥控台（站）位置信息发送至监管方的运行，仅允许视距内飞行。如使用独立形

式进行识别数据传输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无法将遥控台（站）位置信息发送至监管方的运行。 

3.2 传输失效处置 

对于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如发生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客观通信条件导致的通信中断，

应当暂存通信中断期间的运行识别数据，并在通信恢复后补充报送。除此以外，当无人驾驶

航空器所必要的数据传输方式失效时，运行人应采取必要安全措施，及时停止飞行活动。 

3.3 禁止使用 ADS-B 发射机广播运行识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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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使用 ADS-B 发射机会对有人驾驶航空器的 ADS-B 功能和性能产

生有害干扰。因此，禁止本咨询通告适用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任何空域使用 ADS-B 发

射机广播运行识别数据，但本咨询通告不禁止在无人驾驶航空器上加装 ADS-B 接收机来实现

无人驾驶航空器对有人驾驶航空器的感知和识别。 

4 运行识别数据 

运行识别数据是指实现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所需的数据。运行识别数据可分为识别

码数据、飞行动态数据和其他识别数据。 

4.1 识别码数据 

识别码数据是指用于识别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产品识别码，以及用于识别其注册人的实名

登记号。为了保护运行人隐私，识别码数据不应包含与运行人隐私相关的数据。 

4.1.1 产品识别码 

产品识别码为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产品或识别数据生成/传输模块产品的唯一识别码。该

产品识别码是运行识别体系最小数据集中的关键信息，用于标识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产品识

别信息的唯一性。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和识别数据生成/传输模块产品的识别码编码规则及要

求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4.1.2 实名登记号 

实名登记号是指在民航局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系统中完成登记后，系统自动分配的

登记号。实名登记可以实现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识别码、注册人与实名登记号的绑定。 

除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外，运行识别体系仅需要上报产品识别码或实名登记号。如仅使

用识别数据生成/传输模块上报产品识别码，则应在实名登记系统中完成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

与该模块产品识别码的绑定，以便根据模块的产品识别码索引出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注册人信

息。 

4.2 飞行动态数据 

4.2.1 位置 

位置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当前时刻所在的空间位置，包括：坐标系类型、经纬度、高和

高度。 

坐标系类型支持 WGS-84、CGCS2000 等，默认采用 WGS-84。 

经纬度：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的经度和纬度。 

高：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相对于起飞点所在基准面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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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默认使用 1985 国家高程。 

4.2.2 时间 

时间信息包括待上报识别数据的时间戳和累计飞行时间。待上报识别数据的时间戳是指

获取到变化的原始识别数据的时刻点。如从定位/导航设备获取到无人驾驶航空器当前位置数

据的时刻点。当采用无线广播传输识别数据时，时间戳可用于识别无线电回放攻击。累计飞

行时间为本次飞行开始时刻到当前时刻的飞行时间总和。 

4.2.3 速度和航迹角 

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速度包括水平速度和垂直速度。水平速度为无人驾驶航空器当前时刻

相对地面的飞行速度。垂直速度为无人驾驶航空器当前时刻上升或下降的速度。航迹角为当

前时刻无人驾驶航空器所在位置真北方向顺时针量至地速方向的夹角。这些数据可用于预测

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轨迹以及运行风险。 

4.2.4 准确性和运行状态指示 

准确性是指当前上报的位置、时间、速度和航迹角等识别数据的可信程度。运行状态指

示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当前所处的运行状态，可能包括无人驾驶航空器处于地面待机状态或

空中飞行状态，以及飞行处于正常状态或失控等紧急状态。 

4.3 其他识别数据 

4.3.1 遥控台（站）的位置 

遥控台（站）的位置包括经纬度和高度。高度坐标系应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同。当遥控

台（站）位置有效且可获得时，应报送遥控台（站）的经纬度和高度，否则应报送无人驾驶

航空器起飞点的经纬度和高度。 

4.3.2 飞行目的指示 

飞行目的指示是指用于标记本次飞行活动目的的指示。此数据便于相关管理部门尽快识

别飞行活动的目的及风险。 

5 功能要求 

5.1 功能自检和结果通知 

功能自检与结果通知是指对自身功能可用性进行的实时检查，并把检查结果通知运行人

的能力。无人驾驶航空器从起飞到着陆期间都需具备该能力。 

识别数据生成功能模块应具备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自检功能和实时输出自检结果的能

力。识别数据传输功能模块应具备传输通道状态的自检功能和实时输出自检结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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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无线广播的频谱和干扰 

当使用无线广播方式传输识别数据时，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不

能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无线通信系统，包括 C2 链路产生有害干扰。 

5.3 无线广播的协议兼容性和发射功率 

为了降低无线广播传输方式的实施成本，无线广播应考虑采用成熟且被公众广泛应用的

通信协议，以实现与公众广泛使用设备的兼容，如 WLAN 或蓝牙通信协议。 

为了增加无线广播的覆盖范围，应在遵守国家无线电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的前提下，

采用全向天线以不小于特定的发射功率广播数据。特定的发射功率主要依赖于相关管理部门

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监视和识别范围的需求，同时还需考虑无线电频段、现有天线技术水平和

无人驾驶航空器结构及运行特点等影响覆盖范围的因素。 

5.4 数据源延时和上报间隔 

数据源延时是指获取运行识别原始数据到发起数据传输之间的延时。数据源延时可以用

来表征数据源的实时性。 

数据上报间隔与接收数据的实时性需求相关。通常数据传输间隔越小，数据接收的实时

性越高。但是，过小的传输间隔可能导致功耗增大，对于无线广播系统还可能导致频谱利用

率较低，无线系统容量缩小。因此，应从安全需求角度分析能够接受的最低数据实时性需求，

从而推算出数据传输的最大间隔。 

5.5 数据防篡改和防伪造 

首先，运行识别各功能逻辑模块应具备防篡改和防伪造能力，降低运行识别数据被篡改

和伪造的可能性。其次，应采取与对应风险相匹配的安全技术和标准，保证运行识别数据在

生成、传输、接收和管理过程中的真实性。 

5.6 网络安全 

运行识别各功能逻辑模块应采取与对应风险相匹配的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和机制防范网

络安全风险。 

6 典型场景 

6.1 场景 1-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识别 

场景描述：运行人操控具备无线广播能力的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无人驾驶航空器自动广播其运行识别数据。 

相关管理部门、执法者，以及公众在无线广播信号的覆盖范围内，可直接使用无线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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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设备识别到附近的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图 6-1 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识别 

6.2 场景 2-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识别 

场景描述：运行人使用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飞行活动，运行人应采用联网上报和

无线广播两种传输方式满足运行识别要求。 

相关管理部门、执法者通过网络接入识别数据接收和管理功能模块获得该无人驾驶航空

器当前和历史飞行动态数据以及遥控台（站）的位置。 

 

C2链路

 

  图 6-2 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识别 

6.3 场景 3-无运行识别能力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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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存不具备运行识别能力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包括生产批次较早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或航空爱好者自制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等，应在相关管理部门指定的运行识别豁免区域实施飞

行活动。在整个飞行活动过程中，应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操控人员都处在该运行识别豁

免区域范围内。 

 

图 6-3 无运行识别能力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运行识别豁免区域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