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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建设加速，天地一体化通信可期

2024 年，我们的世界正在被数字化浪潮重构，空天地产业正在加速奔向星辰大海。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2021 年，《“十四五”信息通

信行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快布局卫星通信；2024 年，商业航天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5G R18 标准冻结进一步增强 NTN（非地面网络）性能；业内多项“星座”计

划曝光,商业卫星互联网如火如荼，空天地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1.卫星互联网 SATELLITE INTERNET

卫星互联网是基于卫星通信的互联网，通过发射一定数量的卫星形成规模组网，

从而辐射全球，构建具备实时信息处理的大卫星系统，是一种能够完成向地面

和空中终端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等通信服务的新型网络，可以为全球范围内用

户提供高带宽、灵活便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相较于传统地面通信，卫星通信所提供的移动通信服务具有覆盖范围广、通信

容量大的优点，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的重要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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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覆盖面积广

在卫星波束覆盖区内一跳的通信距离最远为 36000 公里。覆盖区内的用户都可

通过通信卫星实现多址联接，进行即时通信。

通信容量大

高通量卫星一般使用 Ka 和 Ku 波段，有很宽的频率范围，可在两点间提供多条

活路，提供每秒拍兆比特的中高速数据通道。

按照卫星轨道高度的不同，卫星可以分为低轨卫星（LEO）、中轨卫星（MEO）和高

轨地球同步通信卫星（GEO）。LEO 卫星轨道轨道高度 500km~2000km，MEO 卫星轨道

高度 2000km~3600km，GEO 卫星轨道高度为 3600km。

其中，高轨卫星站得高、看得远，理论上 1 颗卫星可覆盖接近 1/3 个地球

表面，3 颗卫星即可覆盖全球除两极以外的地区，但卫星间距离远，信号损耗

大，需要地面设备有较大的天线和用较高的功率发射信号。低轨通信卫星具有

低时延、信号强、生产成本低的优点。低轨上运行的互联网卫星信号损耗小，

运行速度较高，但需要大量卫星组成星座来进行连续覆盖。低轨卫星既可通过

星间链路进行组网，也可同高轨卫星混合组网，均可形成多层空间网络。

3.高轨通信卫星互联网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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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张高轨卫星互联网初步建成。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中星 16 号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发射，首次搭载了 Ka 频段通信载荷，整星容量达 20Gbit/s，

超过了之前我国研制的所有通信卫星容量的总和。此外，随着亚太 6D 卫星、中

星 19 号卫星、中星 26 号卫星相继成功发射和部署，我国已初步建成首张完整

覆盖我国国土全境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沿线重点区域的高轨卫星互联网。

4 低轨通信卫星组网迎来发展新篇章

2024 年 8 月 6 日 14 时 42 分，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将千帆极轨 01 组 18 颗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万星星座计划或将陆续迎来批量发射组网。高、中、低

轨卫星互联网有望相互补充，融合发展。

5 卫星互联网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根据 SIA（卫星产业协会）的数据揭示，自 2018 年以来，全球卫星发射的数量经

历了显著的跃升，到 2022 年，全球卫星制造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158 亿美元。从

当年的 314 颗卫星发射起步，到 2022 年飙升至 2325 颗，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

高达 65.0%。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商业卫星发射活动呈现出高速

发展的局面。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通信卫星产业链。卫星的整体制造过程可以被划

分为两大核心部分：卫星平台和有效载荷，在卫星平台中，包含了多个关键的子系统。

姿态与轨道控制系统负责维持卫星在预定轨道上的精确位置和方向；测控与数据传输

系统则是卫星与地面站之间通信的桥梁，确保指令的接收和数据的回传。另一方面，

有效载荷是卫星实现其特定任务的核心组件，它进一步细分为多种类型，以适应不同

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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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频现

当前，卫星通信应用正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其应用领域

也将不断拓展。除了为偏远地区与发展中国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外，卫星互联网还

将广泛应用于智能应急救援、环境监测、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领域，为人类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 5G-A 的商用部署，AI、卫星互联网高速发展，基站面临着新的机遇和使命。

5G 基站与卫星互联网相结合，将开辟新场景、催生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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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新驱动，助力卫星互联网高速发展

目前，世炬网络已完成了卫星基站软件、卫星终端软件，孪生建模平台，仿真验证平

台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实现了卫星互联网全栈通信核心软件研发。世炬网络的高层

协议栈已应用在地面信关站及低轨卫星中，提供高速、实时、安全、可靠的服务及解

决方案，赋能千行百业。世炬网络是业内率先获得头部卫星互联网企业认可的卫星通

信全栈核心软件供应商，被国内头部卫星互联网公司授予 2023 年供应商贡献奖。

伴随着星地融合的推进，我国在地面通信领域的强大优势将进一步显现，从“以地补

天”到“以地强天”的跃升将成为可能。面对全球卫星互联网行业蓬勃兴起的局面，世炬

网络作为 5G 基站的先行者，狠抓数字化灵活载荷应用、星地协同设计、提升星地网

络效能。同时，联合合作伙伴、国家实验室、高校等优势单位，积极赋能我国通信卫

星事业技术创新，共同给为构建开放融合、自主可控的卫星网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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