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汽协会《无人飞行器（飞行汽车）北斗高精度系统

通用要求》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单过程

（一）任务来源

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不断地往城市聚集以及汽车数量井喷式的增

长，道路交通参与者对有限的交通自愿的竞争愈发激烈，导致交通拥堵现象愈加

严重，为此，减缓道路交通压力成为城市高速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空

中交通有可能成为一种变革性因素，为航空业、交通系统和城市规划带来颠覆性

创新。与此同时，“低空经济”已被国家确定为新质生产力，飞行汽车是低空经

济的重要载体之一，实时制定相关标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无人飞行器（飞行汽车）是一种能以空中飞行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新型三维立

体交通工具，不受传统道路交通方式的束缚，能够实现点对点支线运输的过程，

极大减少了交通出行时间。无人飞行器（飞行汽车）导航系统是无人飞行器系统

的关键部件，充当着无人飞行器的眼睛，是安全价值的核心所在，其性能优劣不

仅关系着无人飞行器航线精准控制和定高/定速/定姿稳定性等核心飞行指标，也

关系着地理围栏限定、安全监控、应急处置等运营管控类指标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不同于普通的导航单元，无人飞行器或飞行汽车因其使用场景的特殊性，导航系

统在功能性能方面也呈现一定特性，如在数据安全、抗干扰性、导航精度、姿态

精度、动态性能和数据更新率方面，尤其在定位可靠性、连续性、可用性和安全

冗余的工作模式等方面要求极其严格。尤其近几年伴随激光雷达、视觉和 IMU

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耦合互补趋势，多数据融合后的时空统一性和整体导航性能

呈现出新的特点，但目前我国对该类产品的通用要求和检测还没有专门的标准。

2023 年 11 月 16 日，中汽协下达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函(中汽协函字

[2023]553 号)，将《无人飞行器（飞行汽车）北斗高精度系统通用要求》拟列

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3 年团体标准研制计划。2023 年 12 月 12 日，中汽协下

达关于 2023 年第七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的函(中汽协函字[2023]579 号)，《无

人飞行器（飞行汽车）北斗高精度系统通用要求》（项目计划号：2023-113）通

过立项审查和公示，正式列入中汽协 2023 年团体标准研制计划。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目前主要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牵头负责制定计划、技术

调研、标准起草、研讨和试验等工作。参编单位主要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电



网通国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杭州北斗时空研究院、北京长城计量测试

技术研究所、南方（韶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负责

参与各阶段标准文本的编写，提供相应的测试样品，配合牵头单位测试。

（三）标准研讨情况

2023 年 5-7 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与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中电网通国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杭州北斗时空研究院、北京长城

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召开内部研讨会，围绕目前飞行汽车导航系统产业发展现状、

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内外标准制定情况，提议起草飞行汽车导航系统相关团体标

准。

2023 年 7 月 10 日，9 位来自行业组织、检测机构、高校等领域的专家，按

照中汽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论证有关要求，对《无人飞行器（飞行汽车）北斗高精

度系统通用要求》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论证。经过项目汇报、现场问答和专家论

证等环节，专家组专家全票通过同意立项。

2023 年 8 月-2024 年 10 月，编制组广泛调研飞行汽车技术发展现状，针对

这种颠覆传统交通方式的新型的三维立体交通工具，结合国家低空经济战略举措，

考虑到它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全新的产品形态，标准体系方面还基本空白，

编制组抢占先机，让标准引领行业的技术发展，调查研究主要聚焦在飞行汽车导

航系统在可靠性、连续性、可用性和安全冗余方面的调研、研究，为标准的制定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024 年 11 月 18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北斗应用分会在广东韶关组织召开

《无人飞行器（飞行汽车）北斗高精度系统通用要求》团体标准审查会，来自 6

家单位的 9名代表组成评审组，对标准初稿内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和讨论，

认为该标准内容完整、结构合理、严谨规范，同意通过审查，并按专家意见进行

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

统一和协调；标准的要求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对草案内容进行

多次征求意见和充分讨论。

（二）主要内容

1.基础部分（第一至第四章）



对标准的适用范围、所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进行规定。

2.技术要求（第五章）

标准中将技术要求分为 5个方面，即基本组成、功能要求、性能、环境适应

性和电磁兼容性。性能部分在启动时间、灵敏度、精度、数据更新率、定位连续

性、可靠性、抗干扰性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提出详细要求。

3.验证（第六章）

包括概述、验证目的和验证项目，尤其对北斗拒止环境的验证做出要求。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四、关键指标试验情况

针对部分指标开展了符合性验证。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协调性

本标准规范是对现有标准的补充，是行业规范性使用文件，与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没有冲突，并注重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意义

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