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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致人员巡逻困难。在国内工业级无

人机发展早期，大理就已在生态巡

护、特色农业运输等领域开展无人

机应用试点，无人机管理应用平台

相对完善。”

目前，工业级5G网联无人机已

成功应用于洱海廊道巡检、苍山森

林消防等作业中，其中，5G网联无

人机苍山森林防灭火应用系统荣获

全国第五届“绽放杯”5G应用行业

十大典型案例之首，助力云南无人机

产业发展迈入全国“第一梯队”。

虽然当前大理消费级小型无人

机应用优势明显，持有量与需求量

在全国名列前茅，工业级无人机优

势也逐步显现，但因工业级无人机

产品、数据处理平台等更新迭代速

度快，平台技术不开放，应用运维

资金、技术人员有限，以及森林覆

盖面广、地广人稀、交通物流发展

困难等因素的掣肘，工业级无人机

后续发展动力不足。

资源分散难聚合

加快推进产业链建设

大理州无人机发展的实际，在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云南无人机产业

发展现状。记者了解到，一方面，

云南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优美的

人文景观、独特的高原山地地形和

复杂的气象环境、低空空域电磁信

号干扰少等优势，再加上优越的低

空飞行器监管测试、应用示范条

件，为打造无人机综合应用、测试

和展览基地提供了良好环境。

另一方面，又存在短板：一是

“引入早、需求大、应用散、发展

慢”是当前云南省低空无人机产业

发展的最大痛点。广东等低空无人

机产业发展较好的省份，已出台较

成熟的指导政策，扶持低空无人机

产业的发展。而云南尚未出台有针

对性的指导政策，各地、各单位处

于自行开展无人机应用试点状态，

资源分散、难形成高效统一的发展

优势。二是有关低空飞行的监管政

策杂乱，横向监管部门多，用户申

请空域困难、“黑飞”行为屡禁不止。

针对存在问题，中国联通云

南省分公司相关人士认为，应积极

推进建设无人机产业联盟和高原飞

测中心，进一步夯实无人机飞行综

合服务平台、无人机飞行大数据及

人工智能平台、5G网联无人机应用

管理平台基础，为联盟成员提供高

原飞测服务保障，破除各自发展难

题。同时，加快引入无人机生产厂

商、配套设施供应商、大数据服务

商等落地云南，加快将大理等条件

较好地区，打造成为完备的国内一

流无人机全产业链聚集地。

云南省通信管理局有关人士认

为，建设天地一体化5G泛低空专业

网络、研发和推广无人机综合应用

服务平台，为各类无人机应用场景

提供“端到端”的网联服务，是未

来一个阶段的重要发展方向。要积

极依托目前形成的省、州两级无人

机产业链机制，与民航局、空军监

管体系对接，打通云南省第一条低

空空域申请、监管电子化流程。聚

合产业链资源，引导在云南省空域

内作业的低空无人机，通过“网联

云盒”平台接入网联无人机综合管

理系统，并向登记在册的低空飞行

器颁发电子牌照，形成多重无人机

网联综合应用服务、监管体系，让

空域申请、空域监管“看得见、管

得了、控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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