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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通导融合，中国在精准定位领域脱颖而出

 近日，上海正式发布“5G揽海”行动计划，旨在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海洋网络，加快建设基于“北斗+5G”的超高
精定位网的海洋新型基础设施，赋能数字经济时代下航运的高质量发展。

 这是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下的一个小缩影。今年以来，“北斗+5G”融合的案例不断涌现，标志着通信基础设施
与时空基础设施加速走向融合。随着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各类基础设施融合所产生的叠加效应
，对于支撑数字经济长远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事实上，通导融合具有天然的融合性，不仅能够扩大定位的覆盖范围，还极大增强定位的精度，在智慧城市、交通
、电力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通导融合又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方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1994年启动建设，历时近四十年已成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为全球用户提供
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和导航服务；另一方面，我国5G商用四年之后，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5
G网络，5G应用融入60个国民经济大类中。

 “5G是地上之网，北斗则是天上之网，二者融合实现通导一体化，能够带来海量高精度、高时效的地理大数据，
具有巨大的产业价值空间。”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如是说
。

 不过，室内环境的高精准定位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都亟待解决的世界级难题。作为高精度、高
可信定位导航的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邓中亮教授率领团队多年潜心研究攻克众多国际难题，解决了“最后一公
里”高精准定位难题，使我国在精准定位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01为什么需要高精度精准定位

 梅特卡夫定律告诉我们，随着越来越多的事物、设备、数据通过网络联接起来，网络所带来的价值也将呈指数级增
长。

 《2022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指出，北斗产业化应用正处于重大变革期，北斗与数字通信技术
的融合将有助于产业深度融合，是未来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北斗+5G”的融合，无疑会将带来更多联接
数量和无限可能。

 “卫星导航定位能够解决室外空旷区域定位的基本需求，但其信号无法覆盖城市峡谷、地下、室内等卫星遮蔽环境
。而地面的5G等通信信号则是无处不在，‘北斗+5G’的融合将提供泛在、无缝、高精度、高可信的PNT能力,能够
带来室内外无缝的高精度精准定位服务。”邓中亮教授介绍道。

                                                  页面 1 / 5



加速通导融合，中国在精准定位领域脱颖而出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99797.html 

 本质上，通导融合是通过各种海量时空、地理数据的打通与融合，实现室内外高精度的精准定位。众所周知，数据
作为当前与未来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通过打通、共享、叠加与复用，才能真正发挥最大价值，“北斗+5G”融合
无疑为海量数据价值的实现树立了典范。

 事实上，随着国家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产业数字化等长期发展，精准定位的服务对象日趋多元化、服务需求丰富
化、服务要求持续提升，各种业务场景对于室内高精度的精准定位已经呈现出强需求，亟需高精度（米级、亚米级）
室内外定位导航服务。

 例如，在危险化学品、石油、冶炼、钢铁、矿山等工业生产方面，作业时容易出现定位盲区，无法实时检测生产人
员的位置信息，一旦误入危险区就容易出现安全事故。通过“北斗+5G”提供的提供高精度时空基准，工业生产可以
实现大幅提升复杂环境的隐患感知能力，包括人员分布、实时监控、轨迹跟踪、风险感知的精准无缝定位和危险区透
明监控，极大减少了工业生产的安全隐患。

 又如，在智慧城市的交通方面，城市峡谷效应严重，卫星定位不稳定，利用“北斗+5G”可以提供无缝时空信息服
务，让停车管理、车载导航、手机导航、服务平台等联接在一起，实现路面交通、车辆等情况的实时、精准和可靠，
有效提升智慧交通的效果。

 邓中亮教授认为，5G具备高带宽、低时延和大容量，加上北斗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开拓广域无线网络基
站高精度定位新方向，推动通信和位置服务动应用服务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带来更多智慧化体验。

 02攻克世界级难题

 一直以来，室内高精度的精准定位被公认为世界级的难题，环境复杂容易造成误差大、定位可信度低、泛在服务保
障能力弱等全球科研人员渴望攻克的棘手难题。

 从“十一五”开始，我国已启动“羲和计划”，旨在构建天地一体的时空定位系统实时高精度定位系统，提高卫星
定位的性能和精度的同时实现基于通信信号的室外到室内高精度定位全覆盖。

 “羲和计划”的重任落在了邓中亮教授上。作为“羲和计划”的室内导航系统主要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邓中亮教
授带领团队针对室内定位的精度、鲁棒性和成本三个最为核心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潜心攻关，提出天地联合定
位架构，自主研发了通信与卫星融合的新型信号体制和高精度定位技术，突破了异构系统融合定位难题，实现了跨物
理层的信号融合，使得高精度、高鲁棒性和低成本的室内定位成为现实，让移动通信网变成了一张既能通信,又能高
精度定位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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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羲和计划”刚开始的阶段，邓中亮教授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怀疑。对此，邓中亮教授未在意，而是用事
实说话，在初步设计好理论框架之后，邓中亮教授率领团队一头扎到地方一线做实验，不断收集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
验证，经过半年的数据收集、验证和汇报，验证了理论框架的可行性。

 如今，“羲和”系统具备亚米级的广域无缝定位导航能力，让我国率先解决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也让我国在室内位置服务科学研究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羲和”系统也被多名院士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鉴定为科
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悉， “羲和计划”已经形成了几百项自主知识产权和一系列关键技术，还带动从芯片到终端、从基站到网络、
从运营到服务的整个导航通信产业链的发展，真正让中国在精准定位领域脱颖而出。

 “最近十多年来，国家对于科技方面投入力度很大，科研资金、环境和工作条件都很好。作为科技工作者，没有理
由干不好。”邓中亮教授如是说。

 03挖掘通导潜力，做大产业价值

 人的一生有8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室内精准定位服务的需求也日趋增加。IDTech
Ex预测，到2024年，全球室内定位市场总规模将超过1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8%。

 面向未来，工业4.0、仓储物流、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商场等诸多场景有望迎来爆发性的室内定位需求。因
此，从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视角，随着北斗、5G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拓展更多场景，充分挖掘通导
融合的潜力，推动室内精准定位的持续发展，做大产业空间，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价值。

 “天地一体、时空一体、通导一体的网络基础设施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邓中亮教授如是说。

 不过，好的技术不等于商业化的成功。历史上无数案例告诉我们，除了好的创新技术，还需要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
的商业模式，才能消除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进而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在邓中亮教授看来，中国的通导融合需要
从标准、场景和服务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夯实技术成果，才能形成持续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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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标准与专利。正所谓“得标准者得天下”，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就需要在标准与专利领域做足文
章，既能形成竞争力护城河和保护自身技术成果，又能够引领产业发展。近年来，邓中亮教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
积极参与3GPP国际标准化组织的5G标准制定工作,推动我国5G定位信号体制进入国际标准。目前，已经形成了14项
3GPP 国际标准提案，并成为了3GPP正式发布的高精度定位标准，获得产业界的高度认可。

 其次是场景，场景是创新技术实现价值的载体，也是商业模式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室内精准定位未来很重要的
工作就是推动在不同行业中的场景应用。以邓中亮教授团队为例，近年来就在紧密联合产业界上下游，对北斗与5G
通导融合的室内外混合智能定位示范应用，推动通导融合在商场室内导航、大型室内停车位寻找、共享停车、智慧医
疗、大型综合体室内导航、消防抢救定位等业务场景中的应用。

 最后是服务，服务是技术价值化的一大体现。邓中亮教授认为，高精度、高可信的室内精准定位技术需要向高安全
、高智能、高质量的服务转型，从而实现室内定位导航走向位置服务的商业化。

 04技术报国的拳拳之心

 很难想象，在信息通信领域，邓中亮教授并非科班出身。

 1987年，邓中亮放弃湖南衡山专用汽车制造厂第六分厂副厂长的职务，进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制造工程工学
学士学位，接着又进入清华大学攻读机械制造博士。直到1996年踏入北京邮电大学，邓中亮教授开始了与信息通信产
业一辈子的缘分。

 “求学的不同阶段，一是练就了捕获新知识的能力，二是思维方式会以不同思路和角度去看问题。”邓中亮教授如
是说，“不同的思路与角度相互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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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邓中亮

 科研只有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与诱惑，才能真正探索出一片新天地。在导航领域多年的研究中，邓中亮教
授并不是没有遇到过诱惑。2003年，邓中亮在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临近回国时，多家国外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发出
高新邀请，但他毅然决定回到国内发展。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思考自己如何与国家重大需求密切结合起来。国家的重大需求往往
是全新的领域，有极大的探索空间。”邓中亮教授认为，“像室内外无缝精准定位就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差
异化优势的关键所在。虽然这个过程有很多艰难险阻，但只要坚持下去，不断攻克，一定能有所收获。”

 多年以来，邓中亮教授及团队的辛苦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邓中亮教授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3项、论文超300篇、专著6部、授权发明专利上百项，2014年被中国工程
院等评选为“全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2016年获得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等。

 针对未来，邓中亮教授已经设定好2035年之前实现的三个目标：其一、继续推动北斗+5G的融合，并着手研究北斗
+6G技术；其二、紧抓标准工作，继续以全球5G高精度定位标准发展为牵引，推动全球定位服务的持续发展；其三，
开展面向重大生产领域等相关的研究工作。

 “把国家战略结合起来，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会很有意义。”邓中亮教授最后表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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