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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手机直连卫星通信

就是“把基站放在卫星上”，无论是

苹果还是华为的“卫星手机”，都只

是手机直连卫星通信服务相对简

朴的方案，通话体验与人们的理想

还相去甚远，但业内人士依然为手

机厂商们点赞。

在赛迪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

究所副所长彭健看来，智能手机产

业销量同比增长缓慢，创新发展空

间趋于饱和，竞争环境复杂。因

此，瞄准前瞻性、革命性的创新技

术，加快推动手机产业与低轨卫星

通信产业的融合发展，能够满足用

户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是抢占未

来手机产业制高点的重要布局。

像铱星（IRIDIUM）卫星移动

通信星座系统、全球星（Globalstar）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虽然未真正进

入过消费市场，但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掀起过一波产业

风潮。

“不过目前，手机直连卫星的

功能仍为地面通信的补充。”彭健

指出，其商业成长空间与后续的技

术、法律、应用等相关领域的完善

有着密切的关系。

“功能相对单一、资费高昂、

实际使用频率不高等，时至今

日，限制卫星通信进入消费市场

的阻碍依然存在。”通信行业独

立分析师柏松说，“手机厂商们

寄希望于卫星通信服务增强其

手机业务的竞争力，虽仍有长路

要走，但这是手机产业从参数竞

争转向技术竞争的重要尝试，对

其自身的发展及全产业链的创

新升级意义重大。”

柏松强调，手机直连卫星通

信业务及其技术还处于早期探路

阶段，对一些消费者来说，可能一

辈子都不会用到这个功能，但它

的刚性需求显而易见，在人烟稀

少的地区，在光纤和基站不方便

布设的地区，一部能够直连卫星

的手机是探险家和科研人员等必

不可少的装备。

不过，尽管卫星通信服务仍存

在许多技术挑战，但从整个智能手

机产业来看，即将到来的功能进化

仍然十分值得期待。

如T-Mobile首席执行官迈克·西

弗特所言，每个拥有手机的人，都

感受过处于信号盲区时的焦虑，在

一个用户越来越依赖网络连接并

担心失去连接的世界里，在任何情

况下都能发送信息是一个非常强

大的功能。

网络图片

近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
展上，首款支持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华为Mate 50
智能手机引人关注。

以各大手机厂商“撞期”为主要特点的智能手机秋季
发布会，是观察行业走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窗口。今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和苹果公司的旗舰款
手机均配置了可与卫星通信的相关功能，推动手机直连
卫星概念持续走热。

手机厂商的带动，加上人们对永不失联、永远在线的
渴望，让卫星通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手机“联姻”卫星通信，是噱头还是刚需？

作为全球首款支持北斗

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华

为Mate 50在无地面网络信号

覆盖的环境下，仍能发出文字

和位置信息，并支持生成轨迹

地图。

早在华为该款新机发布

前，华为常务董事、终端业务

首席执行官余承东就曾预热：

Mate 50将具有一项“捅破天”

的技术，这一技术应用的北斗

短报文由国防科技大学北斗

团队研制的卫星无线电测定

业务地面系统接收。

短报文通信服务是北斗

系统区别于其他卫星导航系

统的最大特色，但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的短报文通信能力

均为每次最多传送 120 个汉

字，难以满足各类不同场景应

用及用户需求。

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

短报文技术负责人李井源说，

数据量的增长以及需求的持

续扩张，意味着项目团队不能

直接继承北斗二号信号处理

架构，唯有从信号体制上实现

突破，短报文通信能力方可从

量变到质变。

该团队研制的卫星无线

电测定业务地面系统，可支持

每次最高传送 1000 个汉字，

并支持语音和照片传输。相

较于北斗二号，该系统将短报

文通信服务容量提升了约 10
倍。此外，移动通信和北斗短

报文的融合使用，也有效提升

了北斗短报文的通信服务能

力。

尽管北斗短报文走进大

众手机，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

基础和运营支撑，但李井源坦

言，北斗短报文采用高轨卫星

进行信号收发，手机与 3.6万
千米外的北斗卫星通信，信号

还是有点微弱，通常作为搜救

等应急通信手段。目前低轨

卫星互联网系统正在加速建

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手机

用户可以通过低轨卫星享受

到更高速率、更大容量的报文

及语音图像通信服务。

相较于高轨卫星，大带

宽、高性能全球覆盖、低时延、

低成本的全球互联服务低轨

卫星已成为科技巨头布局的

热点，比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就是以

“手机+低轨卫星通信”构筑

互联网产业新赛道。

但是，这条路径想要走

通，还需持续发力，至少从

“星链计划”的终端来看，需

要直径 0.48米的碟形天线支

持，普通智能手机还无法作

为终端。

在终端设备竞争激烈的今天，

除了深耕拍照功能和系统配置之

外，开辟新的赛道，在一众手机中

脱颖而出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对

手机厂商来说尤为重要。随着航

天科技和信息通信产业的不断进

步，卫星通信产业发展一日千里，

手机直连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路

线也已日渐清晰，落地应用模式

不断创新。

比如，卫星通信基本能够覆盖

人类所能触及的所有活动范围，因

此常被用于地质勘探、远洋运输、

森林巡护等特殊领域。

在知名科普博主张弛看来，目

前在东海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他

们所用的专业卫星电话速率很快，

甚至能够直播。因此，目前市场上

只能发送位置和求救短信的手机，

对他们来说并不具备吸引力。但

是，天地网络一体化、消除手机信

号覆盖盲区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基

于卫星系统建设双向通信和宽带

通信，是未来通信产业的重要发展

方向之一。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徐

文立介绍，近年来，工信部大力支

持北斗短报文及相关技术的研发

和产业化，不断改进工艺、提升性

能、降低成本，服务基础设施逐步

健全。2022年上半年，新进网手机

中有 128款可支持北斗相关服务，

出货量合计1.32亿部，出货量占比

达98.5%。

2020 年，国家发改委首次明

确新基建范围，将卫星互联网纳

入新基建计划之中。近日，中国

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称，我国

首颗超百 Gbps 容量的高通量卫

星——中星 26 号将于 2023 年初

发射，该卫星是我国第一颗系统

设计和运营服务整体性能匹敌国

际水平的高通量卫星，它的发射

将全面开启我国卫星互联网应用

服务新时代。

此外，卫星通信作为 6G 时代

最重要的潜在技术，是地面通信

网络的重要补充。面向 6G时代，

运营商、零部件厂商、设备商等整

个卫星通信产业链上下游都在积

极布局。虽然短期内手机卫星通

信只能起到补盲通信的作用，但

主流手机厂商加速拥抱卫星通信

领域，意味着属于“智能手机+卫
星通信”的新兴赛道已铺就，只

是，跑出怎样的成绩，还有待时间

的检验。

（据《科技日报》）

手机直连卫星可作为地面通信的补充

市场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

智能手机接通“天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