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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调研阶段：

2023年3月，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3年3月至6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工作组经过充分讨论，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制定大纲，并形成标准

草案稿。

标准立项阶段：

2023年8月，标准组提交《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技术规范》立项

申请书及标准草案，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电

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技术规范》标准立项。

编写研制阶段：

2023年9月-10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专家组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写组对标准

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经过专家评审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本标准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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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宋继高、周鸿喜、张春玲、章林、胡明、韩亮、王志刚、赵训威、崔

力民、聂鹏、朱立楠、方爽、孟子健、李金安、郭光明、王日宁、章灵芝、付海

旋。

所做的工作：

负责标准起草阶段的技术论证、标准起草以及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编制：

a.符合规范性原则。本标准以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为指导，对标准内容进行规范。

b.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以标准化为

引领，规范统一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功能要求。

c.采用会议讨论的形式，集合通信技术、电力技术等专家，将不同业务维度

的专业技术融合一体，体现出标准编制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d.坚持一致性原则。本文件总结、借鉴部分已有标准，与其他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协调一致，不出现矛盾冲突。

2、标准主要内容

从内容来看，该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 范围

概述标准所规定的相关内容及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标准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及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列出标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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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成与分类

描述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组成部分、结构形式和分类方法。

（5） 技术要求

描述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技术要求，包括功能性能要求（卫星链路带宽

速率、WiFi速率、信道参数、收发信号参数等）、电池兼容及环境适应性、

电源要求、系统管理要求等。以及尺寸、重量、机械性能等要求。

（6） 试验方法

针对第5章技术要求，描述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试验方法。

（7） 试验规则

描述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试验分类和试验项目。

3、主要技术差异

现有国家标准《GB/T 31263-2014 Ku频段便携式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

要求》和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Q_CSAT 0002-2019 Ka频段便携

式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要求》，对不同技术体制下的卫星站技术指标进行规

范。《YD/T3933-2021 Ka频段静止中使用的车载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要求》

、《YD/T 3934-2021 Ka频段移动中使用的车载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要求》

，在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的基础上，对车载平台进行了进一步的

规范和要求。本标准针对能源行业应急场景应用特征，在参考国标、卫通公司企

标的基础上，对设备物理特性、通信速率、安全加密、电磁兼容等方面进行了更

合理、更适配的定义和规范。

4、解决的主要问题

卫星通信链路将连接应急现场（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一是需要解

决应急现场以及前方指挥部通信需求与卫星链路服务能力之间的匹配问题；二是

需要明确卫星中心站（包括企业自有中心站，以及卫星运营商中心站等）与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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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心之间的通信连接管理及设备管理方法。三是统一不同厂商、不同型号超

小型便携卫星站的基础上规范工作模式以及通信方式，以便于在应急抢险过程中

迅速搭建前后方应急通信通道。通过以上三个重点问题的解决，便于发挥应急卫

星通信系统的最大效力，提升设备管理能力及业务运行水平，并降低设备及系统

建设运维成本。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国家电网公司于2008年起在北京、四川等地建设了卫星通信地面站，接入国

家电网公司信息内网，用于应急抢险、活动保电等场景。2021年9月，国家应急

管理部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建设，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保供电、保民生，为应对自然、社会突发事件

贡献力量。同年8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启动了新一代应急指挥系统建设，除大

波束卫星通信体制外，将高通量卫星通信体制也纳入到电力应急通信范围内，并

已形成了相应的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系列产品。超小型卫星便携站能够有效保障电

力应急现场的网络覆盖，使得后方指挥中心能够实时获取前方信息。相关设备已

经通过第三方测试。经过2022- 2023年在26个省市电力公司40余场演练测试和实

战作业，大波束和高通量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能够满足现场应急抢险作业需求。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中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国家对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要求的提升，卫星站调制解调器等核心器

件逐步向着国产化方向演进。因此，有必要针对电力行业对应急通信卫星的需求

，研究并制定超小型卫星便携站技术要求，对列装和使用的卫星便携站技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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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要求，确保卫星通信网络运行正常，便于卫星地面站规范接入、高效管理。

本文件批准发布后，对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实际应用将更具有针对

性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有助于电力系统应急通信的保障，有效推动新型电力系统

的建设。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7天后实施。并建议标准发布后，组织相关单位技术人

员进行标准培训宣贯，提高对标准的理解掌握，推动标准的实施应用。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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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