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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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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卫星互联网支持全球无缝覆盖，是地面通信系统的重要扩展和延伸、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关键环节、实现网

络强国的重要基础信息设施；发展卫星互联网战略意义重大，相应的资源管控研究较为迫切。本文阐述了卫星互联网的基本

概念及国际发展前沿、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的基本要素与研究进展，辨识了以卫星互联网新环境、新模式为代表的卫星互联

网资源管控发展挑战，形成了相应的应对策略。设计了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技术路线，涵盖星地网络互联互通、星地异构资

源融合、智能按需服务、智慧内生等主要阶段；论证提出了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模式与架构，构建了包括高时空动态资源表

征、多维资源时间连续确定性分析、多维时变能力池索引、智能决策规划在内的卫星网络资源管控关键技术体系。研究建

议，重点关注资源异质异构、网络结构动态变化、服务需求差异化的网络特征，按照优化的技术路线循序渐进发展，突破卫

星网络资源管控关键技术并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实现智能高效的卫星网络资源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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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orting seamless global coverage, satellite Internet is an important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pace‒air‒ground integrated network, and acts a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building 
China’s strength in cyberspace. Developing satellite Interne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on its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is urgently needed.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rontiers 
of satellit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basic element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atellite Interne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identifies the challenges imposed by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modes of satellite Internet, and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oreover, it designs a technical route for satellite Internet resource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primary stages of satellite ‒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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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interconnection,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intelligent on-demand service, and native intelligenc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model and architecture of satellite Interne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and constructs a key technical 
system involving high spatio-temporal dynamic resource character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resource time-continuum deterministic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time-varying capacity pool indexing,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 planning.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of satellite Internet resource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source heterogeneity, 
dynamic change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differentiated service requirements, implement satellite Interne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according to the optimized technical route, achieve breakthroughs regarding corresponding key technologies, and integr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to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Keywords: satellite Interne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space ‒ air ‒ ground integrated network; dynamic resource 
characterization; intelligent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一、前言

近年来，卫星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星地网络

逐步融合，网络资源规模呈爆发式增长[1]。在空间

段，卫星应用已从单一卫星服务模式逐渐发展为多

星组网、卫星集群的多星协同服务模式[2]；在星地

网络方面，卫星网络和地面网络由“各自一张网”

逐渐融合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3,4]；在业务方

面，卫星由原来的专用服务逐渐转变为面向社会公

众的开放性通信服务[5]。可以预判，卫星互联网将

集通信、遥感、导航、计算服务于一体[6~8]，面向诸

多行业提供即时可用的卫星信息服务[9]。

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技术是保障网络资源高效

利用的关键技术，协调网络中的多维资源，形成差

异化的多维服务能力，优化网络性能以提高用户服

务满意度，进而保障卫星互联网自身的稳定运行以

及对外的可靠服务，实现高效、绿色、集约网络。

然而，当前卫星业务相互独立，卫星参数、资源、

能力各异；网络资源孤立，相应调度仍依赖规则、

经验、人工干预等方式。现有卫星通信资源管控技

术主要采用分层管理方案，主流研究仍围绕局部智

能化管控展开，导致针对卫星互联网的高动态、大

规模、资源多维异构特性的高效管控技术较为薄

弱，不适应未来卫星网络的信息服务需求[10]。

研究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技术，提高资源运用

效率、增强信息服务能力，是空间信息技术领域发

展亟需。本文立足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的重大背

景，面向卫星互联网的资源高效运用需求，以星地

网络融合、“通导感算”协同应用为驱动要素，研

判卫星互联网的新环境、新特点并提出相应资源管

控的新模式，设计智能化资源管控架构并阐述关键

技术，以期为我国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的创新发展

提供先导性、基础性参考。

二、卫星互联网发展与资源管控

（一）卫星互联网概述

卫星互联网的本质是“卫星通信承载的互联网

络”，核心在于基于卫星通信系统构建互联互通网

络[11]；发射大量卫星，组成覆盖全球的大规模卫星

网络，为社会公众提供全域、全天候的宽带互联网

接入服务。与地面网络相比，卫星互联网覆盖区域

大、通信距离远、服务机动灵活，不易受地面灾害

影响，在海上通信、空中通信、超视距传输、抢险

救灾等应用上具有特殊优势。卫星互联网被视为未

来网络实现全球覆盖、万物互联的必由之路[12]，实

现“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13]。

卫星互联网的体系架构主要分为空间段、地面

段、用户端三部分（见图 1）。① 空间段由通信、

导航、遥感等卫星构成。通信卫星主要负责用户链

路、星间链路、馈电链路之间的信号传输，网络节

点之间通信数据的处理及传递；导航卫星提供定

位、授时服务；遥感卫星提供环境监测、资源探测

等服务。“通导遥”一体化网络指将导航、遥感卫

星接入卫星互联网，实现“通导遥”融合网络。基

于卫星互联网，导航资源、遥感资源可实现资源共

空间段

遥感卫星

导航卫星

高轨卫星

中低轨卫星

用户段 地面段

互联网

通信卫星

运维管控站
地面站

图1　卫星互联网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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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与融合，形成一体化服务的能力。考虑到导航、

遥感卫星的资源运用与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存在直

接关系，本研究将导航资源、遥感资源纳入卫星互

联网资源管控范围。② 地面段主要包括地面站、运

维管控站，主要功能有地面网络接入、卫星数据落

地处理、卫星资源综合管控、卫星运行状态分析及

维护等。③ 用户段主要指通过卫星进行通信的各类

用户终端，包括固定终端、车载终端、机载终端、

船载终端、便携 / 手持终端等。

（二）卫星互联网发展

国际上，OneWeb、O3b、SpaceX、Telesat等企

业推出了卫星互联网计划[14]。其中，O3b星座系统

是目前唯一成功投入商业运营的中轨卫星通信系统；

SpaceX公司是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商业卫星运营

商。Starlink是Space X公司建造的卫星互联网星座，

目标是建设由约 4.2×104颗卫星组成的中低轨卫星

群；单颗卫星容量可达 20 Gbps，星间链路采用激

光通信技术。截至 2023年 11月，Starlink星座已有

在轨卫星5057颗[15]，面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2×106个用户提供由卫星接入的互联网通信服务。

在民用领域，Starlink星座可提供500 Mbps下行速率、

40 Mbps上行速率、20 ms延迟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实测性能已与地面宽带网络的平均水平持平。

我国卫星互联网起步稍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

已提出“虹云”“鸿雁”“行云”“银河”“国网”等

星座计划，组网数量大于30颗的低轨卫星项目超过

10个，规划卫星发射总量超过1.5×104颗。卫星互联

网被纳入“新基建”范围[16]，卫星互联网建设上升

为国家重大工程[17]并将融入遥感工程、导航工程，

成为国家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5]。

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5G）的成熟应用，国际

电信联盟（ITU）、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等

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研究新一代卫星系统的星地融

合标准化问题[11]。ITU提出了5G和卫星通信融合的

4种应用场景：服务于偏远地区的中继通信场景、为

地面小区扩容和增强的小区回传场景、服务于移动

平台用户的动中通场景、服务于内容分发的混合多

播场景。3GPP标准组织提出了卫星互联网与5G融

合的三大场景：业务服务、泛在服务、扩展服务[18]。

在网络架构方面，3GPP提出了基于星上处理 / 透明

转发、有 / 无中继的4种星地融合网络架构方案。整

体上，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卫星通信作为未来通信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非地面网络制定了通信标

准，提出了卫星与地面网络融合方案[19]。

（三）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

卫星互联网资源指信息获取、处理、存储、传

输过程中必要的设施和能力，按照设施所处位置的

不同分为天基资源、地面资源：前者由各种不同轨

道的卫星组成，后者由分布在各处的信关站、管控

站、地面网络资源组成。其中，信关站是实现地面

资源、天基资源连接的重要“桥梁”。

天基资源主要指卫星资源，根据卫星结构分为

平台资源、有效载荷资源：前者指保障卫星正常运

行的基础资源，如蓄电池、太阳能设备为系统提供

能源，动力设备用于调整卫星姿态以保持正常在轨

运行；后者是卫星提供服务的有效资源，根据卫星

有效载荷类型的不同将天基卫星分为通信卫星、导

航卫星、遥感卫星等，分别对应通信资源、导航资

源、遥感资源等。

按照资源能否共享，卫星互联网资源分为固定

资源、可共享资源。星上能源设备、温控设备、姿

态控制设备等维持卫星在轨运行的卫星平台资源属

于固定资源，无法实现资源共享；有效载荷中的通

信、计算、遥感等资源可通过网络共享，属于可共

享资源。可共享资源通过软件定义网络（SDN）、

虚拟化技术映射为统一的服务资源，是智能化资源

运用技术的重点研究对象。

卫星互联网的主要资源及其特征如表 1所示。

计算、通信、存储、遥感、导航资源均存在于空间

段卫星中，但是受限于卫星制造成本以及星载设备

入轨后难以扩充等因素，导致资源受限[20]。例如，

卫星受质量、体积、发射成本的约束，星上载荷及

存储能力有限；卫星工作中受宇宙辐射严重，星载

处理器需具备抗辐射能力，难以沿用地面高性能处

理芯片，导致星上芯片处理性能大幅低于地面，制

约了星上计算能力。地面资源集中在计算、通信、

存储方面，受建造因素的影响较小，可灵活扩展升

级，能够实现高性能、大容量的网络资源。

现阶段，我国在役通信卫星主要是“天通”

“中星”“亚太”等系列，卫星网络结构简单，在实

际管控系统中多采用基于规则与策略的固定或半固

定资源管控技术。这类资源管控技术易于实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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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灵活性，导致系统资源利用率低下，影响网络

综合性能[21]。

在学术研究方面，网络管控方法主要是分层管

理，将大规模网络划分为多个组或域，降低管控复

杂度[22]。分层管控概念将网络分为高轨层、低轨层，

增强了传统卫星的灵活性和扩展性[23]；进一步发展

的分层管理、域内自治的分布式域管控策略，有效

降低了地面管控节点数目，适用于大规模卫星网络

的管理域划分及动态维护[24]。高低轨双层智能接入

算法能够提高卫星网络的接入效率[25]。采用频率及

功率混合优化算法，设计智能时隙共享策略，以优

化多层卫星网络的功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6]。

分层管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控复杂度，

但额外引入跨域问题；卫星网络的高动态特性导致

频繁跨域切换，难以实现高动态网络环境下的全局

最优规划。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将机

器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应用到卫星网络资源管控

成为热点。例如，基于双层深度Q网络实现中继卫

星网络任务动态调度，提升了任务分配效率[27]；采

用图卷积神经网络实现动态网络拓扑中的路由预测，

支持资源连接关系的动态预测[28]；基于深度强化学

习的卫星动态功率分配算法能够提高系统吞吐量增

益[29]。也要注意到，AI技术中的网络结构复杂度极

高，针对多维资源的智能管控技术仍在探索中。

三、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面临的挑战

随着卫星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相应信息服务的

空间范畴不断扩大，多维综合信息服务需求也在逐

步提升。卫星互联网将成为“全域覆盖、随遇接

入、泛在连接”的核心服务，其网络环境和服务模

式均呈现新特性。

（一）卫星互联网新环境

卫星互联网的新环境主要体现在应用场景、

网络结构、网络资源等方面。卫星互联网的应用场

景更加丰富多样（见表2），网络需求具有显著的多

样性、差异性。相比传统卫星通信、地面通信，卫

星互联网的服务行业更加广阔、应用场景更加丰

富，而这些应用场景下的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差异

性。例如，军事保密通信、政府外交通信的需求重

点是安全和可靠，国土资源监测、科研服务场景中

的传感资源获取服务偏向高速下行传输速率，军事

侦查、空间对抗服务需求重点关注低时延、高速

率，物联网场景关键需求是海量连接。

卫星覆盖的技术场景主要有连续广域覆盖、热

点高容量、超大规模连接、低时延 / 高可靠。不同

表2　卫星互联网服务场景

服务类型

军事服务

政府服务

科研服务

交通服务

公众服务

其他服务

服务内容

抗干扰通信、保密通信、空间对抗、侦查、防御等

指挥、外交、国土安全、资源监测、应急保障、抗灾抢险、农业观测、林业监测、自然灾害监测等

气象观测、空间观测等

航空、航海、铁路、公路、车联网等

卫星电视、卫星电话、卫星广播、卫星宽带等

科学考察、远程医疗、物联网、金融交易等

表1　卫星互联网关键资源及其特征

设备类型

计算设备

通信设备

存储设备

遥感设备

导航设备

物理设备

CPU
GPU

FPGA
DSP

激光器

微波转发器

抗干扰转发器

天线

硬盘

磁盘阵列

光学相机

激光扫描仪

合成孔径雷达

辐射计

时钟

信标

资源

类型

计算

资源

处理

资源

存储

资源

观测

资源

导航

资源

资源

位置

星地

星地

星地

星上

星上

服务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

计算能力

传输能力

存储能力

观测能力

导航能力

定位能力

跟踪能力

注：CPU表示中央处理器；GPU表示图像处理器；FPGA表示现场可编程门

阵列；DSP表示数字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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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场景面临的性能挑战各不相同，传输速率、传

输时延、连接密度、抗干扰、安全加密等指标都有

可能成为挑战性指标。例如，军事通信对抗干扰指

标有着严格要求，外交通信要求数据不能落地且具

备加密功能。

卫星互联网规模庞大，网络结构动态复杂多

变，网络资源具有异质、异构特征。随着全球在轨

星座的不断增加、星座规模趋向巨型化发展，网络

规模更大、节点更多。此外，低轨卫星移动速度

快，网络节点位置动态变化，网络拓扑需要动态更

新，也使网络结构更加复杂、网络资源动态变化。

随着卫星网络的发展，卫星承载的业务增多，卫星

节点的类型和功能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不同类型

的卫星具有不同的功能，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能力

也存在差异性，使得网络呈现异质、异构特性。例

如，卫星网络中的部分卫星只可透明转发，部分卫

星不具有星间链路，部分卫星功能固化且不具备虚

拟化功能；在资源管控过程中需针对不同体制卫星

建立不同模型，带来了更大的资源管理难度。

（二）卫星互联网新模式

卫星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传统天基系统以平台为

中心的单星服务模式，通过网络融合、资源虚拟化

协作共享、网络切片等技术应用，实现按需扩展、

自治、自演进的多星协同柔性服务模式，提供灵活

多样、快速实时的信息服务。

卫星互联网除了进行数据的传输和共享，还支

持海量的信息服务，对服务和网络资源进行综合管

控，为不同用户的服务需求提供合适、可靠的资

源。传统卫星网络资源在可扩展性、控制管理等方

面存在不足，难以满足不同服务类型和服务对象对

资源的需求。面向卫星互联网资源的强变时空尺度

特性、多样化业务的复杂不确定性，一旦网络环境

发生变化，卫星互联网需要及时制定应对策略，按

需动态匹配有限的可用网络资源，实现柔性自治、

弹性服务，为超大容量广域覆盖网络应用提供高可

靠、高质量服务。

柔性服务模式依托高动态虚拟化技术，针对车

联网时延敏感性服务、物联网海量连接服务、宽带

接入高速率通信服务等垂直行业的差异化服务需

求，在大规模、一体化融合的卫星逻辑网络内，抽

象出多个互相隔离、互不影响的端到端虚拟网络。

针对差异化的广域信息网络应用需求，动态构建适

应不同业务特征、差异化的虚拟网络切片，精确匹

配各类业务的数据资源，实现网络功能的“按需伸

缩、自主演进”。

（三）卫星互联网新服务

随着大规模星座的规划与建设，各类卫星的数

量大幅增加，在轨卫星的类型、配置、轨道位置呈

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导致卫星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复

杂、网络资源高度异质化。星地网络融合代表了网

络服务用户（行业）的进一步融合，业务类型更加

丰富，用户业务需求更显多样化、个性化、随机

化。各类业务对卫星网络的高效运行、高质量服务

提出了直接挑战。一方面，以单一业务服务质量

（QoS）为评价标准的传统服务模式不再适应多种

用户（行业）的保障质量需求[4]，亟需针对行业特

征和独特需要来设计新的保障评估体系。另一方

面，当前以经验、规则为主的传统规划与调度方

法，难以应对卫星组网规模大幅增长带来的复杂调

度问题，导致资源运用效率低下，无法即时响应用

户需求。

满足差异化的用户（行业）网络服务需求，提

高通、导、遥、算、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卫星互

联网资源高效运用技术的发展目标，可采取如下方

法予以实现。① 建立新的用户服务质量评估手段，

基于服务水平协议（SLA）构建用户服务体系，将用

户需求转化为行业差异化的服务保障指标，智能评估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需求的服务能力[1]。

② 建立灵活、轻量、可重构的天基和地基网络底

座，基于SDN、网络功能虚拟化（NFV）等技术设

计按需服务的智能资源编排器[30]。在统一表征网络

异构分层多维资源的基础上，应用高效资源索引、

智能化决策等技术，按照各行业差异需求灵活开展

网络功能重定义（如“通导遥”卫星通信载荷、计算

载荷、感知载荷）以及节点服务切片组网，实现网络

资源能力的动态表征描述和高效运用，保障用户

（行业）的差异化服务需求。

四、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技术路线

当前，地面网络资源管控研究已进入AI赋能

阶段[31~33]，而相应技术不能直接应用于卫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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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发展相对缓慢，网络架构落后于地面。

面向卫星互联网的新特点、新模式及其资源管控需

求，着力提升卫星互联网的星地资源利用效率，才

能实现网络资源的高效运用。本研究立足我国卫星

通信系统发展现状，论证提出了卫星互联网资源管

控技术发展路线（见图2）。相应技术路线主要分为

星地网络互联互通、星地异构资源融合、智能按需

服务、智慧内生4个阶段。

（一）星地网络互联互通

当前，通信、导航、遥感卫星是相互独立的服

务系统，设计功能及作用各不相同，如“通导遥”

卫星系统的运行和服务模式自成体系，体制、接

口、协议、服务流程等差异明显。然而，随着用户

需求的提高，未来“通导遥”卫星系统之间资源协

同、综合保障复杂任务是发展趋势。卫星互联网建

设的目标之一即整合不同领域的卫星资源，为垂直

行业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

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应将不同卫星网络之间的

互联互通作为首要的阶段性任务，实现异构网络

“通导遥”等资源和能力的集成运用，从而打破异

构卫星网络之间“烟囱式”信息服务框架，实现异

构网络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快速流转。以遥感卫星网

络为例，多采用缓存方式，与地面站建立连接后再

将缓存数据传输至地面；通过星间链路接入通信卫

星网络，可实现观测数据的实时回传，从而提高即

时信息的获取能力[34]。

星地网络的互联互通，需要打破天、地界限，

实现互操作、共资源、同服务；主要难度在于当前

各个网络具有不同的用户群体、体系结构、协议标

准、交互流程，难以协同资源开展服务保障。可从

空口技术、网络架构、网络管控3个层面进行顶层

综合设计。在统一空口上，“通导遥”网络的星地、

星间、地面通信接口采用统一的传输体制和标准，

从信息传输层面着手打通通路；在统一网络架构

上，“通导遥”网络进行一体化设计，实现组网框

架共享功能；在统一资源管控上，设计主从管理架

构，经由主控对“通导遥”中分控进行统一管理，

实现多网系管控系统的集成化应用、对异构网络资

源的协同调度和控制。

（二）星地异构资源融合

星地异构资源融合将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进一

步融合多维资源，打破传统网络中资源孤立和闭塞

的限制。以天基观测感知场景为例，遥感卫星将采

集的原始数据下发至地面网络，地面网络对其分析

后根据判断结果进一步请求兴趣区域的高精度图

像；该场景下大量的原始数据传输限制了感知效

率。融合遥感卫星网络资源与天基计算资源，将遥

感卫星的图像分析任务卸载到天基计算网络，在星

上直接完成分析以缩短任务周期、提升天基感知

效率。

在实现“通导遥”星地异构网络互联互通的基

础上，融合异构资源管理关键在于建立资源的统一

表征。由于不同网络自身资源的异质异构，互联互

通层面上的资源统一调度仅能实现协同工作，而系

统之间的资源共享、灵活复用效率仍不高，导致资

源综合利用率较低。为此，打破异构网络中的资源

壁垒，对资源进行统一表征，形成时变虚拟化资源

池模型并对资源的能力进行映射，据此支撑网络资

源管控开展高效配置。

导航卫星网

地面网络

遥感卫星网

通信卫星网

星地网络互联互通

星地异构资源融合

智慧内生

智能按需服务

网络智能规划

任务智能调度

资源智能分配

地面网络

卫星网络

资源

计算资源

网络实体

通信
卫星

导航
卫星

遥感
卫星

地面站

遥感资源

存储资源

导航资源

通信资源

能力

计算能力

遥感能力

存储能力

导航能力

通信能力

AI

自优化

自学习

自组织 自管理

自适应

图2　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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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按需服务

在融合网络架构下，“通导遥”卫星网络资源

的运用较为复杂。当前基于规则、人工干预的管理

方法很难高效运用网络资源，保障不同用户需求的

能力不强。需要针对部分重要且复杂的网络功能进

行智能化设计，根本性提升网络运行的服务效率。

例如，3GPP对核心网中的网络数据分析功能进行

智能化增强以提升分析效率。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的 TC1WG1、TC5WG6、TC5WG10 均开展了智能

化技术的应用研究，旨在解决通信服务网络中业务

及应用的部署、运行、拓展、安全等问题，消除复

杂网络及平台的规划、优化、维护、节能，无线资

源的动态按需分配等问题。在“通导遥”一体化网

络中，采用重点功能局部智能化的方法提升网络资

源运用效率是技术发展趋势。

智能按需服务通过对资源进行更细粒度的融

合，形成具备确定性服务能力的若干子网，充分适

应网络中的差异性服务需求。尽管星地异构资源融

合可实现多维资源之间的联动，但是卫星互联网呈

现高的动态特性，从高动态的多维时变资源中建立

满足差异性用户需求的网络仍是智能按需服务的难

点。需要研究时变多维资源检索方法，以快速高效

地获取资源集合、响应服务需求。

（四）智慧内生

局部智能化方法是提升网络运行服务能力的手

段，但在资源运用效率上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这

是因为，局部智能化方法没有跨层、跨域联合优化

能力，无法综合全局信息进行规划以实现星地网络

资源运用的最优。因此，未来网络服务架构需实现

AI能力的全网渗透，即智慧内生。智慧内生网络可

自动感知网络变化，自动协调全局资源实现负载均

衡、故障恢复，保证服务质量、增强网络可靠性。

在未来智能化通信服务场景中，AI赋能卫星互联

网，为行业用户提供实时AI服务、实时计算类新

业务，在数据隐私、极致性能、海量数据传输等方

面提供更优化的解决方案。

在卫星互联网中，多网系、分层次、高动态、

极复杂的组网环境，差异化的用户业务需求，使

网络资源的最优化运用十分困难。在卫星互联网

架构层面进行内生智能化设计，通过网络性能的

自优化能力实现智能连接、智能管理，显著增强

用户体验。

五、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模式、架构及关键

技术

（一）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模式

卫星互联网需要打破传统基于经验和规则的资

源运用方式，转而采用智能化的资源管控（见图3），

才能满足多样性、差异化的服务需求，实现按需分

配、按需增强的弹性服务模式。该管控模式将贯穿

本研究所提技术路线的全阶段，相应流程为：将星

地网络物理设备的资源表征为资源池，作为资源智

能高效运用的前提；将用户服务需求转化为SLA相

关的服务指标，确定所需的服务能力；基于服务能

力对网络资源进行切片编排，调度网络资源来实现用

户服务需求。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模式中，资源组织

层是网络互联互通阶段、异构资源融合阶段的主要

内容；资源分配与调度层是智能按需服务阶段的重点

内容；资源服务能力层是智慧内生阶段的核心内容。

在资源组织层面，卫星互联网可基于 SDN、

资
源
分
配
与
调
度

资
源
服
务
能
力

SDN、虚拟化

切片
编排

信息传输
服务能力

信息获取
服务能力

信息处理
服务能力

网络
实体

遥感
资源

存储
资源

导航
资源

通信
资源

计算
资源

资源池

切片
编排

切片
编排

切片
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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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组
织

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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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图3　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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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V统一表征地面资源和天基资源[35]，将星地网络

实体中的物理设备资源整合为网络资源池，为高效

灵活开展资源分配及调度提供基础技术支持。针对

卫星互联网资源的时变特性，建立动态资源与服务

能力的关系表征，是开展资源高效管控的必备前提。

在资源分配与调度层面，根据所需服务能力，

采用切片技术从网络资源池中选择具备特定能力的

资源集合，编排形成一组逻辑上独立的专用服务保

障网络。根据信息处理类型的不同，可将星地一体

化网络中的资源划分为通信、计算、存储、导航、

遥感等类型，经过切片编排后形成信息获取、信息

传输、信息处理等网络服务能力，满足差异化的服

务需求。从多种时变多维资源集合中匹配最优资源

调度方案，是资源智能管控的核心。

在资源服务能力层面，用户的多维信息需求持

续增长，用户网络需求呈现出差异化，不同行业和

场景的网络业务对QoS的定义存在不同。例如，物

联网场景的服务质量与最大连接数相关，远程医疗

和自动驾驶对网络时延敏感，高清视频通话、高清

直播应用同时关注时延和速率指标。卫星互联网需

面向不同行业和场景提供多样化的网络能力组合。

划分不同等级的 SLA服务指标，量化业务能力需

求，从资源池中检索满足能力需求的资源集合。从

动态变化的资源池中检索出满足服务需求的能力集

合，是资源智能管控的基础。

（二）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架构

卫星互联网系统资源受限、具有高的时空动态

特性，提高资源运用效率是瓶颈环节。卫星互联网星

地资源管控技术架构（见图 4）是资源管控模式的

一种实现方案：针对卫星互联网资源异构、异质的

特点，面向分布式资源集群引入能力池概念，涵盖

多项关键技术。能力池指由多种资源通过共享或互

联形成的服务能力集合，如通信资源与计算资源通

过网络融合形成统一服务单元，为用户提供信息处

理的能力。能力属于资源组合形成的抽象概念，在网

络中不是实体形式的存在，将资源编排成实体网络后

才能真实存在。能力池是网络具备的多种能力集合，

引入能力池可实现服务需求与资源池的匹配。

卫星互联网星地资源管控技术架构中，网资源

管控基本流程为：根据SLA服务协议，将差异化的

服务需求转化为包括时延、带宽、速率、容量、可靠

性、安全性在内的通信服务指标集合；根据服务指标

集合，提取所需的信息获取、传输、处理等服务能力

要素；分析所需服务能力的要素特性，检索能力池以

获取可用能力资源；采用智能决策规划技术，确定资

源调度方案；根据调度方案对资源进行聚合、编排，

形成具备服务能力的网络并反馈至用户。

（三）卫星网络资源管控关键技术

1. 高时空动态资源表征技术

卫星互联网天基资源分散在环绕地球周期运行

的卫星上，整体呈现分布式、时空动态变化的特

性。针对卫星资源的分布特性，建立统一的资源表

征技术（见图5），是高效资源管控的基本要求。卫

高时空动态资源表征

时间数据

空间数据

属性数据

时变能力池索引 智能决策规划

能力需求要素分析

要素提取

用户需求

分布式资源集群

高时空动态能力池集合

多维资源连续性分析

虚
拟
化

强化
学习

在线
学习

联
合
索
引

能力索引

能力
时变图

能力监测

资源调度

返回结果

执行决策

调度方案

能力池

通信能力 存储能力

导航能力

能力池

通信能力

遥感能力

计算能力

网络资源

计算资源

网络实体

通信卫星 导航卫星 遥感卫星

地面站

遥感资源

存储资源

导航资源

通信资源

SLA服务指标

多维资源融合

……

图4　卫星互联网星地资源管控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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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资源在时间维度上受到运营规划的影响，如某段

时间是特定用户的专用服务时间，整体或部分资源

将被锁定，导致卫星可用资源处于随时间变化的状

态。卫星环绕其轨道持续运行，所处空间位置不断

变化，如运行至没有光照位置时，卫星功耗将受到

限制；卫星运行至受国际法律或法规管制区域时，

卫星的部分功能不能启用，导致相应资源不可使

用；卫星运行至地磁或太阳辐射严重区域时，卫星

射频功能受到干扰，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足。因

此，卫星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其空间位置与时间具

有统一性，可将卫星资源时空动态特性描述为与时

间 t相关的表达式。

卫星互联网可通过星间链路或其他网络连接，

将不同的网络资源组合成差异化的服务能力，可将

卫星互联网的能力描述为P(t)。不同能力的P(t)由

不同资源构建而得，而资源之间还可通过网络连接

使不同能力P(t)之间具备互联关系；构建不同能力

的P(t)时，可能采用相同的资源，导致能力之间存

在冲突或约束。高时空动态资源表征技术可将种类

繁多、异质异构、动态变化的资源表征为一系列的

动态服务能力集合，结合服务能力之间的互联 / 约

束关系，从而为资源管控系统提供完备的数据

集合。

2. 多维资源时间连续确定性分析技术

卫星互联网的空间卫星处于周期性运动状态、

用户业务动态变化、空间卫星与地面设备的通信环

境差异性动态变化，这都导致资源关联具有时变

性。星地链路时延高，资源更新具有滞后性，导致

网络拓扑维护不及时、端到端性能难以保障[36]，将

明显制约资源管理算法的效能。需要对网络多维资

源的时间连续性进行确定性描述。对于大时延通信

环境造成的信息滞后问题，可设计预测算法，根据

卫星运动规律和数据统计规律，对网络拓扑、链

路、路由等资源连接关系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将

预测结果更新并映射到动态能力池，从而为资源管

理算法设计提供精准支撑[5]。

3. 多维时变能力池索引技术

卫星互联网的能力及其关联资源均呈现动态特

性，能力之间存在互联 / 约束，资源之间存在关

联，导致能力需求匹配过程复杂、匹配结果离散。

针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变图的多维时变能力池索

引技术。

能力集合 P 在 t 时刻与多种资源集合相关联，

能力集合之间也存在关联，这种动态关系模型的拓

扑变化可由时变图G(t)表征。时变图G(t)中的顶点

和边均随时间动态变化，难以直接进行搜索，故采

用快照方式将其离散化为多个静态的子图 g(t1 )，

g(t2 )，…，g(tn )；对于子图，采用广度或深度有限

算法、树形分割算法等进行快速搜索匹配。将时变

图离散化为多个快照，尽快便于开展搜索，但也增

大了搜索过程的计算量。可基于并行搜索技术对相

应时变图进行索引（见图6）：将时变图G(t)离散为

功耗受限区域

管制区域

干扰区域特殊保障时间

专用服务时间

空间时间

高动态时空资源

动态信息处理
能力P(t)

动态遥感资源(t)

动态存储资源(t) 动态导航资源(t)

动态传输资源

传输

遥感计算

计算 存储

导航 计算

传输

高动态能力集合

动态信息获取
能力P(t)

动态信息传输
能力P(t)

传输

存储

动态计算资源(t)

互联/约束

图5　高时空动态资源表征技术
注：P表示能力集合。

时变图 快照

……

搜索算法

搜索算法

搜索算法

……

并行搜索 合并集合

G(t) g(tn)

g(t2)

g(t1)

G(V, E(t))

图6　时变图并行索引技术
注：V表示顶点；E表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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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子图后，子图之间相互独立，搜索过程互不影

响；采用并行处理技术以显著提高搜索效率；统一

合并各个快照子图的搜索结果，得到最终的索引结

果G(VE(t))。

4. 智能决策规划技术

卫星互联网的大规模星座、高时空动态等特性，

对当前集中式的运维、控制中心综合资源管控模式

构成了极大挑战，亟待发展基于AI算法的智能决策

方法，提高资源规划及决策的实时性和有效性。在

前述能力要素分析、能力时变图构建的基础上，提

出了卫星互联网资源智能决策规划技术（见图 7），

进一步细分为离线训练、在线学习两部分。

离线训练时，基于构建的能力时变图数据来训

练规划策略。利用图卷积神经网络[37]捕获能力时变

图中节点之间的复杂关系，采用注意力机制[38]学习

资源状态的演变，以此预测每个资源的可用时间。

针对接收的资源状态信息，由强化学习智能体决策

出一个调度动作，再根据优化目标计算一个奖励分

数。通过最大化奖励分数，使策略网络不断更新自

身参数。经过训练后，得到一个资源规划决策代理，

支持在网络中规划出服务时间最长的资源。

静态的训练参数难以满足各种网络条件，需要

在决策过程中采取更新策略；实施更新策略时，可

根据预先训练的模型制定规划策略。当使用该模型

在进行资源规划时，从经验缓冲区中提取经验并更

新模型参数；在参数更新过程中，使用优先经验重

播方法[39]来存储最优的经验，使模型的决策方案达

到最优。

六、结语

卫星互联网是提高空间生产力、扩大空间影响

力、增强空间国防力、掌握空间主权、推进网络强

国战略的重要基础信息设施。本文面向我国卫星互

联网建设的重大背景，针对资源高效运用需求，调

研了国内外卫星互联网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卫星互

联网的新环境和新模式。针对我国卫星通信服务主

体众多、资源运用不畅的现实发展局面，结合我国

卫星通信现状与卫星网络特性，提出了以智慧内生

网络为目标，层次明确、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发

展路线。针对卫星互联网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多

变、资源异质异构、服务需求差异多样的新环境和

新特征，提出了包括高时空动态资源表征、多维资

源时间连续确定性分析、多维时变能力池索引、智

能决策规划在内的卫星网络资源管控模式和技术架

构，可为我国高效开展卫星互联网资源管控系统建

设提供直接参考。

卫星互联网资源复杂多变，资源管控技术在实

践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为进一步加快我国卫星

互联网建设，从资源管控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发展

建议。① 合理加大卫星互联网基础研究投入，深

化星间激光链路、星载高性能处理器、星载高性能

阵列天线技术研究，为网络资源灵活配置、资源互

联互通、异构资源融合打破技术“硬障碍”。② 适

时发布网络融合政策，推动通信、导航、遥感网络

融合进程，加快星地一体化网络建设，实现网络资

源深度融合，扫清各类资源之间的“软屏障”，为

实施高效网络资源管控创造良好条件。③ 鼓励研

能力时变图

强化学习智能体

优化目标

奖励
分数

决策
方案

更新
状态

离线训练

资源状态

在线学习

资源状态

决策
策略

决策
方案

图注意力网络

图卷积网络

图7　智能决策规划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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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软件，如电磁仿真、卫

星轨道仿真、电波传播仿真等关键工具，打破国外

专业软件垄断工程应用的不利局面，为资源管控系

统提供自主可控、高性能、高精度的推演及预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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