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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making UAV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mature. Nowadays, all kinds of UAVs are 
emerging in endlessly. The UAVs are flexible and capable of carrying all kinds of equipment, 
strong data acquisition cap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fly at low altitude and high speed. In addition 
to its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affairs, UAV is also widely used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railway, power, public security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By integrat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UAV and the solutions proposed by the author of the lite-
rature, it is hoped that UAV will be better appli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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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无人机的飞速发展，使得无人机技术越来越成熟。现如今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层出不穷，

因为无人机具有灵活性强、能够搭载各种设备、采集数据能力强以及能够进行低空高速飞行等特点，除

了在国防军事方面的重要应用外，无人机在农业、林业、铁路、电力、公安等众多行业中也得到广泛应

用。通过整合无人机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文献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法，以期无人机在科研等领域能够

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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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1 年在震惊世界的 911 事件 10 周年之际，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北 110 公

里的阿伯塔巴德，用无人机击毙了世界头号恐怖大亨本·拉登，标志着人类反恐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从

此，无人机的名声大振。 
近年来无人机的快速发展，使得无人机技术越来越成熟，其可操作性变得更高，现如今各种各样的

无人机层出不穷，由于无人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人类难以操作的领域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节省

了大量人力物力，降低了工作成本，因此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国防军事领域得到了重要

应用。 
然而无人机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无人机在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无人机负载过大怎

么处理、电池续航能力不足怎么处理等，因此通过对前人工作的总结，希望对无人机工作能力提高有所

帮助，在科研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应用，以提高科研工作的工作效率。 

2. 关于无人机的概述 

2.1. 什么是无人机 

无人机是一种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其主要是通过地面发送控制指令来实现控制其飞行轨迹，在大多

数情况下是被作为获取数据的平台来使用，同时在无人机上搭载一些传感器可以实现高质量、低成本以

及高效率的数据采集，并且在进行数据采集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数据传输设备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回地面

[1]。无人机不仅数据采集量大而且数据的质量也高，这是通过地面采集数据无法做到的，同时相对于通

过卫星系统采集数据而言，无人机采集数据的成本远远要低于卫星系统。特别是在图像采集方面，无人

机平台是检查，监视，绘图和 3D 建模问题的宝贵数据来源[2]。由于无人机不仅性能好而且功能还十分

强大，所以在农业、安保、测绘等行业应用广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isl.2019.3300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阮新志 等 
 

 

DOI: 10.12677/isl.2019.33009 55 交叉科学快报 

 

2.2. 无人机的发展阶段 

在无人机的发展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通过一些硬件之间的配合来反馈无人机内环状态，例如：陀螺仪、加速计、气压计等，

从而有效控制无人机的飞行姿态。 
第二个时期，随着芯片技术以及传感器技术的发展，硬件成本大大降低但是其性能得到非常大的提

高，这使得不断有新的硬件模块加入到无人机控制系统中，特别是无人机在加入 GPS 模块后可以反馈速

度以及位置等一些重要的信息，实现自动导航等飞行任务。 
第三个时期，将超声波以及红外等硬件应用在无人机上，将获取到的数据与原来硬件系统获取到的

数据进行融合，以实现对无人机更好的控制。 

2.3. 无人的分类 

无人机根据其起飞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固定翼型无人机、直升机型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接下来将

分别进行介绍。 
固定翼型无人机，由于无人机的机翼采用了固定式的设计所以被称为固定翼型无人机，对于大型固

定翼无人机而言，其起飞方式可以采用常规的飞机起飞方式，对于中型固定翼无人机而言，其起飞方式

可以采用弹射起飞，这种起飞方式可以省去一些与飞机无关的结构，降低重量，并且对于提高负载能力

与续航能力有很大帮助，同时还使起飞距离得到缩短。 
直升机型无人机，对于直升机型无人机而言有大型、中型、小型之分，大型直升机型无人机机身

长度在两米到四米之间，变距浆数目为两个到三个之间，最大起飞负载为二十千克到一千千克之间，

续航时间为一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之间，动力以柴油或者汽油为主；中型直升机型无人机机身长度在一

米到两米之间，变距浆数目为两个，最大起飞负载为五千克到二十千克之间，续航时间为十五分钟到

四十分钟之间，动力以硝基燃料或者汽油为主；小型直升机型无人机机身长度在一米以下，变距浆数

目为两个，最大起飞负载为五百克，续航时间为十分钟，动力以电池为主。直升机型无人机的机动性

相对于其它无人机而言是最好的，同时其飞行模式、负载能力、气动效率、续航能力等方面也是十分

优秀的[3]。 
多旋翼无人机，是一种特殊的无人驾驶直升机，因为其旋翼轴的数量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多旋翼

无人机的旋翼布局采用的是对称式布局，其正反浆的数目是两两成对的，在进行姿态调整时只需要改变

旋翼的转速就行，例如在进行前飞时增加后方两个旋翼的转速，同时减小前方两个旋翼的转速，多旋翼

无人机相对于其他两种机型的无人机所具有的优点是很容易产生统一方向的气流推送，所以具备优秀的

定点悬停的能力，并且对于起飞环境要求也很低，但是不利于大型化。 

3. 有关无人机某些应用 

3.1. 无人机在农业中的应用 

飞机第一次应用于农业上是由德国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利用飞机喷洒农药治理虫害，随后美国在

1918 年利用飞机喷洒农药治理牧草虫害，第一个将无人机应用在农业领域的国家是日本，其主要目的是

为了利用无人机进行喷洒农药治理虫害，由于日本起步比较早所以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我国起步较晚，

到 1999 年我国才研发出专门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机，目前国内常用的农用植保无人机主要有“天鹰-3”、
“Z-3”、大疆“MG-1”、单旋翼“CAU-WZN10A”与多旋翼“3WSZ-15”等。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工

进行喷洒农药治理虫害每天的工作量只有十亩左右，不仅效率低，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利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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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进行农药喷洒，每天的工作量能够达到四百亩到五百亩左右，其工作效率是人工喷洒的数十倍，节

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研究玉米与小麦的氮素营养状态，这样能够做到精准施肥，

对于玉米和小麦的生长有非常大的好处；利用无人机以及机载遥感技术，能够有效的监测水稻叶片全氮

含量，这样可以为区域尺度水稻氮素含量的空间反演及精准农业的高效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利用无人机影像光谱分辨率高的特点对棉花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进行监测，这样可以方便了解棉花的生

长状况，相对于人眼观察农作物生长的情况，利用无人机对农作物进行观察以及分析其生长状况无疑更

加方便，得到的结果也会更加的合理准确[4] [5] [6]。 

3.2. 无人机在安保上的应用 

无人机在安保上的应用主要是利用其灵活性比较强，在发生恐怖袭击或者人质挟持事件时无人机可

以以最快的速度接近现场，搭载高清摄像头在高空进行侦察，为后方指挥部及时传来现场画面，这样有

利于在不打扰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掌握其行踪，对于抓捕行动十分有利；在进行交通管制方面无人机可

以在高空将地面的交通情况实时传输到控制中心，这样能够有效的帮助交管部门掌握情况；在进行抓捕

逃犯时，利用无人机可以在制高点迅速完成地形勘测任务，轻松的发现逃犯的位置，相较于一些常见的

抓捕手段，无人机不仅提高了抓捕人员的安全系数，而且使得抓捕效率得到提高，在山区进行抓捕任务

时由于通信原因不能及时与后方指挥中心取得联系，可以将小型化的通信基站加载在多旋翼无人机上，

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通信，确保信息能够及时得到交流[7] [8] [9] [10]。 

3.3. 无人机在救援上的应用 

无人机在救援上的应用主要是利用无人机深入灾区进行侦察，以便相关部门及时了解受灾情况，及

时进行下一步的救援部署，由于灾区的情况十分复杂，组织侦察队伍深入灾区进行侦察，不仅会使侦察

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且所侦察到的信息也可能因为通信受到破坏无法及时传送到外界，这样会

耽误救援的最好时机。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多个部门以及多个组织派出多架无人机进入灾区进行航拍，

这样有关部门就能够通过无人机航拍到的图像对灾区的受灾情况及时的了解，及时的规划下一步的救援

行动；2011 年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由于核辐射对于人体有极大的伤害，侦察人员无法进入及时探

测核辐射情况，美国派出全球鹰探测核辐射的相关情况，所得到的侦察结果对于日本进行控制核辐射扩

散有很大的帮助，在进行救援时天气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利用无人机搭载气象仪器可以完成对温度、

湿度等一些重要的气象参数进行采集，方便救援队伍实时了解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环境下及时采取措

施[11] [12] [13] [14]。 

3.4. 无人机在测绘上的应用 

在一些起降条件不好、云层位置偏低以及有高山处的位置，常规的航空摄影比较困难，而利用多旋

翼无人机进行测绘测量，能够高效、迅速的得到精确的航空影像，大幅度提升测绘测量的现势性和测绘

测量应急保障服务水平，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还能够实现定点曝光摄影和自动偏旋修正技术，极大的提

高了测绘的准确度，将无人机利用在测绘测量上具有监测效率较高、信息处理速度快、监测尺度大、可

以与别的系统结合等优势，其中监测效率高主要体现在处理紧急事件时，可以提高事件的处理效率，可

以避免一些较大的损失；信息处理速度快主要体现在无人机搭载的摄像机分辨率比较高，能够准确的采

集到地理信息，这样在处理时可以节省大量的数据采集时间，提高了信息处理的速度；监测尺度大主要

体现在能够提高测量范围的可控性以及伸缩性，实时反映出目标区域的实际情况，并且以三维的形式体

现在机器设备中，提高了地理信息的直观度[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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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人机的发展 

4.1. 政策的发展 

随着现在无人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无人机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好，首先体现在监管体制上，现在我

国对于无人机的监管越来越严格，要求无人机登记进行实名制登记，并且在 2017 年 6 月 27 日，工信部联

合科技部、公安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其主要目的是构建

科学、有效、协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标准体系[17]，对于生产质量合格的无人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无人机驾驶员的相关培训机制也越来越规范，在 2016 年 7 月 11 日，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发布了《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规定》，这样对于培养合格的无人机驾驶人员十分有帮助，并且现在越来

越多的城市已经规定出无人机的限飞区域，监管体制变得愈发严格，对于无人机规范化发展就越有利。 

4.2. 技术的发展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现在新型电池的研制能够极大的提高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不仅如

此，华科尔公司研发的混合动力无人机也使得无人机的飞行半径加大，这意味着无人机在将来的作业时间

更长，不用担心因为飞行的动力不足而发生坠机事故；第二，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控制人员与无人机之

间的通信变得越来越快，这样更有利于地面对无人机的控制，并且为了使无人机与地面之间的通信更加稳

定，同时使无人机的能量消耗更加小，一种具有轨迹优化的无人机通信方法被提出，这种方法能够使无人

机通信的能效更高；第三，为了使无人机更好的应用在农业上许多方法被提出，例如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

与无人机相配合，这样能够使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更加精准，而且更有利于无人机在空中对一些自然灾害

进行数据采集。为了更加准确的了解林业的相关信息，国外的一些学者研发了一种无人机-激光雷达系统，

能够准确了解森林中树木的数量。除了需要考虑使无人机的功能更加强大，同时还要考虑关于无人机的降

落问题，为了使无人机能够在能源耗尽之前安全降落，一种使无人机能够在移动平台上平稳降落的方法被

提出，这种方法能够使无人机的降落条件不再局限于陆地，大大的增加了无人机的飞行和应用范围[18]-[27]。 

5. 结束语 

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的航空器，许多国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其功能更加强大以

及性能更加优越，目前无人机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都十分广泛，军用主要是为了深入敌后进行敌情探测

以及携带一些武器进行敌后打击，在军用方面无人机以后的发展趋势是朝着隐形化、微型化、集群化发

展，其隐形化主要是为了能够迅速地接近敌人，不轻易被敌方发现；微型化主要是为了使其体积变小携

带更加方便；集群化主要是为了解决有限空间内多无人机之间的冲突，在民用方面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续

航时间长、智能化发展，续航时间长主要是为了使无人机的工作时间变的更长，这样应用在农业、安保、

救援以及测绘上能够帮助工作人员采集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智能化主要是为了使无人机能够自主地过滤

掉一些干扰信息，并且在识别目标时能够更加迅速。 
科技的发展使得不少先进的技术被应用在无人机上，其灵活性、适应性、抗干扰能力都得到了显著

的提高，并且为了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操作无人机，其操作方式更加智能化、人性化，这些都使得无人

机技术能够在监视巡逻、农药喷洒、测量测绘上的应用更加深入，并且以后还可以应用在电子对抗上，

所以随着对无人机技术的深入研究，其应用只会更加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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