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家以摄影爱好者居多
原有市场接近饱和

在杭州一家媒体从事摄影工作的梁天

（化名）是无人机的一名资深玩家，也是杭州最

早购买消费级无人机的顾客之一，2012 年 8

月份就买了第一台无人机，至今已买过三台。

“第一台是大疆的第一代产品：精灵 1。

那时候，杭州媒体圈一共就二三个人买了无

人机。整个杭州城区估计也就 10 多台。”梁

天说。一台裸机价就要8000多元，配上云台

（拍摄时起稳定作用）、GoPro 摄像头、五六

块电池（每块电池续航时间只有五六分钟），

总共花费要1.5～1.6万元。

不过第一代无人机的定位不是很好，返

程落地有误差，虽然误差都在3米以内；图像

传输系统也要另买。一年后，梁天换了一台

新产品，价格8000元不到，配了七八块电池，

每块电池续航时间延长到 20 分钟左右。因

为有了云台，摄像更加稳定。一年多后，大疆

又出了精灵 3，定位系统、摄像头全部一体

化，用起来方便多了，而且增加了室内视觉定

位，可用于室内拍摄。他就把原来的产品，包

括电池、GoPro摄像头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

了新玩家，自己买了精灵3。

梁天也一直关注着大疆的新品。“它们刚

发布的‘御’更加小型化，可折叠，携带方便。

而精灵3比较大，不能折叠，所以平时我都放

在汽车后备厢。”至于更新，梁天表示暂时不

考虑，等现有的产品损坏了再说。

“摄影圈无人机现在已经是标配，工作需

要，否则无法跟人家竞争。但这个市场并不

大，我感觉已接近饱和。杭州市区消费级无

人机估计也就一二千台，主要是摄影记者和

摄影爱好者，这部分估计占了七八成；另外就

是广告公司和搞测绘的。电视台用的无人机

要求高些，价格从几万元到 10 来万元，但数

量不多，不会超过100台。”梁天说。

对摄影记者来说，无人机也是一笔不小

的投入，但产出未必如意。“估计十人里面能

回本的也就两三人。虽然会有一些摄影大赛

之类的活动，但能得奖的毕竟极少数。像我

的话，也是利用空余时间给朋友拍拍照，所以

三台无人机基本上还能回本。”

无人机故障率偏高
相关管理和法规暂时缺失

梁天说，无人机的故障率还是偏高，掉下

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第一台无人机就掉下来

过两三次，大多是因为电池接触不良，突然断

电摔下来的。三台无人机一共掉下来过五六

次。”去年 10 月份，他的精灵 3 准备在西湖边

拍摄，才起飞10秒左右突然失联。

无人机都是通过无线电遥控的，由于相

互干扰掉下来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使

用的无线电都是公共频率。上个月的一场摄

影大赛中，嘉兴某媒体摄影记者一台价值 2

万多元的无人机，因为被别人大功率的无人

机干扰而掉下来。而且无人机损坏后，维修

成本很高，几千元的维修费用是家常便饭。

不过，在技术大牛王孟秋眼里，无人机要

解决抗电磁干扰并不难。他认为，自动化、智

能化，才是无人机今后发展要打好的基础。

伤人事故也偶有发生。“在野外飞的话，落

地时没有平台，有的人就会用手去接，不小心

手臂就会被螺旋桨划伤。我的同事就被划伤

过。如果无人机摔下来时刚好砸到人，这种可

能性不是没有。我算是比较小心的，人多的话

就不飞了。”梁天说。像精灵3，虽然说能在室

内飞行，但万一螺旋浆伤到人，后果也蛮严重

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他绝对不在室内飞行。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我国目前现行的法

律法规、政府文件尚不能对民用无人机的操

纵、适航、运行、审批等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

引。2013年出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作了些原则

性规定。

歌尔集团副总裁、无人机行业专家冯莉

认为，无人机的行业管理会有个逐步完善的

过程。“这就好比汽车的出现一样，行业标准

和交通规则也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行业

到现在仍在健康发展。”目前美国、欧洲国家

和日本等均已出台无人机行业的法律法规，

中国也正在积极酝酿相关规则。

新的应用场景潜力巨大
戴上VR体验空中飞行游览

其实，无人机除了用来航拍，仍有许多应

用领域。

“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很广。”中国航空学

会常务理事张聚恩表示。比方说，无人机可

用于公安缉毒、反走私等准军事目的，也可用

于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抗震救灾等，还可用

于农业植保、环境监测、电力巡线，可替代危

险的高空作业、艰苦作业、有毒有害作业等，

工业应用市场潜力也很大。可以说，无人机

未来就是空中智能机器人，能够完全替代人

自主完成各种空中作业；同时与成像系统等

结合，将应用场景延伸至各个行业，如商业应

用方面可用于快递行业、影视制作等。

赵创新是中航工业成飞技术中心的一名

飞控设计师，在此次国际无人机创新大赛固

定翼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他告诉钱江晚报记

者，原来的固定翼无人机不支持自主起降，需

要通过人工和火箭助推等手段，应用受到限

制，一些技术也不是很成熟。而现在他们自

主研发的产品，已能实现一键起飞、一键回

收，并做到垂直起降，可以说是个突破。“工业

级无人机的市场可以说

是刚刚起步，市场潜力

比消费级无人机更大。”赵

创新说，“相比多旋翼无人

机，固定翼无人机在大面积

植保、播种以及灭火救援等方

面效果更佳。”

李兵兵是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多旋翼队的领队，这次他的团

队夺得了无人机创新大奖赛旋

翼类冠军。“对农作物受灾区域

的识别，现在还局限于有人机和

无人机的巡查。今后无人机要做到通过历史数

据能智能识别农作物受灾区域，目前这方面技

术还有待提高。”但无人机目前在植保等方面的

应用，成本已比人工办法节省许多。

王孟秋的跟拍无人机，则是准备在消费

级无人机中另辟蹊径。“我们的无人机就是给

普通人玩的，不仅仅是极少部分专业摄影爱

好者。”王孟秋说。多年前，数码相机淘汰了

胶片机，这一次，跟拍无人机会不会淘汰自拍

杆，甚至从数码相机切得一大块蛋糕？

“任何产品如果与消费者的刚需紧密相

关，就一定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无人机很

可能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应用场景。”冯莉

也认为。据她介绍，歌尔股份已在 VR 头显

设备、全景摄像系统、无人机平台和产品方面

均有较强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已能为无人机

制造企业提供“无人机+全景摄像+VR”新型

应用整体解决方案。

“这三项技术融合，可能带来很多的新兴

应用，例如赛事直播和景区广告。通过无人

机进行全景摄像，消费者佩戴VR头显，足不

出户就可以在线体验在景区里飞行游览的感

觉，并且可以任意观看周围各个角度的景色，

并通过微信或微博等立即与家人和朋友分

享。”冯莉说。

在安防保卫方面，无人机在高空进行全

景摄像时没有任何的视觉死角。

研究机构 EVTank 分析称，无人机市场

在未来几年有望实现 50%以上的增长速度，

预计 2020 年，全球市场销量将达到 433 万

架，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5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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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大家还觉得蛮稀罕的无人机，如今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但真正的玩家并不多。杭州一位资深玩

家表示，杭州市区消费级无人机——或者说娱乐用的无人机数量也就一二千台，而且已接近饱和。

不过，随着无人机在视觉、感知等智能技术

上的突破，一个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广阔市场或

许正在打开。

业内玩家称，杭州市区消费级无人机也就一二千台，市场接近饱和
故障率偏高，降落或坠落易引发事故，行业管理仍为空白

无人机市场，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在哪
本报通讯员 邓懿 本报记者 王燕平

多 旋 翼 无 人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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