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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星闪无线短距通信联盟组织架构

智能终端智能汽车 智能家居 智能制造

打造一流国际化创新产业联盟，加速星闪技术应用
国际星闪无线短距通信联盟致力于推动新一代无线短距通信技术创新和产业生态，承载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

终端和智能制造等场景应用并满足极致性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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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套件

星闪
开发板

星闪
协议栈

参考设计
开发工具

视频

通信
技术

软硬件

音频

联盟伙伴+产业组织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
闪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
中国新型工业化和智能化建筑产业分会
智慧车联产业生态联盟
广东省智能家电创新中心

工业
自动
化

智能
终端

…

为开发者赋能，提供全方位的技术、资源支持

OpenLab：构建支撑能力，联接、赋能合作伙伴
打造开发者套件，实现好用易用的快速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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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局域网

密集部署

精
同
步

低时延

百us量级 ms量级 十ms量级 百ms量级

手机、平板、路由器

S量级

低功耗个域网应用

高
可
靠99.999%

99.99%

99.9%

99% 车载主动降噪

协同机械臂控制

流媒体后视镜

新型人机交互

智能家居为例：
• 终端厂商阵营
• 互联网公司阵营
• 视频网站阵营
• 运营商阵营
核心痛点：
• 多种协议并存问题
• 多平台不兼容问题

趋势1：从尽力而为（Best Effort）通信走向质量保障
（SLA）通信

趋势2：从单纯无线通信走向基于无线的多模式并发
（通信定位感知一体化）

趋势3：从自闭环生态走向开放对接各种应用生态

技术 演进目标 技术发展主线 技术拓展方向 应用领域示例

蓝牙 基于位置的低功
耗通信技术 低功耗通信 测距和定位 个人消费电子

WiFi
体系具备通信定

位感知能力 大带宽通信 定位和感知 家居领域

ZigBee 低功耗组网技术 多跳组网 无 行业领域

UWB
高精测距和感知

技术 高精测距定位 感知和通信 数字钥匙

无线短距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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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闪基础接入技术SLB（高性能）
短时延高可靠连接

2. 星闪低功耗技术SLE（低功耗）

性能指标

星闪关键技术

星闪NearLink是无线短距通信的根技术创新

无线帧0 无线帧1 无线帧2 无线帧46 无线帧47………

G链路 T链路

20us超短无线帧

超短帧设计低时延传输 多节点同步

Polar信道编码高可靠传输 FISA（快速干扰侦听和规避）
f

t

CH_1

CH_2

CH_3

CH_4

工作频点

干扰信号

指标 SLB SLE
峰值速率 >400Mbps@单载波单天线 12Mbps

空口时延 20µs 125µs

可靠性 > 99.999% > 99.999%

同步精度 亚微秒级 微秒级

多用户能力
支持4096用户接入

支持1毫秒内80用户数据并发
支持1024个用户

支持单播和可靠的多播

抗干扰能力 最小工作SINR-5dB 最小工作SINR-3dB

安全性 高（双向认证，算法协调保障） 高（双向认证，算法协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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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短距架构

G-Node

T-Node G-Node2

G-Node1

G与T通信

多域G间通信
（注：G2以T身份接入G1）

传输路径

星闪设备1

星闪设备2

SLB SLE

SLESLB

SLB+SLE
分流传输

仅使用SLB 仅使用SLE

SLESLB

SLB和SLE
路径切换

SLB+SLE
冗余传输

switch

控制面 用户面

星闪设备1

星闪设备1 星闪设备1 星闪设备1

T-Node 2T-Node 1 T-Node 3

T-Node 2T-Node 1 T-Node 3

G-Node客户端
（T-Node1）

TGT中继通信
(在基础服务层定义)

服务端
（T-Node2）

服务端
（T-Node3）

服务端
（T-Node4）

数据转发

星闪设备2

Data3

Data1 Data2SLESLB
Data3

Data1

SLE

SLE辅助SLB控制

星闪设备1

星闪设备2

SLB

Data1

星闪设备2 星闪设备2 星闪设备2

星闪NearLink无线短距通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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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号 标准名称

T/XS 00001-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架构

YD/T 4007-2022 无线短距通信 车载空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T/XS 10002-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接入层 低功耗空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T/XS 20001-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基础服务层 设备发现与服务管理

T/XS 20002-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基础服务层 传输与控制

T/XS 20003-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基础服务层 服务质量管理

T/XS 20004-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基础服务层 多域协调与管理

T/XS 20005-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基础服务层 5G蜂窝网络融合

T/XS 40001-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网络安全 通用要求

T/XS 00002-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媒体接入层标识分配

T/XS 50001-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测试 星闪基础接入技术（SLB）设备要求和测试方法

T/XS 50002-2022 星闪无线通信系统 测试 星闪基础接入技术（SLB）设备安全要求和测试
方法接入层

基础应用层

SLE

数据传输与适配

分包和重组

重传、流控

分流、聚合

设
备
发
现

扩展功能

多
域
协
调

5
G
融
合

服
务
管
理

Q
O
S
管
理

通用管理

测
量
管
理

连
接
管
理

安
全
管
理

基础服务层

TCP/UDP

IP

SLB

p 由星闪接入层、基础服务层和基础应用层三层构成

星闪技术系统框架 星闪1.0系列标准

星闪1.0标准已于2022年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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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智能终端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耳机

鼠标 xR 游戏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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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机手机互联 音律氛围灯 360环视系统

无线数字钥匙 分区声场 整车无线化

应用场景：智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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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智能家居

全屋互联 空间音频 光系统感知与控制

白电感知与控制 智能系统感知与控制 多屏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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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智能制造

AGV 精密控制 基于传感器的过程控制

机械臂 流水线 数字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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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码加入星闪技术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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