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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屏产品，未来科技消费新趋势？
■TMT快报

折叠屏手机“价格战”开打

1月 10日，荣耀正式发布其首款折叠屏手机

Magic V。据悉，该款折叠屏全屏展开7.9英寸，

向内折叠后显示外屏6.45英寸，悬浮水滴铰链

设计可支持200万次开合，起售价为9999元。

核心配件上，该款手机内屏采用京东方7.9

英寸柔性OLED显示屏；外屏在刷新率、屏幕比

例上都与主流直板手机屏幕做到了相似；手机
折叠后厚度为14.3毫米，远薄于市面上同款向内
对折手机，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得到进一步优化。

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折叠屏手
机出货量260万台，同比增长480%，环比增长
215%。据估算，华为折叠屏手机出货量也达
15.6 万台，主力机型为起售价 16999 元的华为

Mate X系列。

一直以来，华为作为国内最早推出折叠屏

手机的厂商，稳稳占据着销量龙头地位。自

2021年小米、OPPO以及近期登场的荣耀折叠屏

手机上市，从“概念机”到“新旗舰”厂商之间的

折叠屏内卷已拉开帷幕。

OPPO Find N折叠屏手机优势明显，得益于

其8000元不到的起售价，上市半个多月以来始

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公开数据显示，OPPO

Find N开售首周仅京东渠道销量就达2.2万台，

力压同期发售的华为P50 pocket折叠屏手机。

从荣耀Magic V发布会现场反馈来看，消

费者普遍对于该款折叠屏手机的厚度、重量、处

理性能都较为满意，但在公布9999元售价时，

依旧让部分消费者略显犹豫。

此前，华为、OPPO已将折叠手机价格压至

最低8000元左右，而2021年初发售的小米MIX

Fold在近期更是推出了最低6999元的礼盒套
装，并升级了新一代骁龙8处理器，与其他折叠
屏手机处理性能看齐。

一时间，国内消费者从“望而却步”进入折
叠屏“挑花眼”的时代。

折叠屏手机成为主力时机或已成熟

中金公司在研报中指出，过去阻碍折叠屏

手机普及的原因，包括折叠屏幕及铰链耐用

性、电池续航、盖板适配等，经过几年的努力，

已经有了较大突破。

目前 AMOLED 柔性屏已经可以承受 20 万

次以上的折叠，能够满足智能手机换机周期内

的使用需求，柔性基板、TFT、触控板、封装技术

等多个环节都有新的技术路线出现，同时

AMOLED产量及良率也在持续提升。

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表示，2021-2022 年

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1720万部。

荣耀终端有限公司CEO赵明表示，折叠屏

进入主力机时代的各个先决条件都已经成熟

了。“我们想告诉整个行业和消费者，折叠屏再

也不是一款试水的产品，而是可以作为主力的

旗舰手机所使用，直板手机和折叠屏手机会是

长期并行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会超乎我们的

想象。2022 年会是折叠屏整个市场海量快速

放大的一年。”

折叠屏电脑也来“凑热闹”？

1 月初，华硕发布了旗下首款可折叠OLED

笔记本电脑Zenbook 17 Fold。

据了解，该款笔记本电脑全屏展开 17.3 英

寸，向内折叠后为2个12.5英寸1920×1280显示

屏，比10.5英寸的 iPad Pro略大，折叠耐用度达

3万次。

京东方表示，该产品用到的AMOLED柔性

屏由其独家供货，该面板采用京东方新一代自

主算法技术，使得屏幕画质大幅提升。

在OPPO、华为连续发布新款折叠屏手机之

后，折叠屏电脑也开始发力。但值得注意的是，

华硕该款电脑并非全球首款折叠屏电脑。

早在 2020 年 CES 上，联想就曾发布全球

首款 2K OLED 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1 Fold。该款电脑全屏 13.3 英寸，向内折叠

后可分为 2 个 9.6 英寸显示屏，折叠寿命超 3

万次，于2020年 10月上架官网，单机售价2万

元左右。

尽管联想在发售前就展开了长达数月的营

销预热，但作为初代产品，上手后的表现让人

“提不起兴趣”。

从测评使用来看，联想 ThinkPad X1 Fold

最大的优势在于折叠后与 A5 纸张大小相同，

小巧轻便广受好评。得益于摩托罗拉的转轴

技术，该款电脑的屏幕折痕并不明显，且支持

使用电子笔。

与此同时，现阶段折叠屏电脑许多地方还

需要完善。整机重量为999克，即便加上蓝牙

键盘也比常规笔记本轻不少，但与市面上无法

折叠的二合一轻薄本对比，价格却贵了近一

倍。电脑翻折后单屏操作面积比 iPad Pro 略

小，厚度却更大。而该电脑5个小时不到的续

航时间则略显尴尬。

在联想官网售后评价页面，记者还发现，折

叠屏使用过程中时常会出现黑屏、触屏失灵、系
统处理速度过慢、配件损坏等问题，且售后服务
屡遭吐槽。

宝来高科作为ThinkPad X1 Fold开发和量

产供应商，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曾表示，鉴于该

产品定位高档，价格高、制作成本高，销量相对

有限，对未来笔记本电脑差异化产品做出有益

的探索。

虽然联想至今并未公布首款折叠屏电脑的

实际销量情况，但不难看出，折叠屏电脑相较于

折叠屏手机，在制作成本、市场接受度、技术成

熟度、售后等方面还远未做好准备。

目前，华硕Zenbook 17 Fold的售价仍未公

布，但17.3英寸的折叠大屏造价必然不低，最终

使用效果也有待检验。

安信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在华为、三星等手

机品牌引领下，折叠屏手机已逐渐完成消费者

培育，有望逐步打开市场。

中信证券则预计，折叠屏手机出货量5年

内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90%，到2025年有望超

6500万台。

但宝来高科却对折叠屏电脑的前景持谨慎

态度，“基于折叠显示屏及其他整机配套产品制

作成本较高、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度有待培养

等因素，折叠触摸屏笔记本电脑目前尚不具备

成为未来发展主流的条件。”

综合

去年我国5G手机出货量增长超六成

2022年刚开始，折叠屏产品市
场迎来了又一次升温。

截至目前，除vivo外的几大头
部安卓厂商都加入了折叠屏阵营，
而 vivo 推出折叠屏手机似乎也只
是时间问题。就连一度在中国市
场淡退的三星，也开始重整中国团
队，以期在折叠屏时代夺得一席。

此外，华硕1月初发布了首款
折叠屏笔记本电脑，京东方同时宣
布其已成为该款笔记本电脑的柔
性屏独家供应商。

距离首款折叠屏产品问市已
过三年多，随着折叠铰链、柔性屏
幕等技术的进步，折叠屏的使用体
验和性价比有了大幅提升，这一小
众产品似乎正引领未来手机数码
的发展趋势。

近日，中国信通院发布《2021年 5G发展大

事记》，2021 年 1-12 月，我国 5G 手机出货量达

2.66 亿部，同比增长 63.5%，占同期手机出货

量的 75.9%，远高于全球 40.7%的平均水

平；5G手机价格探至1000元下方，惠及更

多用户。

5G手机成为市场“主角”

文章指出，终端是影响 5G 发展

的重要因素。2021年，我国5G终端

加速渗透，5G手机成为广受市场青

睐的“主角”。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我国共有

671款5G终端获得进网许可，其中491

款 5G手机、161款无线数据终端、19款

车载无线终端，5G终端市场供给进一步

丰富。

具体来看，终端供给丰富，5G 连接数量

持续攀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G手机价格下

探至1000元以下，有力支撑5G普及。

从出货量上看，2021 年 1-12 月，我国 5G 手

机出货量达2.66亿部，同比增长63.5%，占同期

手机出货量的75.9%，远高于全球40.7%的平均

水平。

此外，5G用户数量稳步攀升。截至2021年

11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

数达16.42亿户，其中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4.97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98亿户。

同时，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联合推进“5G+医疗健康”试点，围绕

急诊救治、远程诊断、健康管理等八大应用场

景，遴选了987个项目，力争培育一批5G智慧医

疗健康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139.6万个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各

省市共出台各类 5G 扶持政策文件 583 个，

其中省级 70 个，市级 264 个，区县级 249

个。这些政策推动了 5G 技术的普及和

应用。

在 5G 基础建设方面，数据显示，截

至2021年 11月底，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

139.6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市区、超过 97%的县区以及 50%的乡镇

镇区。5G共建共享走向深入，电信运营

企业共建共享5G基站超过80万个。我国

建成并商用的 5G 行业虚拟专网已超过

2300个。

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方面，我国已

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1800个，覆盖22个重

点行业领域，形成了柔性生产制造、设备预测维

护等20个典型应用场景。例如2021年7月，我

国新增采矿类“5G+工业互联网”项目近30个，

签约金额超过3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

89个港口实现5G应用商用落地。

中国信通院表示，2021年我国5G网络建设

硕果累累，5G应用更是形成了“百舸争流、千帆

竞发”的繁荣发展局面。在产业界各方的协同

努力下，相信5G将迎来更大发展，加速赋能千

行百业转型升级，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

综合

三星发布首款
可量产类脑芯片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三星发布了全球首

款基于MRAM（磁阻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内存

计算芯片。这款芯片由三星高级技术研究院

（SAIT）与三星电子代工业务和半导体研发中

心一起开发。

内存计算芯片又被称为“类人脑芯片”或

“类脑芯片”。在标准计算机架构中，数据存

储在内存芯片中，数据计算在单独的处理器

芯片中执行，而这款芯片集数据存储和计算

功能于一体，功能类似人脑，甚至可以进行简

单推理。

三星的研究团队称，该芯片在书写、数字

分类方面的准确率达到了98%，人脸检测方面

的准确率达到了 93%，不仅可以用于内存计

算，还可以作为下载生物神经网络的平台。

该团队在去年9月26日宣布，其研究人员

和哈佛大学教授联合提出了一种将大脑神经

元连接图“复制、粘贴”到高密度3D存储网络

上的可能。彼时研究人员表示,如果研究成

功，可以创建一种接近大脑的存储芯片，通过

将大脑神经“复制”到芯片，不仅能够做到内

存计算，还将做到像人类大脑那样“思考”，做

到低功耗、轻松学习的同时，也能够具备自主

性和认知能力。

MRAM 芯片正是这一宏大计划的第一

步。该研究的作者表示：“虽然我们的MRAM

芯片目前执行的计算与大脑执行的计算仍有

差距，但这种固态存储网络将来可能会被用作

模拟大脑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这款芯片的意义还在于

“可量产”。RRAM（电阻式存储器）和 PRAM

（相变存储器）等非易失性存储器已被用于开

发类人脑芯片，但两者都无法被大规模生

产。三星的研究团队通过改进 MRAM 的架

构，将已经达到商业生产规模的 MRAM 引入

内存计算领域，大大提高了量产类人脑芯片

的可能性。

据了解，三星早在 2019 年开始量产 28 纳

米嵌入式MRAM，同年英特尔宣布其MRAM已

经 准 备 好 大 规 模 量 产 ，消 息 称 IBM 的

STT-MRAM 技术已经接近突破点，代工方面，

台积电、格芯、意法半导体、恩智浦、联电等都

可以提供MRAM模块代工。

滑雪头盔用上
航天“黑科技”

据新华社电 如何让滑雪头盔既轻便又具

有更高的防护性能？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大连

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将航天薄壁结构设计“黑科

技”应用到头盔研发中，成功推出一款科技含

量和颜值都在线的高性能滑雪头盔，助力我国

体育健儿训练备战。

白色的外壳上配有蓝色的山水波纹图案，

这款头盔掂量起来与市面上销售的滑雪头盔

重量差不多，但其外壳硬、内壳软，防护性能出

众，能够有效减少运动员的头部损伤。

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教授郝

鹏说：“科研团队运用了曲线加筋变刚度的结

构设计，改善了头盔受到冲击载荷以后的传力

路径，其抗冲击效率更高，对运动员形成更好

的保护。”

这项“黑科技”源于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强

度与轻量化设计”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十余年的

技术积累。

郝鹏说，头盔需要在高度异形的曲面上加

筋，每一簇曲筋涉及几百个设计变量。为此，

科研团队在变量凝聚、图像驱动的智能设计算

法等层面进行了攻关，保证了寻优效能。

在头盔的材料方面，科研团队选用了碳纤

维、玻璃纤维、弹性体三种成分合成的新材料，

在保持冲击韧度不变的情况下，头盔的刚度提

高了4倍，拉伸强度提高了3倍。

“在短短一个月内，我们进行了 6 轮材料

改性与测试。”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

学部副教授李桐说，科研团队想用碳纤维提高

抗冲击性能，但第一次做出来的头盔却像纸皮

核桃一样，用手使劲一捏就碎，“碳纤维虽然

大幅度提高了材料的硬度和强度，但也降低了

韧度。”

为此，科研团队不断调整头盔材料的成分

和比例。“经过多轮的测试，终于实现了头盔材

料硬度和韧度的平衡。”李桐说。

此外，为了提高运动员佩戴的舒适度，科研

团队搜集了多位我国滑雪运动员的头围数据，

开展定制化设计。目前，这款高性能头盔已经

投入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专业队的训

练中。该项目教练李科说：“这款头盔降低了

运动员在摔倒碰撞后发生脑震荡的风险，尤其

保障了‘旱雪’训练的安全。”

当滑雪头盔遇上航天“黑科技”，两者碰撞

产生了火花。“这次的攻关经历给科研团队带

来了一些新启示，未来我们也希望碰撞出新的

火花。”郝鹏说。

2021世界5G大会现场，工作人员展示
新产品（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