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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加速演进 静待“杀手级”应用破局
■TMT快报

““手机操控手机操控++云端管理云端管理””助农作物增产减损助农作物增产减损

近日，百度旗下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
卜快跑”获得由深圳市坪山区颁发的首批智能网
联汽车无人商业化试点通知书，可在深圳市坪山
区开展L4级无人驾驶商业化收费运营。

目前，“萝卜快跑”在深圳的可运营区域达
188平方公里，运营时间从7时到22时，覆盖早晚
高峰。

用户通过“萝卜快跑”App/小程序、百度地
图、百度App等平台，即可呼叫“全无人”车辆。
车辆会自己开到在用户输入的目的地，在后排落
座的乘客点击屏幕上的“开启行程”之后，就能自
动带你去目的地。

目前“萝卜快跑”运营范围已经覆盖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武汉、重庆等城市，截至2023年一
季度订单总量已超过200万单，稳居全球最大的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 综合

“萝卜快跑”一季度
订单量超200万单

走进位于山东潍坊的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示
范基地，40余台套智能农机正在田间大显身手：
有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却能够自动识别、避让田间
障碍物的收割机，有收集植保、土壤、气象、虫情
等数据的拖拉机，还有能在精细化的同时兼顾大
豆玉米“4+2”复合播种的气吸式精量播种机……

这是记者近日在2023年中国农机推广“田
间日”活动现场看到的场景。智能农机有条不紊
地执行着收获、打捆、耕整、播种、植保等农事生
产，默契地完成各类演示。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正由“汗水农业”朝“智
慧农业”加速转变，过去农民手持镰刀、弯腰割麦
的场景，正逐渐被掌上种田、云端管理的智慧种
田方式取代。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3%

“基地中无人农场作业演示只需一台手机即
可完成。这背后，是实时显示各类作业数据的智
慧农场管理平台，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潍
柴雷沃拖拉机研究院副院长王辉说，每台无人驾
驶农机上都装有智能监控、作业质量传感器等设
备，能够集成数据实时回传平台，结合区域农艺
特点加上大数据分析，农场主可以从中获得较为
科学的农事决策建议。

2022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已达73%。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正在为粮食生产
注入新动力。

在20世纪90年代的江北第一个吨粮县——
淄博市桓台县，泓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390余亩
麦田正在争时抢收。合作社理事长于昌江告诉
记者，2019年，崔楼村党支部依托合作社对村内
耕地进行了整建制流转，并统一种植、管理，粮食
生产已实现全程机械化。

“现在，即便是‘三夏’农忙，田里也见不着几
个人。近几年，我们合作社的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7%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4%以上。仅提
升机械化程度，就能让每亩地增产60多斤。”于
昌江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也

是一次新技术培训，内容包括无人农场智慧农业
技术应用展示、夏收夏种高端智能农机作业演
示、小麦机收损失率检测培训、粮油高质量播种
田间教学、特色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技术讲解、
拖拉机安全操作规范演练、联合收获机试验鉴定
安全性评价交流等。

七分种，三分管。记者了解到，在“耕种管
收”全链条中，播种是较为薄弱的一环，因此提高
播种质量对于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巨大。在粮
食作物高质量机械化播种技术培训演示现场，围
绕粮油“推技术、提单产”重点任务，不仅有加挂
了“大豆+玉米”一体化精量播种机的无人驾驶拖
拉机演示，还有不同机器、不同速度下播种情况
和出苗情况的对比试验展示。

“我们联合行业专家、农机企业及农机合作
社等进行了初步测算，在玉米、大豆生产中，通过
降低种子破损率，稳定播种均匀度和深度，提升
播种质量，有关农艺专家预计能够实现亩均增产
10%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粮作机械处
副处长王超说。

智慧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

据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站长刘恒新介绍，

2023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的主题是
“机械化智能化推动粮油经产能提升”，其中涵盖
粮油作物提单产、扩面积、减损失、防灾害等机械
化技术，是一次绿色智能高效增产技术装备的集
中展示。

作为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区，山东已连续多
年、成规模地组织机收减损活动。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农机化管理处处长王乃生说，今年，山东将
继续组织开展粮食机收减损大宣传、大培训、大
比武活动，力争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机收损失率控
制在1.5%以内。

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已连续举办八
年，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北斗导航的智
慧农业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我国农业生产。

“农业机械抢农时、提效率、保质量，在我
国粮油作物增产减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水稻、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上，我国已经具
备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无人机械化作业的技术
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
锡文说。

下一步，我国还将推进机械化由耕种收向产
前产后延伸，由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进军，提高
农业全产业链机械化水平。

据新华社电

中国5G商用已四年有余。在基础建设领
域，国内保持全球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国
5G基站数已经超过273万个，5G用户高达6.34
亿户。

行业应用上也有不少突破，华为高级副总
裁、运营商BG总裁李鹏在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
上介绍道，目前5G已在钢铁、制造、矿山、电力、
港口等行业的16000多个专网项目中得到规模
应用。5G行业专网驱动的经济规模突破百亿，
5G行业终端的出货量超过50万部，加速产业
数字化。

当前，5G正开启新的发展浪潮，做深做广
成为新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5G
发展进入关键拐点，预计2024年5G用户将占
全网移动用户的50%。

与此同时，5G也在向 5G-A（5.5G）不断演
进。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3GPP首版
本（R18）即将冻结，未来将围绕无源物联，通感
一体等新场景开展R19标准化工作。“今年启动
5G-A的关键技术研究和测试验证，为5G-A产
业推进和网络演进构筑技术底座，同时成立
5G-A专题工作组，推动5G-A融入行业技术体
系，孵化5G-A行业终端，培育新的应用场景和
商业模式。”

5.5G加速 毫米波已突破关键瓶颈

面向未来，中国5G将向5.5G加速演进，推
进5G-A迈向商用。

何为5G-A？2021年4月，3GPP明确5.5G的
正式名称是5G-Advanced，随后在年底，3GPP
R18首批9个课题成功立项，这意味着5.5G产业
愿景和技术方向基本达成共识。在2022年，华
为就提出全面迈向5.5G时代。

为何要发展5G-A？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
骅表示，在做5G行业示范应用的时候，大家还
是发现技术能力不够，尤其是工业控制上对时
延、确定性的需求很高。因此业内对5G技术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5.5G是必然在5G应用之后所
要产生的。

“其实这也是移动通信发展的规律，每一代
移动通信发展都有不同的版本，都在不断增
强。在应用端发现不足，就用新技术来满足需
求，它是不断演进的。”杨骅进一步阐释道，“因
此5G到6G，我认为这是一个平滑演进的过程，
不会是跳跃式的，5G承担很重要的任务是探索
行业应用。”

邬贺铨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他看来，在工
业应用方面，目前5G还不能完全适合工业的需
要，工业要求大上行带宽、确定性时延、高可
靠、精定位，这是5G-A的机会，也是挑战。

目前，5G-A发展正在提速。首先，随着
5.5G的标准的明确，首个标准将于2024年上半
年冻结，在此过程中，中国产业界也为5.5G标
准贡献大量技术创新。超大规模天线阵列
MassiveMIMO技术就是典型代表，据介绍，它
能有效增强高频段覆盖，让6GHz、毫米波等新
频谱具备商用能力。

其次，伴随着标准的推进，业界包括华为
也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验证，探索 5.5G
在RedCap物联、无源物联、通信感知融合等
新领域的应用，发掘经济和产业价值。以家
电制造企业为例，5.5G无源物料可以帮助物
流生产全流程可视化，整体生产效率可提升
高达30%。

李鹏表示，毫米波技术在5.5G时代已突破
关键瓶颈，主流芯片厂商均已发布5G毫米波商
用芯片，从关键技术到产业生态，毫米波已具
备商用条件。

他还表示，MassiveMIMO技术可以应用到
毫米波，实现10Gpbs的峰值下行速率，同时叠
加华为的智能波束管理，解决了毫米波的移动
性和连续覆盖问题。在车辆感知、赋能辅助驾
驶方面，毫米波感知技术已实现可在500米之
外分辨分米级物体的探测精度。

探索场景 等待“杀手级”应用

一方面，我国数字产业自身稳步发展，5G、
移动物联网、千兆光网用户规模在全球遥遥领
先，尤其是随着5G-A产业链加速成熟，产业正
在从泛在千兆迈向泛在万兆。

千亿联接正在加速，技术和商业场景清
晰。RedCap（一种5G技术，也被称为轻量化
5G，可降低成本和功耗）芯模端已经成熟，在电
力、工厂等场景规模商用；PassiveIoT（无源物
联，无需电源的物联网技术，利用无线电波能
量进行通信）产业加速成熟，使工厂全流程透
明可视；通信感知一体化正在加速在智慧交
通、低空安防等规模商用场景的探索。

华为表示，万兆产业全面成熟，端管芯已经
做好准备，比如支持10Gbps的5G-A芯片已发
布。从国内的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到国外的
阿联酋、科威特等，全球运营商都在进行万兆

的商业验证和小规模部署。
另一方面，5G的商用和规模化复制是业内

关注焦点，尤其是5G和千行百业的融合，更能
展现其真正的实力。目前既有新通话、新视
频、裸眼3D等通信新体验，也有不少工业场景
解决方案。

王志勤表示，面向行业领域方面，我国5G应
用范围进一步拓展，走深向实。制造业、矿山、港
口等重点行业和场景形成了规模可复制。

例如，在复杂、危险的地下矿井作业场景
中，5G智慧矿山解决方案能通过低频、大带宽
资源，帮助100多路摄像仪上行回传，再利用
AI技术实现全景视频拼接，让井下作业清晰
可见。

“3G突破、4G同步、5G引领，其实在5G引
领里面有多重含义，其中很重要的是网络领
先、应用领先。”杨骅谈道，“其中，工业场景正
在步入智能化阶段。今天很多 5G的示范应
用还在数字化阶段，没有真正达到智能化。
在5G-A、6G能力提升以后，会使得行业的智
能化上一个大的台阶，届时会有大量的智能
化应用。”

不过，现在还没有出现外界期待中的杀手
级应用。邬贺铨认为，这仍然是网络能力以及
架构的问题，“以消费应用场景为例，VR/AR和
车联网需要高带宽、低时延，但VR/AR产品成
熟性、价格还没有达到预期，车联网的可靠性
及政策法规限制了市场启动。另外，目前在支
撑VR/AR和车联网业务中，5G能力不是过剩，
而是仍显不足。”

邬贺铨表示，车联网更需要5G的高带宽低
时延。当前5G并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同时，目
前5G能力尚未在消费应用中充分体现，随着
5G进入5G-A周期，应针对商用发现的问题，寻
找破局机会。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2023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现场，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该校
付磊教授团队用一种特殊的液态金属，实现了
温和条件下多种高熵合金体系的原子制造。

高熵合金是一种由5种或5种以上主元金
属组成的新型合金，在极端条件下结构力学、
能源转换与存储、医疗器械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实现高熵合金的原子级精准制造，
是其应用的基础。

“就像五六个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一
个共同体并不容易。”付磊说，多种金属构成
的合金中，经常出现彼此不相容的现象，为保
证不同金属混合的稳定性，高熵合金的传统
合成往往需要高温环境，且元素的选择也备
受限制。

付磊教授研究团队另辟蹊径，通过液态金
属（如镓），在温和条件下即可实现高熵合金
的多组元混溶。“液态金属与大多数金属间
亲和性好，且流动性良好，可加速传质，促进
元素的均匀分散和合金化反应的进行。”付
磊说。

付磊介绍，液态金属这一新型反应体系极
大拓展了高熵合金的组分选择空间，有望促进
其在多种关键领域的应用。

我国研究团队用液态金属
实现高熵合金原子制造

截至今年 4月份，我
国 5G基站数已经超过
273万个，5G用户高达
6.34亿户。

遗失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2年8月25日核发予青岛宜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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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青岛市市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2002年12月

25日核发予青岛市市南区书文涛电脑设计室的注册
号：3702023041186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声明
遗失本单位公章（3702124235675）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宜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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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河套双积路（贤礼路路口以西50米至900米之
间路段）道路维修施工占路，自2023年6月26日至
2023年6月28日，该路段实施北半幅部分车道封闭施
工，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3年6月19日

双积路施工通告

近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
理了“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项目，项目原始权益
人为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
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项目系河
北省首单基础设施公募REITs和京津冀首单高
速公路公募REITs项目。

工银瑞信公募REITs负责人表示，目前工银
瑞信储备项目丰富，均在有序推进中，后续将
为投资人提供更多优质的基础设施公募REITs
产品。

工银瑞信河北高速公募REITs项目
获得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正式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