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2年9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郭寿权 美编/唐昊 校对/李达

A03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十年间，我国移动通
信实现了从“3G 突破”

“4G 同步”到“5G 引领”
的跨越，4G 基站占全球
一半以上，5G 基站达到
了 185.4 万个，成为全球
首个基于独立组网模式
建设 5G 网络的国家，5G
移动用户数超 4.5亿。

中国 5G 商用 3 年以
来，在网络覆盖、终端、用
户规模等方面发展迅速，
网络规模全球领先，已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
宽带光纤网络；5G 应用
涵盖交通、医疗、教育、文
旅等诸多生活领域，累计
案例超过 2万个。

在关键技术创新方
面，移动操作系统等核心
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
距持续缩小，我国企业声
明的 5G标准必要专利数
量保持世界领先。

除了“网速变快”的
体验外，5G 也悄然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
体 育 赛 事 方 面 ，北 京
2022年冬奥会实现 5G网
络全覆盖；在文旅方面，
许多景区推出 5G网红地
打卡、5G 增强现实景区
游览等，给用户带来更加
丰富的观景体验；在教育
领域，全国多所高校进行
积极探索，涌现出一批
5G 空中课堂、5G 虚拟实
验室、5G 云考场、5G 智
慧校园等典型应用。

此外，5G 在工业制
造、采矿、港口等垂直行
业应用场景也加速规模
落地，已由最初的生产
辅 助 类 业 务 为 主 向 设
备控制、质量管控等核
心业务拓展，是当前 5G
应用方案较为成熟的领
域。

前沿技术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

编前：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开通后，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

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领域，以及电力、水利、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逐步形成深度应用、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局
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我国5G基站
总数已达到210.2万个，移动物联网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多环节；集语音转写、在线会议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办公”设
备，可辅助医生诊断的“智慧医疗”设备，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厚积
薄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坚持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任务，支撑民生改
善。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下，我国社会民生领域产出
了一项项亮眼的创新成果，持续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
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
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
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中国
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
重要力量就是科技，中国始
终坚持从疫苗、药物、检测、
动物模型和科学溯源五大
方向开展科研攻关。

全力推进疫情科研攻
关，坚持多条技术路线并
行，我国稳步提升常态化
疫情防控能力，交出了不
俗的成绩单：主导制定全
球首个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国际标准，持续开展呼气、
光谱质谱等新型检测技术

研发，上百个检测试剂获
批上市；我国处于全球疫
苗研发第一方阵，42 款疫
苗进入临床试验，17 款疫
苗在境外获批开展Ⅲ期临
床试验，灭活疫苗、腺病毒
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
9 款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
或紧急使用，3款疫苗被纳
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
清单；多款国产新冠治疗药
物获批上市，中和抗体安巴
韦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
法已在国内获批上市，中药

“三方”广泛应用于抗疫一
线，小分子药阿兹夫定获
附条件批准增加新冠肺炎

治疗适应症；实施科技抗
疫国际合作行动，建立联
合研发中心、“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联合开展疫苗、
有效药物等科研攻关，取得
一批重大阶段性成果。

2022年 6月，科技部部
长王志刚在“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多
次提到超超临界发电。他
表示，我国连续 15 年布局
研发了百万千瓦级超超临
界高效发电技术，目前供电
煤耗最低可达到每千瓦时
264 克，远低于全国平均

值，处于全球先进水平。
目前，超超临界高效发电

技术和示范工程已在全国推
广，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26%。

值得关注的是，科技部
已经启动了氢能、新能源汽
车等 20多个碳中和科技重
点专项，以科技支撑绿色低
碳发展，立足我国以煤为主

的能源资源禀赋，大力发展
先进煤电技术，引领了煤炭
高效清洁利用。

煤炭发电如何实现高
效、清洁？科技部“高效灵
活二次再热发电机组研制
及工程示范”项目给出了高
分答案。该示范项目位于
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

限公司内，包含两台 660兆
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

国家能源集团江苏电
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志宏
介绍，超超临界机组使蒸汽
温度达 600℃~620℃，压力
达 31 兆帕左右，基本达到
当前技术经济综合平衡前
提下的“天花板”。

2020年6月23日，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
座部署全面完成。这一由
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始为
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

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
授时服务。

北斗卫星远在天外，以
其为基础的应用，却直达人
们身边，切实改变着你我的
生活。2022年 1至 6月，以

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北斗大
众消费领域应用数量近1.4
亿台，其中支持北斗的智能
手机出货量超过1.3亿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
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杨长风表示，建设北斗系
统的目的就是要让航天技
术走进千家万户，服务百姓
生活。

在农业领域，全国已有
将北斗终端作为标准配置
的农机企业 45 家，已安装
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超过 10
万台。

在电力领域，已推广应
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
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 38万
台/套。在林业领域，黑龙

江、甘肃、广东等 11个省林
业示范项目共采购北斗终
端超9.4万台/套。

在应急领域，北斗车载
终端在消防救援车辆上的
应用超过 1.5万台，消防救
援中的北斗手持终端超
1000台。

在水利领域，北斗系统
在超过 2587处水库应用短
报文通信服务水文监测；超
过 650 处变形滑坡体设置
了北斗监测站点。在银行
保险领域，目前金融系统授
时已淘汰以往其他授时手
段，实现了北斗授时 100%
覆盖，北斗授时设备超过
340 套，超过 550 辆运钞车
和护卫车应用北斗终端。

十年间，中国人工智
能产业厚积薄发，从“技
术研发”到“成果转化”，
再到“赋能应用”，为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绘
就宏伟画卷。

截至 2021年，中国人
工智能企业数量 4975家，
占全球比重24.9%，位列全
球第二。近十年来，中国
人工智能专利产出取得了
显著发展，从 2012 年的
7968 件增长至 2021 年的
80785 件 ，占 全 球 比 重

70.9%，位列全球第一。
近十年来，中国坚持

人工智能区域协同创新，
强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布
局。从人工智能算力基础
设施网络布局来看，中国
已构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
工智能算力网络集群，已
建成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有8个。此外，建设完成8
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和18个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

科技“战疫”彰显硬核力量

北斗应用在各领域大显身手

新一代人工智能广结硕果

5G改变生产生活面貌

科技创新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9月8日，参观者在第二十二届投洽会宁德时代展位，参观新能源汽车换电过程（新华社/图）

我省渔船装载天通+北斗海上应急通信平台（毛朝青/图）

南安市的九牧高端灯塔工厂，车间所有机械
设备均由5G应用控制（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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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包装车间（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