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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与感知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何，当前面临哪

些挑战，又将有哪些使用场景？4月 16日至 18日，备受瞩

目的 2024 全球 6G 技术大会在南京举行。在 16 日的“无

线通感融合”分论坛中，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们齐聚一

堂，围绕无线通感融合技术，谈前景、话未来。

将为各行各业带来创新机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表示，移动通信将推动构建普

惠智能的人类社会，满足智能交通、通感互联、全息交互、

元宇宙等 6G 新场景的需求。通信感知融合，将成为新一

代移动信息网络的发展态势。

“国际电联已将通信与感知融合列为面向 6G 的主要

场景之一。这充分说明通感融合在未来通信领域的重要

性和地位，要求其在具备通信能力的同时，提供全域高精

度感知能力。”尹浩说，比如在智能交通场景中，无人车和

无人机不仅需要强大的通信服务，还要有完善的监控服

务系统。这需要建立全域全天候感知系统。单独建立的

雷达等感知系统成本高、部署难，而借助移动信息网络优

势，让规模部署的基站具备感知功能，就可以实现无处不

在、无时不在的监测跟踪等功能。

尹浩也坦言，无线通感融合技术仍需依据场景持续

提高感知的准确性、精度和效率，甚至解决随之而来的算

力挑战，才能为各行各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

未来网络实现通感融合仍面临挑战

2024 年是 5G-A 商用元年。作为 5G-A 的重要新增

能力和创新方向之一，通感一体化技术备受关注。这项

技术通过集成通信基站、卫星通信和定位、无人机等关键

基础设施，构建起一个协同的网络系统，为用户提供无缝

通信和高精度感知服务。

中国移动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晓云认为，实现感知与

通信的融合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方面，通信与感知源于

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在有限资源下，通信技术追

求更高的承载效率，而感知追求更高的探测精度。两者

资源竞争，能力此消彼长，如何实现两者最佳折中是贯穿

通感融合系统设计的重要命题。另一方面，通感能力、网

络效率、网络质量形成了三角冲突。在移动通信领域，任

何一项技术的价值最终都要靠网络来检验，通信与感知

两大技术亦是如此。

如何破解通感融合设计和三角冲突，实现未来网络的通感一体？王晓云介

绍，中国移动提出网络化通感一体技术方案，通过三角均衡的理念，进行全局最

优的系统创新。

低空经济场景或将抢占先机

展望未来，通感融合技术将展现出哪些“杀手级”应用场景？哪些最先商用？

中国移动首席专家刘光毅表示，要预测未来场景，首先需要明确管制规则。例

如在低空经济场景下，政府的监管措施待明确；未来商业模式中不同玩家的分工也

要进一步划分，例如谁来建网络、谁来建平台、谁来管数据、谁来用数据等。

低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通信和感知网络的支撑。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

院长、IMT-2030推进组组长王志勤表示，低空通感一体化网络在技术和市场需

求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除了低空经济，我们也在关注航道监管、无人机监测等，但哪一个能成为未

来大面积应用的场景，还要走一步看一步。”刘光毅说。

vivo 通信研究院预研总监姜大洁认为，通感一体化将在贴近民生的领域大

力发展，比如，对重点人群的跌倒监测、呼吸心跳频率监测等领域，都将构成通感

一体化生态链。 （科技日报南京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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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6日电 （记者

刘垠）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9629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5.3%。

在同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一

季度，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加大宏

观政策实施力度，政策靠前发力、狠抓

落实，推动一季度国民经济持续回升、

开局良好。

盛来运用 4 个关键词评价一季度

的经济运行情况：持续回升、起步平稳、

稳中有进、开局良好。

具体而言，今年一季度，国民经济

总体上延续了去年以来回升向好态

势。从增长、就业、通胀、国际收支四大

宏观指标来看，起步平稳。此外，国民

经济既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又实现了

质的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

进展。如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一季

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5%，比去年四季度加快 2.6 个百

分点。

当记者问及一季度代表新质生产

力的新动能产品、高技术制造业等情况

如何时，盛来运回应说，从一季度相关

数据来看，相关政策措施正在取得积极

成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些产业、

经营活动、产品上显示出新成效。

从新产业角度来看，新兴产业继续

加快发展。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3.7%。与

此同时，新产品加快培育，保持较快增

长速度。如新能源车产量一季度增长

29.2%，太阳能电池增长 20.1%，与光伏

相关的多晶硅、单晶硅增速仍高达 50%

以上，半导体、3D 打印均保持两位数以

上的高位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新业态、新模式持

续涌现、增势强劲，新投资、新基建继续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一季度，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1.4%，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增长 12.7%。东数西算、光纤通信

等一批新基建加快落地，5G 基站超过

350万个。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中央和各地方高度

重视。盛来运透露，2023 年，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预计超过 12 万亿元，

占 GDP比重 10%左右。

“ 下 一 步 ，我 们 要 继 续 加 快 培 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因为它是中国经

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力，也

是最好的抓手。”盛来运说，“我们一

定要统筹好，要因地制宜，在做好传

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快培

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做大做强新

质生产力。”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 显 出 新 成 效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国家

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2023 年中国专

利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显示，2023 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为 39.6%，较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

点，连续五年稳步提高。

《报告》称，作为创新的主体，我国

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51.3%，较

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

看，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 51.0%、57.9%、

53.9%和 33.8%，均较上年有所提升。

《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产

学研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达到

1033.2 万元/件，比企业发明专利产业

化平均收益（829.6 万元/件）高 24.5%。

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解决关键技术或

核心零部件攻关问题的比例最高，达到

56.1%，表明产学研合作在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查数据表明，2023年，我国专利

权人中遭遇过专利侵权的比例为6.7%，

较上年下降 1.0个百分点。对比来看，

“十三五”期间该比例一直处于 10%以

上，“十四五”期间均低于8%。我国专利

侵权诉讼涉企案件中，法院判定赔偿、法

院调解或庭外和解金额500万元以上的

案件比例为 8.4%，较上年提高 1.4个百

分点，近三年均维持在7%以上，表明我

国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成本不断提高。

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连续五年稳步提高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近日，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

快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通知》明确，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

设。此前对绿色矿山的定位为少数优

秀矿山，起示范引领作用。新发展阶段

对绿色矿山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通知》

将绿色矿山建设定位转为全面推进，要

求各地立足矿业发展实际，通过合同管

理、分类施策，有序全面推进新建矿山、

生产矿山开展绿色矿山创建。

《通知》强调，绿色矿山建设第三

方评估机构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具备开展绿色

矿山建设评估的经验和能力，能够长

期稳定开展评估工作。明确了第三方

评估工作要求，对第三方评估机构人

员组成、工作要求、工作流程细化了规

定，并明确了评估过程中违规行为的

惩罚措施。

《通知》明确，强化绿色矿山名录动

态管理。制定《绿色矿山名录动态管理

要求》，推动绿色矿山名录建立健全“有

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将符合标准

条件的矿山企业纳入省级或国家级绿

色矿山名录，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及时按

程序移出，并对移出名录的多种情形进

行了明确。

《通知》修订完善国家级绿色矿山

建设评价指标，将 2020 年发布试行的

100 项 1000 分的评价指标，缩减至 49

项 100 分，突出重点指标，切实提高指

标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将评价指标

设置为约束性指标和提升性指标，约

束性指标为底线要求。同时，计划组

织研究制定露天开采矿山、地热矿泉

水等绿色矿山行业标准，进一步健全

标准体系。

此外，《通知》鼓励矿山企业采用先

进适用技术，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工艺装

备升级改造，采用信息化技术，推动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提出绿色矿山激励

支持政策方向，要求各地积极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鼓励创新支持政策。明确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职责，健

全沟通协调机制，推进分工协作，共同

加强绿色矿山日常监管。

七部门发文要求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6日电 （记

者陆成宽）记者 16 日从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基于机器学习，

该中心科研人员提出一种日冕物质抛

射识别与参数获取的新方法。该方法

对预报灾害性空间天气具有重要意

义。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天体

物理学杂志增刊》。

日冕物质抛射（CME）是从太阳

抛入行星际空间的大尺度等离子体

团，是太阳系内最大尺度的能量释放

活动，也是灾害性空间天气的主要源

头，可能会导致中度到强烈的地磁暴。

“了解日冕物质抛射在日冕以及

行星际的传播和演化过程，预报日冕物

质抛射是否到达地球轨道及何时到达

地球轨道，是空间天气领域关注的重要

课题。”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沈芳介绍。

利用搭载于太阳与日光层观测台

（SOHO）卫星上的大角度和光谱日冕

仪的观测数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的研究人员手工整理了 1996 年至今

的日冕物质抛射观测目录。该目录记

载了每一次日冕物质抛射事件的时

间、位置角、角宽度、速度等，是日冕物

质抛射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数据。

“然而，面对海量的数据，手工识

别存在着耗时费力的缺点，自动识别

日冕物质抛射成为空间天气研究的热

点。”沈芳说。

此次，科研人员提出了基于机器

学习的日冕抛射物质识别与参数获取

方法。首先，科研人员基于大角度和

光谱日冕仪的图像数据，训练了一个

能够判别图像内是否有日冕物质抛射

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随后，利用主成

分分析方法提取神经网络的特征图中

的信息，获取了能够展示每一张观测

图像中日冕物质抛射位置的共定位

图；最后，根据不同图像中日冕抛射物

质区域的形状、位置等特征，获取了日

冕抛射物质的速度、角宽度以及中央

位置角等信息。

“与日冕抛射物质手工目录以及部

分经典自动识别方法相比，基于机器学

习的日冕抛射物质识别与参数自动获取

方法效率高、速度快，能够识别较为微弱

的日冕抛射物质信号，并给出准确的日

冕抛射物质的形态信息。”沈芳说。

科研人员提出日冕物质抛射识别新方法

（上接第一版）
在践行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理

念下，如何在减轻草原生态压力的同

时，确保牧业生产的数量和品质？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的

技术创新，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温更镇

牧民薛金贵的羊圈中，数十只刚刚出生

的小羊羔发出稚嫩清亮的叫声。“我采

用了‘羊两年三产母子一体化’技术，使

原本一年产一次羔的羊，现在两年可以

产三次。180 只母羊每年能多产 70 多

只羊羔。小羊出栏后，每年平均纯收入

能提高两万多元！”薛金贵开心地告诉

记者，这项新技术让当地牧民实现了

“减羊不减收”。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畜牧

研究所研究员薛树媛介绍：“我们运用

繁殖调控手段，建立了放牧羊两年三产

的繁殖调控技术体系。两年三产产羔

率总体能达到 280%以上，年产羔率在

140%以上。目前，这套技术体系正陆

续向全自治区推广。”

养牧：智慧生产 催生变革

说起放牧，人们心中或许会浮现出

这样一幅画面：蓝天白云之下，牧人骑

马挥鞭，在草原徜徉。然而，在内蒙古

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大草原上，这

样的场景已成为历史记忆。

“原始的、粗放式的放牧方式已不

适合当下的牧业生产。”鄂托克旗旗委

干部莫日根向记者介绍当地牧业生产

的变化。

记者随莫日根走进呼和陶勒盖嘎查

牧民额定乌拉的家中看到，全天候全角度

监控设备、电子圈舍门、恒温8℃的饮水槽、

牛羊专用的自动化喷淋“浴室”、饲草料自

动搅拌投喂机、自动化打草捆草机械……

智慧放牧系统让人耳目一新。

“再也不用每天追着牛羊跑了。”额

定乌拉坐在沙发上，盯着屏幕，喝着奶

茶。他说，智慧放牧让他家的阿尔巴斯

绒山羊羊绒品质更优，每年出售羊绒的

收入，就足够家中数百头牛羊在禁牧期

间的饲草料开销。牲畜出栏后的收入，

都是纯收入。

4 月份起，内蒙古全区 9.7 亿亩草

原开始“休养生息”，这对科学饲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3 年前，首个智慧牧场在鄂托克旗

落地。如今，已经有数百套智慧放牧系

统在这里扎根。鄂托克旗农牧局局长吉

雅说：“在加快智慧牧场数字化和智能化

设施装备、科学饲养管理实用技术推广

应用过程中，我们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原则，对示范牧户进行补贴。补贴内容

包括草原智慧牧场全景望远镜系统、羊

群智能通道、自动化精准定量饲喂系统、

自动化智能化温控饮水系统、智能门、智

能数据采集帮手、智能电子标签等。”

鄂托克旗这片两万平方公里的天

然牧场，正悄然经历着一场生产变革。

内蒙古牧区：技术创新融进去 肥壮牛羊跑出来

科技日报荆门4月16日电 （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古建敖）由长江沿岸铁

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十

一局承建的新建沪渝蓉高铁武（汉）宜

（昌）段钟祥汉江特大桥 316 号主塔顺

利封顶，标志着这座世界最大主跨的高

速铁路无砟轨道混凝土梁斜拉桥两座

主塔全部实现封顶，大桥施工取得突破

性进展。

钟祥汉江特大桥主桥全长 547.5

米，设计主跨 270 米，以斜拉桥形式跨

越汉江航道，是沪渝蓉高铁武宜段全线

控制性工程。

图为沪渝蓉高铁武宜段钟祥汉江
特大桥316号主塔施工现场。

古建敖摄

沪渝蓉高铁钟祥汉江

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

科技日报南京4月 15日电（记者

张晔）15 日，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菱公司”）自主研制

的 100 吨电动振动试验系统通过鉴定。

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

鉴定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翟婉

明领衔的 7 位行业权威专家一致认为，

ES-1000型（100吨）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单台最大推力电动振

动试验装备，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该装备为全球首

台套，总体水平国际领先。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

程、大运载工程等航天技术的发展，卫

星的质量和尺寸不断增大，其结构也日

趋复杂。为满足我国大运载、空间站、

大飞机、航母等重大部件乃至整机的力

学环境试验需求，东菱公司围绕国家所

需，于 2021年启动了单体 100吨电动振

动试验系统的自主研发。

经过两年攻关，东菱公司取得了超

大推力高强动圈设计制造技术、动圈自适

应高效冷却控制技术，以及超大型功率放

大器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解决了超大

推力驱动下动圈设计制造难、导向持续可

靠性稳定性差等难题，成功研制出单体

100吨超大推力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该系统可满足我国航空航天、船舶、

轨道交通等重大部件乃至整机的可行性

试验需求，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整机

和零部件模拟现实工况提供正弦振动、

随机振动、冲击、连续碰撞等力学试验。

同时，该系统还可与环境试验箱配用进

行综合环境的可靠性试验，为解决我国

重点科研产品进行大推力振动试验的瓶

颈问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世界单体最大推力电动振动试验系统研制成功

（上接第一版）
凭借学校研发优势和设备资源，韩

文佳带领纳美德团队研发出首台将 3D

打印用于生物纤维素创伤辅料生产的

设备，生产出多孔复合医用敷料，打破

了技术瓶颈。

很快，纳美德推出国内首个上市

的生物纤维素干膜辅料。随着产品

迭代，2023 年纳美德销售额达 2000 万

元。纳美德总经理刘景君说：“正是

有了技术突破，我们才掌握了市场主

动权。”

韩文佳曾跟一家企业合作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两年后项目无疾而终。失

望的韩文佳开始转向与山东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等机构合作。“有学会帮我筛

选企业，大大提高了我们实验室的技术

转化效率。”

一手擎市场大旗，一手握技术利

器，梅晔生物和纳美德成果转化跑出

“加速度”，成为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促进成果转化的两大经典案例。

“其实学会在服务过程中也走过

弯路。我们曾带着 40 多个项目去路

演，结果现场企业兴趣寥寥。原来，专

家路演的项目不能解决企业的痛点。”

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秘书长刘爱玲

回忆。

“目前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在全

面了解企业和专家情况后再促成对

接。比如，对实力较强的企业，介绍专

家以技术入股或技术转让形式开展项

目合作；对实力较弱的企业，积极寻找

相匹配的科研成果或推荐技术顾问。”

刘爱玲说，“学会将继续完善机制优化

流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