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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 青光眼诊断迎来突破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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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索系统新版软件可简化产品开发流程
10月14日，达索系统3D设计与工程应用产品组合SOLIDWORKS推

出了最新版本——SOLIDWORKS 2022。应用户要求，SOLIDWORKS
2022新增加数百项强化功能，不仅能加速创新，还能简化并缩短从概念到
产品制造的开发流程。

SOLIDWORKS 2022提供了一系列高度灵活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能够
强化日常用于设计、文档、数据管理和验证等方面的功能和工作流程。应
SOLIDWORKS用户群体的呼声，SOLIDWORKS 2022增加了多项新工作
流程、新功能和性能改进，帮助创新者以更智能、更快速的方式开展工作，
用更少的步骤在更短的时间内开发出更优异的产品。

此 外 ，用 户 可 借 助 SOLIDWORKS 2022 充 分 利 用 达 索 系 统
3DEXPERIENCE平台的协作功能，通过与3DEXPERIENCE Works解决
方案组合的连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 （赵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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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科普类短视频内容快速崛起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陈陈 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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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产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大数
据在产业决策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当前，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在
医疗、教育、金融、消费等民生领域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数字化产
品落地，在工业制造业、能源化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也在
逐步落地。

人工智能技术是我国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当中的新技术基
础设施之一，其作用是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应用场景，赋能生产力
升级，推动各行业完成智能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全国各地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量逐渐攀升，相关的算法技术和硬件
算力的基础设施领域企业快速增长。来自天眼查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已经达到30万余
家，同比增长88%。天眼查数据研究院分析认为，面向我国庞大
的“新基建”市场，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正在逐步改善各个行业的
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推进新基建加速发展。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从推理期、知识期进入到了
第三阶段——机器学习期。随着技术迭代和市场认知的不断提
升，产业结构基本完备，人工智能进入全面赋能生产生活的落地
开花阶段。智慧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产业的
兴起，代表着人工智能应用正处于面向复杂场景、处理复杂问题
的复合新阶段，应用向多元化发展；智能仓储、智能机器人、自动
驾驶、自适应教育等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发展，为智能服务创造出
更多的创新生产和服务模式，促进众多产业改造升级和企业数
字化转型，推进新基建向纵深发展。

人工智能是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场景，云计算是基于互联
网和底层基础设施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提供的虚
拟化资源。人工智能带给人们生活的改变肉眼可见，而云计算
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企业运营之中。随着世界互联网飞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云计算，企业上“云”为大势所趋。

根据Gartner统计，2015-2020年，全球云计算市场渗透率逐
年上升，由4.3%上升至13.2%，预计2021年全球云计算渗透率将
上升至15.3%。IDC最新发布的《全球及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
(2020年)跟踪》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公有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
达到3124亿美元，同比增长24.1%。

在基础设施领域，我国新型互联网中心与新技术、新业务融
合发展趋势明显，宽带接入网络能力快速提升。中国互联网协
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1781亿元，增速为
33.6%。其中，公有云市场规模达到990.6亿元，同比增长43.7%，私有云市场规模达
791.2亿元，同比增长22.6%。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与5G、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结合，将带动诸多行业快速发
展，为多领域企业数智化转型奠定技术基础，这些新技术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

基于SIM卡的数字人民币支付产品发布
10月13日，中国移动联手工商银行在苏州首次发布“基于超级SIM卡

的数字人民币支付产品”及品牌名“SIM PAY”。
“SIM PAY”是基于超级SIM卡的数字人民币支付产品，是金融服务与

通信服务的融合创新。SIM PAY具有四大特性，一是支持双离线支付，交
易双方在没有网络覆盖的情况下亦可完成支付；二是使用便捷，不需要打
开手机APP，“碰一碰”即可完成支付；三是号码即账号，通过手机号码可快
速开通SIM PAY钱包，实现移动用户无门槛开立钱包；四是支付即结算，资
金实时到账。

据了解，SIM PAY不等同于现有移动支付，它可以更好地满足普惠金融
的要求，在全用户覆盖方面，可为老人和小孩提供内置超级SIM的可视卡或
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型、不依赖于手机的支付介质；在全场景支持方面，SIM
PAY可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完成交易，实现全场景支持；在高安全性方面，超
级SIM是基于硬件终端方案，安全密钥管理遵循GP规范，且支持国密算法，
比软件方案具备更高更强的安全等级；在可获得性方面，根据人民银行对数
字人民币钱包的等级分类规则，四类钱包通过手机号码和邮箱即可开通，大
大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门槛，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亦龚）

随着全行业数字化发展进程
的不断加速，“算力和智能”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生产要
素，云网为“算力和智能”提供高效

“运力”，是让“数据上的去，智能下
的来”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千行百
业数字化发展的联接底座。

日前，2021 中国 IPv6 创新发展
大会主论坛上，举行了“互联网协
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
优秀案例”颁奖仪式，其中，华为
IPv6+智能云网创新解决方案被评
为“关键技术创新”类互联网协议
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优
秀案例。

在主论坛上，华为数据通信产
品线总裁胡克文指出，IPv6+是基
于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全面升级，

包括协议创新，还包括以网络分
析、网络自愈、自动调优等为代表
的网络智能化技术创新，在广联
接、超宽、自动化、确定性、低时延
和安全六个维度全面提升 IP 网络
能力。

“技术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IPv6+技术创新提供分阶段的
发展模式，逐步提升网络服务质
量，满足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对网络诉求的不断提升。”胡克文
指出，IPv6+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
全面提升下一代互联网服务能力，
为全产业提供确定性的网络服务。

“我国正在引领 IPv6+发展，通
过产业界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下一
代互联网标准的发展和进步。在
IPv6+的商用部署方面，中国同样

领先全球，目前已经成功部署了超
过 80 张 IPv6+网络，而欧美国家一
共只有 5 张。IPv6+的快速部署，正
在助力数字政府、智慧金融、智慧
能源、智能制造等行业的高速数字
化发展。”胡克文表示。

2020 年，由中央网信办指导成
立的 IPv6+创新推进组目前已经包
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
单位，旨在通过 IPv6+提升网络服
务能力，以进一步推动 IPv6 的规模
部署。

为有效促进 IPv6+技术体系的
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 2021
年 9 月启动了 IPv6+ Ready 评测项
目，从基础能力、性能容量、组网能

力、资源可视化及条有能力、网络
可靠性能等方面对网络设备进行
测试和验证，全面评估网络设备的
IPv6+支持能力。

“IPv6+，以 IPv6 为基础实现协
议创新和技术创新，充分释放 IPv6
灵活开放能力，实现网络升级，促
进下一代互联网服务能力提升，为
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坚实
的基础。IPv6+技术创新，一方面
依托我国 IPv6 规模部署进展成果，
加速 IPv6+创新技术在各行业的应
用实践，另一方面，基于 IPv6+充分
释放 IPv6 灵活开放能力，实现网络
升级，促进下一代互联网服务能力
提升，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更有效地推动 IPv6
规模部署。”胡克文表示。

引领IPv6+发展 推进下一代互联网标准进步
□ 科普时报记者 马爱平

“数字智能决策联合实验室”项目启动
10月13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指导，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中国科大国金院）、神州信息共同主办，合
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支持的“科技自强、数据融通、场景创新——前沿金融
科技研讨会”在中国科大东校区召开。

研讨会现场，神州信息与中国科大国金院“数字智能决策联合实验室”联
合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双方将积极推进产研融合，在金融科技的创新研发、行
业研究、企业孵化、教育培训等多领域展开合作，将联合实验室打造成为金融
科技创新研发的行业尖峰地带。双方联合研究课题《考虑需求场景的金融产
品个性化营销设计》《期权定价与波动率校准》同期进行正式发布。

此外，神州信息向中国科大捐赠3000万科研基金，支持未来产学研合
作，攻关相关科研、产业试点及成果转化项目等。 （曹阳）

我国第四大电信运营商将正式商用
近日，第四大运营商中国广电已经正式开启友好用户放号测试，一般

这种放号测试往往会被视作正式运营之前的关键节点，是电信运营商或新
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在正式商用前的惯例。

中国广电使用的5G频段频率与另外三大运营商有所不同，前者使用
的是700MHz频段频率，也被视作无线频率中的“黄金频段”。700MHz属
于低频信号，信号波长长，信号衰减小，传输中易产生散射和绕射，适合做
网络覆盖。目前全球普遍采用3.5GHz频段来建5G基站，需要15个基站才
能完全覆盖的区域，700MHz只要建造2个5G基站。当然，700MHz的劣势
在于容量和速率，网速会低于高频5G频率频段，对于一些对网速有特定要
求的应用或行业可能就不太适用。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常用的应用，如看
视频、玩游戏等是够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使用或商用后尝鲜700MHz 5G网络，首先要保
证你的手机支持这一频段，如果你的5G手机有在频段支持一栏有写N28/
N28A便可支持，预计这一频段也会成为之后5G手机的标配。

目前，中国广电与中国移动的共建共享合作已经进入到实质化操作阶
段，计划在两年内合作建成48万站5G基站，实现乡镇以上区域的连续覆
盖，并将广泛延伸至行政村。 （科文）

科普时报讯（记者 陈杰）10 月
15-18日，2021（第三届）全球硬科技嘉
年华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壹号举办。

第三届全球硬科技嘉年华包含3
场科技峰会，4场跨界盛典，5大场景空
间，和百余家科技企业，上千种科技潮
品、几万名科技生活青年一起，重现一
场北京现象级科技盛宴。

此次活动中多个世界第一“黑科
技”产品亮相。登上央视春晚的宇树
科技“拧∧犇”四足机器人，国内第一
批专业从事食品3D打印的公司盼打
科技带来的食品 3D 打印机，伟景智
能的专业级人形智能服务机器人，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机器人和外骨骼式

机甲，拉酷科技的智能触摸键盘，佳
珥医学世界的“听力障碍AR智能眼
镜”等 40 余家硬科技企业的产品亮
相。

本次嘉年华配套的 3 场专业论
坛，聚焦人工智能新应用、商业航天、
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进行研讨。

此次嘉年华航天板块再升级，在
去年航天文创的基础上，与神舟传媒
合作，带来太空返回舱等大型航天模
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航天的力量。

嘉年华还在壹号园区布置了多个
互动智能景观装置，打造北京首个数
字全息沉浸的大型交互艺术景观，全
新超前体验，营造“智慧光影乐园”。

第 三 届 全 球 硬 科 技 嘉 年 华 举 办

现象级科技盛宴拉近大众与科技的距离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类泛知
识创作者大量涌现，知识类短视
频数量和消费数显著增长，泛知
识内容受到用户的认可。数据
显示，平均每 5 个短视频的播放
量 里 ，就 会 有 1 个 是 泛 知 识 内
容。

10 月 13 日，《2021 抖音泛知
识内容数据报告》呈现了过去一
年抖音平台泛知识内容的发展
现状、泛知识创作者表现以及各
地用户对泛知识内容的偏好等
数 据 信 息 。 报 告 显 示 ，过 去 一
年，抖音上的泛知识内容播放量
年同比增长达 74%。其中，生活
技能类内容最受欢迎，科普类内
容快速崛起，泛知识内容播放量
已占平台总播放量的 20%。

技能类科普内容迅速崛起

新 晋“ 大 V”的 表 情 包 甚 至
超越很多明星成为网友常用的
素材。数据显示，去年一年，抖
音的泛知识直播高达 100 万场，
内容已覆盖生活技能、科普、人
文艺术、教育、体育、职场六大类
别。

其中，生活技能类内容最受
欢 迎 且 增 长 最 快 ，从 美 食 到 穿
搭、化妆、旅行攻略，从驾考到用
车、种植、装修设计、汽车修理，
各类生活内容应有尽有，已成为

人们便利生活的好帮手。
在短视频平台上，各类实用

的生活小窍门等内容都广受用
户青睐。

当前，各平台的科普内容发
展迅速，涌现出大批专业又有趣
的科普创作者，掀起知识科普的
热潮。科普视频在教给用户实用

知识的同时，也激发了大家求知
欲。

进一步推动大众知识普惠进程

通过短视频平台，知识正在
打破藩篱，走出校园，普惠大众。

过去一年，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众

多高校在抖音直播开课，累计直
播场次达 12580 场，观看人数达
7392 万。其中北京大学开播共
199 场，相当于平均每隔一天就
会开播至少一场。

同时，越来越多专家、学者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分享各领域专
业知识，降低知识传播门槛。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
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
长李玫瑾通过短视频平台分享育
儿、教育知识和理念；海洋地质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李银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
业等也广受欢迎。

在泛知识得以广泛传播的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短视频
平台获取了新知、增长了见识。
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的抖音视
频评论中，虽然有 111 万次评论
在问“怎么做”，但也有 136 万次
评论表示“学到了”；有 86 万次评
论提到“看不懂”，也有 254 万次
评论表示“懂了”。

在 短 视 频 内 容 越 来 越 同 质
化 的 当 下 ，泛 知 识 内 容 类 短 视
频 开 始 大 放 异 彩 ，成 为 短 视 频
内 容 创 作 和 传 播 的 新 风 向 ，短
视 频 与 知 识 的 结 合 ，使 得 知 识
本 身 、知 识 传 播 者 和 接 受 者 三
方都获益。

青光眼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不
可逆致盲性疾病。据不完全统计，
2020 年全球共有青光眼患病人数
8000 万左右，因青光眼引起双眼失
明者占全球盲人总数的 50%。原发
性闭角型青光眼在亚洲发病率更是
远高于世界其他区域。如何用 AI
和新型影像技术替代房角镜进行青
光眼检查是眼科人工智能领域的世
界级难题。

房角镜检查是当前闭角型青光
眼诊断的主要标准，但该检查主观
性强、学习曲线长，且为接触性检
查，非常依赖患者配合度。眼前节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AS-OCT）是一
种新颖的非接触式快速成像技术，
可在 0.2 秒内完成单眼的眼前节 3D
静态成像，为房角的开闭检测提供
足够的信息。

今年世界爱眼日前夕，百度智
慧医疗和中山眼科中心组成的联合
科研团队深入研究进一步发现，传

统房角镜可以通过按压实现动态观
察房角是否粘连，而 AS-OCT 这一
非接触成像技术无法实现按压动
作，只能进行静态房角检查区分宽、

窄房角，无法检查是否有周边虹膜
前粘连，即无法为后续治疗提供全
面的信息支持。

因此，联合科研团队提出用明

暗环境下采集的3D AS-OCT图像，
对出现的差异模拟按压下观察到的
房角粘连状态变化，基于双分支深
度学习框架，设计了新的损失函数，
可同时监督静态形态和动态对比学
习过程，实现了宽、窄房角的分类及
房角粘连深度的识别。从临床应用
角度而言，该技术有望代替传统接
触式房角镜检查，被命名为“电子房
角镜”。

百度智慧医疗科学家许言午教
授表示：“该技术不但能快速区分宽
角和窄角定性诊断青光眼类型，更
能够识别周边虹膜前粘连的程度和
范围，突破了闭角型青光眼辅助诊
断的技术瓶颈。‘电子房角镜’避免
了仪器与患者的接触，无需患者眼
部麻醉，使检查更加安全高效”。

许言午教授强调，人工智能企业
和医院长期陪伴式的合作研究模式
对解决真实临床问题至关重要。

（科文）

图为嘉年华现场 活动组委会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