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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二次放号’的手机号能
放心使用吗？”

前两天，朋友带着孩子给儿童智
能手表办理入网时，遇到了近些年多
次被热议的手机号码“二次放号”问
题。在被告知自己精心挑选的号码可
能会收到一些不明短信甚至电话后，
他迟疑了。

手机号码的“二次放号”，是指老
用户停用或弃用手机号后，号码由运
营商收回，空置一段时间再次投放市
场供新用户选择。理论上讲，在通信
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下，手机号码“二次
放号”是一种资源再利用的有效手段，

也是国际通用做法。
然而，“二次放号”在实际操作中

却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信息安全
是最大的挑战。由于手机号码会与
众多 APP 绑定，前机主的个人信息、
社交关系、金融交易记录等都可能残
留在号码中。当这一号码被重新投
放市场后，新用户可能会接收到一些
事关前用户的短信或电话“骚扰”，也
可能造成新号无法绑定某些应用，号
码前主人更是有极高的个人信息泄
露风险。不久前，就有民警在社交媒
体以视频形式发布“注销手机号等于
出卖自己，很可能造成财产损失”的
提醒。

数字时代，手机号码承载了我们
的个人信息、社交关系、金融交易等多

重功能，已然成为人们的“网络身份
证”。“二次放号”之所以会给新老用户
造成困扰，其根源也在于此。

要彻底解决问题并不难，那就是
用户决定弃用并注销一个手机号时，
一定要及时解除该手机号与各种应用
的绑定。但是，凡事就怕“一定”，虽然
用户从来不介意当自己信息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但真的容易忘记。

其实，作为“二次放号”的实施者，
运营商更有责任为用户“兜底”。在加
强对“二次放号”号码的管理和审核，
确保号码在投放市场前做好彻底清理
和评估的同时，运营商还应建立健全
的告知机制，让新用户了解该号码的
相关情况，尽可能降低“二次放号”带
来的风险。

当前，5G已经在全球大规模商用，
而面对不断增长的流量需求、AI 的快
速发展、工业领域对移动通信网络需
求不断升级，6G已被寄予厚望。

前几天在南京闭幕的 2024 全球
6G技术大会，围绕6G关键技术、通信
AI 融合及未来应用等话题，全面展现
6G研发最新成果，也为公众了解6G提
供了一个极佳窗口。

与新技术新场景深度融合

2023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定义
了 6G 的 6 个典型场景和 15 个性能指
标。通信、感知、计算、AI、安全等多维
能力要素融合一体，空天地一体泛在
连接，成为6G的核心技术特征。

纵观2024全球6G技术大会，新技
术与6G加速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新
场景已成为6G技术发展重要驱动力。
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低空经济、人形机
器人是潜在6G新兴价值场景和产业。
发展低空经济能够带来多方面利益，
通过升空将二维交通变成三维交通，
且能够提供点对点服务缓解地面拥
塞，更是有望产生万亿级的经济价值。

对于电信产业而言，6G应用场景
中极具潜在经济价值的是无人机服
务。在 6G 空天地一体通信能力支持
下，无人机将在快递业、农业、智慧城
市、低空巡检的场景发挥价值。

人形机器人则是6G潜在应用场景
的另一个热点，作为集成人工智能、高

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继计算
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
产品，人形机器人已成为科技竞争的
新高地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人形机
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对人形机器
人产业作出了清晰部署，提出在民生、
制造和特种服务领域，拓展人形机器
人应用场景。

目前来看，人形机器人在医疗、家
政等民生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潜力，
特别是在医疗场景下的生命健康和陪
伴护理等方面，能为人们的高质量生
活提供保障；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人
机交互、灵巧抓取、分拣搬运、智能配
送等场景已经成为人形机器人落地的
重点。

构建全数字化工作生活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的报
告显示，6G能够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应
用体验，包括且不仅限于远程手术、飞
机或火车车厢内娱乐、协作移动机器
人、远程教育、固定点对点无线应用、
交互式沉浸式XR（扩展现实）、用于固
定或低移动性的本地协作、车辆应用
本地协作、预测性维护和诊断等。

在 6G 的 支 持 下 ，车 辆 对 车 辆
（V2V）或车辆对基础设施（V2I）的通信
和协调、自主运输，可以减少道路事故
和交通拥堵，沉浸式体验应用能够无
缝融合虚拟和现实世界环境，并为用

户提供新的多感官体验。人们只需通
过虚拟现实（VR）或全息通信来监控
远程机器，就能在触觉传感器的帮助
下，完成各项复杂的操作。

当然，6G的发展也离不开新的终
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
在今年6G技术大会上发布的《6G终端
愿景白皮书》显示，AI将是终端不可或
缺的能力，以 AI、卫星互通、产业数字
化、柔性硬件技术为代表的数智技术，
将为6G终端带来更丰富的功能，改变
用户体验和应用程序的范围。

日常生活中，6G终端将为人们提
供全新的场景数字体验。潜在的典型
场景包括且不仅限于全息多感官娱
乐、个性化极致柔性购物、智慧保姆家
居、沉浸式云办公、无人自适应交通、
个性化虚拟学堂、远程智慧医疗、天地
一体全域物流网络、数字孪生城市
等。未来，6G终端将具备全能通信能
力、内生智能能力、终端虚实全场景感
知与多维感官信息呈现能力和终端拓
展协同能力。

当前，以6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
步已经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变革的主要
因素，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人工
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物联网等技
术也在加速创新，并与经济社会深度
融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驱动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以及生
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作者系知名信息通信专家）

4月27日，在2024中关村论坛年
会未来人工智能先锋论坛上，生数科
技联合清华大学发布中国首个长时
长、高一致性、高动态性视频大模型
——Vidu。该模型不仅能够模拟真实
物理世界，还拥有丰富想象力，具备多
镜头生成、时空一致性高等特点，这也
是自能生成60秒视频的文生视频大
模型Sora发布之后，全球率先取得重
大突破的视频大模型，性能全面对标
国际顶尖水平，并在加速迭代提升中。

“在 Sora 发布后，我们发现刚好
和我们的技术路线是高度一致的，这
也让我们坚定地进一步推进了自己
的研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副院长、生数科技首席科学家朱军
说，团队基于对U-ViT架构的深入理
解，以及长期积累的工程与数据经
验，在短短两个月进一步突破并研发
推出Vidu视频大模型，显著提升了视
频的连贯性与动态性。

点评：文生视频大模型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会占据AI产业的风口
位置。

国内首个长时长文生
视频大模型发布

智能手机配备
“楼层级设备查找”功能

近几天，刚刚开售的华为Pura70
系列销售火爆。4月26日，华为官方
介绍Pura70系列搭配华为云空间，推
出了首个“楼层级设备查找”功能，可
以精确定位到设备的楼层信息。用
户可在手机端的华为云空间设置中
开启查找设备功能，开启后在外出购
物、观影、聚餐、赶高铁/飞机时手机
不慎遗失，可以通过查找功能精准定
位。此外，手机还能开启丢失模式，
并一键响铃，便于查找。更值得一提
的是，当手机处于无网络离线状态
时，云空间也能通过“查找网络”轻松
定位设备所在的楼层位置。

据了解，目前华为的“楼层级设
备查找”功能已经覆盖了全国超过1
万个主流城市的商圈、机场、车站等
人流量密集区域，未来还将进一步扩
大覆盖范围。

点评：已处在创新“天花板”下的
智能手机，一些微小的用户体验升级
也有可能成为产品制胜的法宝。

潜望式长焦镜头
有望进一步普及

4 月 25 日，有媒体透露，OPPO、
vivo、小米等国产手机厂商均有计划
推出潜望式长焦镜头（光学变焦在机
身内部完成）产品。OPPO和vivo旗
下的天玑9400直屏机型、曲面机型和
高通骁龙 8 Gen 4 移动平台的曲面
机型，将会全面配备潜望式长焦摄像
头。小米旗下的骁龙直屏机型也考
虑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

目前来看，天玑9400芯片和高通
骁龙 8 Gen 4 移动平台都是旗舰级
的产品，在OPPO和vivo手机产品序
列里都属于旗舰机型，售价应该不会
低。各厂商将潜望式长焦镜头列为
标配，下放到更低价位还尚需时间。

点评：随着潜望式长焦镜头在手
机端的逐渐普及，或将引发智能手机
新一轮的影像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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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智能戒指将有9种尺寸可选择
4 月 23 日，有爆料称三星即将推出的旗下首款智能戒指
Galaxy Ring可能提供多达9种尺寸。
此前，有传闻称三星将从5月份开始生产 Galaxy Ring，并
计划在上市时生产40万枚。戒指的多种尺寸意味着三星
在零件库存方面将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在MWC 2024（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三星展示了Gal-
axy Ring，确并认将提供铂银、金色和陶瓷黑色三种配
色。外界普遍预计Galaxy Ring将于2024年下半年发布。
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全
球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出货量为4850万台，同比下跌3%。
对于需要创新产品点燃激情的消费电子市场而言，智能戒
指会或许能成为各厂商押宝的下一个对象。
点评：相较于其他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更加小巧便携的智
能戒指应该更能受到年轻用户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