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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小程序
上线公测

8月2日，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
联合推出的全国微信地震预警服务，
面向公众开展公开测试。全国微信用
户可通过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

用户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
网”或“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
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
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添
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预警服务。
无论用户使用哪个品牌、哪种型号的
智能手机，通过小程序都能更加快捷
地接收到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

点评：地震预警信息通过微信小
程序普及，能提升公众对地震灾害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并有效减少灾害带
来的损失。

“G60星座”
首批组网卫星入轨

8月6日，千帆极轨01组卫星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千帆极轨01组卫星是“G60星座”
首批 18 颗组网卫星。“G60 星座”可以
提供覆盖全球的通信服务，包括语音、
数据和视频通信，能为偏远地区、海
上、航空等领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通信手段，促进通信行业的商业发
展。此外，“G60星座”还可以提供高精
度的导航服务，包括卫星导航、航空导
航、航海导航等，可为交通运输、物流
等领域提供更加精准、可靠的导航手
段，提高运输效率和安全性，商业价值
巨大。

点评：“G60星座”加速部署，让更
深度的通信服务覆盖成为可能。而随
着头顶的卫星数量越来越多，未来我
们的上网冲浪体验必然会越来越好。

资讯品读

自 ChatGPT 发布以来，大模型热
潮持续蔓延，也推动着人工智能（AI）
与硬件融合提速。中商产业研究院的
数据显示，我国智能硬件市场规模保
持较快增长，2024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15033亿元。

“万亿级市场背后，是 AI 给硬件
产业带来的技术飞跃，更是生活方
式、工作模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一
次深刻变革。”赛智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邓道正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当前，
智能硬件正逐步渗透到我们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续写着智慧生活新
篇章。

AI与硬件融合显著提速

智能硬件是一个科技概念，指的
是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对传统设备
进行智能化改造，使得硬件具备连接
能力，实现互联网服务的加载，并具备
大数据挖掘及应用等附加价值。

近年来，AI 与硬件的融合速度明
显加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大数据业务分析师王鹏认为，这
一趋势主要得益于公众对智能硬件
需求的日益增长。“AI 技术的赋能，使
得硬件终端在数据处理、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也
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智能
体验。”

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这种趋势

一方面得益于芯片、传感器、通信模组
等基础硬件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硬
件的性能和功能得到了大幅提升；另
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技
术的成熟应用，也为智能硬件提供了
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使其能
够更加精准地满足用户需求。

邓道正表示，这些前沿技术的相
互交织，为智能硬件赋予了前所未有
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交互能力。

“智能硬件不再仅仅是冷冰冰的机器，
而是成了能够学习、理解并响应人类
需求的智能伙伴。”

有行业人士指出，如果说 2023 年
是大模型技术元年，那么 2024 年则是

“AI+硬件”爆发元年。

智能硬件已无处不在

在技术发展和需求增长的双重加
持之下，智能硬件的产品形态越来越
多样化，已然从智能手机延伸到智能
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车载、医
疗健康、智能无人系统等领域，成为信
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交汇点。

邓道正说，包括智能手机、PC、AR
眼镜、电视、冰箱、汽车，以及各类家庭
机器人等硬件产品，目前都开始深度
结合最新的大模型，为消费者提供更
舒适和智能的使用体验。“某种程度
上，AI正在通过这些消费级硬件产品，
变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8月5日，天猫精灵在京启动高端
品牌战略，并发布了一款能支持影视、
健身、学习、办公等多场景下人机互动
的移动智慧屏产品。“在智能化科技浪
潮席卷的时代，智能化已全面融入我
们的日常生活。利用AI技术赋能硬件
设备业务，做体验更为先进的AI交互
系统，能让更多用户体验到更加便捷
的智慧生活。”天猫精灵市场总监严斌
告诉记者。

作为智能硬件产品的后起之秀，
移动智慧屏产品的发展时间并不长。
据洛图科技研报，2023 年为移动智慧
屏市场发展元年，销量超15万台，预计
2024年销量将突破50万台。结合数据
不难发现，人们对于智能化、便捷化的
生活和工作需求在不断增长。

王鹏认为，AI 赋能的硬件产品之
所以受青睐，是因为其能极大地提升
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面对万
亿级的广阔市场，产业界对智能硬件
发展前景尤为看好。

厂商的持续投入，加上大数据、
AI、5G等技术的持续迭代，智能硬件的
应用场景必然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未来，智能硬件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
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产业在不断推动
AI 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同时，会重点关
注用户的需求及体验，从而打造出更
加智能化、人性化和易用的智能硬件
产品。”王鹏说。

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第二十一届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
naJoy）上，中国联通发布AI终端+全时
连接行动计划，成功地将在国内几近
尘封的eSIM重新拉回公众的视野。

eSIM，即嵌入式SIM卡，是一种不
需要物理卡槽的虚拟SIM卡技术。

与传统实体 SIM 卡不同，eSIM 可
以直接集成在设备的主板中，通过远
程下载配置文件实现网络连接，不仅
节省设备内部空间，还能带来了更加
灵活、便捷的网络连接体验。特别是
对于数量庞大的手机用户而言，切换
运营商或更改套餐不必再为更换SIM
卡而烦恼。

在移动设备普遍追求轻量化、小
型化的当下，eSIM的全面普及应该顺

理成章。但事与愿违，备受期待的eS-
IM在国内似乎完全“水土不服”，落地
无望。

推出已超 5 年的 eSIM 为何落地
不顺？

从历年来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
eSIM的技术标准难统一、监管困难都
是影响因素。运营商因担心客户流
失而对 eSIM 推广不上心，才是根源
所在。eSIM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意
难平”。

多年之后，联通为何又重提eSIM？
近些年，智能终端的普及和广泛

应用，对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高实时性、
高带宽需求的AI应用场景下，稳定、快
速的网络连接已经成为刚需。这些，
正好是eSIM的技术特长。

也就是说，无论是智能家电的自
动控制，还是智能车辆的实时交互，有

了eSIM提供的全时高速数据连接，AI
应用能随时随地保持连接状态，更好
地适应不同环境和用户需求。此外，
eSIM还能实现多智能设备之间的无缝
连接和协同工作，促进AI生态系统的
发展，使得不同的AI应用和智能终端
能够高效互动，为用户带来更加智能、
连贯的体验。

跟几年前有些不同，目前对于eS-
IM的需求并不是源自用户端，而是AI
产业链自上至下的一种技术刚需。

曾经无比期待能用上 eSIM 的用
户，再闻eSIM落地也会产生一些情绪
波动，但远比不上当初能让智能手表
拥有独立通话功能来得强烈。但对于
eSIM技术而言，这绝对是利好。甚至
可以展望，在几年后的 6G 时代，eS-
IM+6G+AI 或许就是“王炸”组合，能
给人们带来更加快捷、智慧的互联新
体验。

虚拟虚拟SIMSIM卡或重现卡或重现““江湖江湖””
□□ 陈陈 杰杰

智能硬件：续写智慧生活新篇章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陈陈 杰杰

俗称“闺蜜机”的移
动智慧屏成为年轻群体
家用智能硬件产品新选
择。图为年轻人在体验
移动智慧屏产品。

陈杰 摄

全国产8K讯道摄像机
首次规模化应用

8月4日，在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颁奖典礼上，由4K花园与广东图盛
超高清视频前端系统创新中心联合打
造的5G+8K国造转播车亮相，并完成
了8机位8K现场直播。这是国内第一
次全部采用国产 8K 35mm 全画幅讯
道摄像机进行的大型8K转播。

在前端转播制作系统中，广播级
讯道摄像机、全伺服变聚焦镜头、大型
切换台是最关键的也是技术含量最高
的核心设备，一直以来都是国产化专
业视音频设备中最大的难点。本次8K
直播实战，国产设备不再是作为进口
系统设备的辅助出现，而是真正走上
舞台中心。不少观众通过四川省六大
城市的户外大屏，近距离感受了中国
电影艺术与科技相融合的魅力。

点评：这是国内首次规模化采用
全国产的 8K 讯道摄像机完成前端拍
摄，标志着国产广播级超高清直播系
统发展进入新阶段，距离广播级超高
清前端直播制作系统实现全国产化替
代的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