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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地之间，38万公里漫漫征程；

科研硕果，42载春秋孜孜探索。

“1731克！”——去年12月19日，

嫦娥五号从月球上带回的宝贵月壤样

品，称重后得出了一个准确数据。从

1978年的1克月壤研究起步，到如今

“亲手”获得千余克月壤，标志着我国

航天事业翻开了“可上九天揽月”的新

篇章。

欲胜苍穹，先胜寸心。每一项非

凡成就的背后，必定是一颗颗强大的

心脏。这股“心劲儿”，值得广大国防

科技工作者去品味、去对照、去笃行。

难关当道，要横下一条心。我国

航天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背后是

坚定信念和决心。正如嫦娥工程首

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所说，“到月球上

去，是中国人的一个梦”。事实表明，

横下心来，敢于逐梦，方有所成。当

年研制原子弹，面对重重困难，陈毅

元帅讲：“当了裤子也要搞！”正是靠

这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精神，广

大科研人员进戈壁、斗风沙、战艰险，

终于让全世界听到了“东方巨响”。

现在，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上面临困

境，绕是绕不过去的，必须横下心来、

奋力攻关，努力实现“从 0到 1”的突

破，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困难只会

在意志薄弱者面前猖狂，而“吾心信

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

之日”。

使命催征，要倾下一片心。科技

兴方能国家兴，科技强方能军队强。

国防科技工作者的心，要跟着强国强

军的新时代节拍跳动。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再次强调科技创新的重大意

义，并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置

于今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

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

建设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需要科技

创新破解。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

命逼人，我们要把握大势、认清责任，

努力把智慧和心血倾注到科研事业

中去，做到为初心坚守、为使命付出、

为科学献身，真正不负于我们这个伟

大的时代。

万事纷杂，要潜下一颗心。科学

探索无捷径，必须潜下心来，一步一个

脚印走。如嫦娥探月工程，正是以较

大的时间跨度，按照“绕、落、回”三个

阶段组织实施的。我们在关键核心技

术上受制于人，根子在于基础性研究

还比较薄弱。弥补差距绝非朝夕之

功，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的艰苦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

创新慢不得，但也急不得。需要各级

科研部门尊崇科研精神、把握科研规

律，实实在在地为科研人员做好“端盘

子、搭梯子”工作，摒弃一切不必要的

繁文缛节，为他们聚精会神搞科研营

造良好环境。同时，广大科技工作者

也当摆脱名缰利锁的纷扰，跳出事务

主义的羁绊，保持定力、专心无二、苦

心孤诣，如此“十年磨一剑”，终会迎来

“破壁之日”。

欲胜苍穹，先胜寸心
■映 辉

热点追踪

■本期观察：曹亚铂 曹胜杰 陈佰熙

仿生机器人，是指在外形结构

或功能上模仿生物并进行工作的机

器人。与普通机器人相比，它的内

部元件更具智能化、微型化，材料也

具有高强度和良好柔韧性，并能通

过传感器的精准信息反馈，及时调

整工作状态。

似犬类的

爬行仿生机器人

在众多仿生机器人中，爬行仿

生机器人体形虽略显笨重，运输能

力和移动速度却令人咋舌。其具有

稳定的平衡系统，能在负重情况下

行走、奔跑，还可跨越一定高度的障

碍物。

“体形多样、机动灵活”是爬行

仿生机器人用于运输任务的一大优

势。其内部安装有信号处理器和环

境传感器，可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

行进姿态，既能自行沿着预设路线

行进，也能接受远程控制。

近年来，国外某公司自主研制

的“大狗”仿生机器人备受关注。它

可用于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为士兵运

送弹药、食物和其他物品，被称作

“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适应崎岖地

形的机器人”。

似水母的

游动仿生机器人

与传统刚性机器人相比，游动

仿生机器人则采用可变性较大的柔

性材料制成，能实现大尺度连续变

形，改变自身的尺寸和形状，在水中

悄无声息地游动。

AquaJelly是游动仿生机器人中

的典型代表。它的运动机理与水母

相似，即通过向下喷射流体产生反

作用力，推动其在水中进行垂直方

向上的运动。它还依靠8个呈放射

状排列的气动复合执行器，通过压

缩机注入空气，执行器可快速膨胀

并弯曲，产生较大的瞬时推力，实现

在水中的快速游动。

灵 活 迅 捷 的 游 动 能 力 ，使

AquaJelly可以胜任水下地形勘测、

水质监测等任务。除此之外，良好

的隐蔽性也使其逐渐走进军方视

野，用于执行水下监视任务。

似蜂鸟的

飞行仿生机器人

蜂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在空

中悬停并向后飞行。与自然界中的

蜂鸟类似，飞行仿生机器人同样具

备这种独特功能。

飞行仿生机器人“纳米蜂鸟”，

由国外一家航空环境公司研发。它

重量不及一节5号电池，可通过快

速扇动翅膀，做盘旋、俯冲、爬升或

快速前飞、后飞等动作。其搭载的

摄像头，能向操作员实时传递影像

资料。

新近研发的一款飞行仿生机器

人，能通过物理模拟和人工智能衍

生的算法进行控制，机身由3D打印

制成，机翼采用碳纤维框架支撑，具

有很高的灵活性和弹性，能随地形、

沿墙壁穿过狭窄走廊。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 38 分 ，
C2701 次列车准时从北京西站发出，驶
向雄安新区。这标志着从北京到雄安新
区的城际智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这一城际智能高铁，最高设计速度
为 350 公里/小时，是我国首次全过程、
全专业运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设
计，同时应用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前沿科技，智能化设计达 70余项，实
现了安全性、智能化、经济性、舒适性以
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升级。

设计中，工程师们巧妙运用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实现了从设计、施工到运
营三维数字化智能管理。通过数字化
设计，在铁路开通的同时，收获了一条
实体高铁和一条虚拟数字化高铁，实现
了高铁的“数字孪生”。这样，更方便于
对铁路各个方面进行全寿命工期的管
理和维护。

为使铁路建设与城市景观融为一
体，雄安的牵引变电所采用全地下下沉
广场式布置，打造了国内铁路第一座全
地下牵引变电所。为有效控制高速铁
路通过环境敏感区时的噪声影响，在固
霸特大桥穿越北落店村段 847 米长的
路段，工程师采取了全封闭声屏障措
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噪声对沿线集中居
民区的影响。这也是世界上首个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桥梁的全封闭声屏障

设施。
雄安站内则安装了“智能客站大

脑”。在仅占地 70 平方米的信息机房
内，“智能客站大脑”将车站客运管理、智
能服务、设备监测、应急指挥、环境感知
功能进行系统整合，达到了数据共享及
联动的目的，从而实现了旅客精准定位、
路径规划、位置搜索等智能服务。

对于车站管理人员来说，通过“智能
客站大脑”的一体化智能终端，就能获取
上下班自动打卡、查询客车到发、晚点车
次、接续换乘等客车基本信息，并能自动
修正站内导航引导，第一时间将列车信
息反馈给旅客。
“智能客站大脑”还能根据车站售票

情况等信息，分析旅客到站时刻及到站
乘车人数，预测进出客流量，实现旅客
“进出分层、到发分离”，在保证旅客进出
畅通的同时，达到人流疏导、应急指挥等
目的。通过平台的智能化分析，“智能客
站大脑”还能获取客站的光线、温度、湿
度等数据信息，并为旅客自动调节至最
佳状态。

在智能装备方面，京雄铁路运用了
先进的列车控制系统，融智能控制、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于一体，安装了新一代
移动通信、牵引供电等设备。高铁设备
采用电子标签管理，实现了智能运维；运
用地震预警、综合视频一体化等智能技
术，以提升高铁防灾能力。

下图：从雄安开往北京西的首发列

车。

智能高铁有多聪明？
■方潇澎 谢 非

论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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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商业化进程速度

迅猛

在海拔 6500米的珠穆朗玛峰营地
部署 5G网络，覆盖了 8848.86米的珠峰
峰顶；建成的 5G煤矿专网，先后实现了
在地下534米至地下800米的网络覆盖，
完成多个 5G+智能煤业应用创新……
这是我国 5G正式商用一年多来取得的
成果展示。

近年来，5G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
的“高地”，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布局，从
标准制定、技术研发、试点应用等多个
维度，推进 5G商用发展，抢抓推动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契机。

相关资料显示，全球已有数十个国

家超过 95家运营商部署商用 5G网络，
有 131个国家和地区的 412家运营商在
5G 上进行投资，推出 5G商用服务；全
球 5G商用终端已达 300多款，无人机、
头戴式显示器、机器人等 5G终端类型
也在陆续产出。随着 5G 模组向通用
化、模块化发展，5G泛终端将全面提速
与发展。

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5G产业仅用一年时间，便实现了商用
产品成熟化，5G基站和终端等设备快
速上市，为 5G大规模商用提供了坚实
的产业支撑。工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
大 5G 网络，累计建成 5G 基站 71.8 万
个，推动共建共享 5G 基站 33 万个；去
年 1月至 11月，我国市场 5G手机出货
量 1.44亿部、上市 5G手机新机型近 200
款、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2亿。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 4K/8K 视频、
机器人、无人设备、AR/VR扩展、行业
网关和传感器等需求最为旺盛的 6大
通用型终端，各行业的应用需求逐渐聚
焦到直播与监控、智能识别、远程控制、
精准定位、沉浸式体验和泛在物联等 6
大通用能力。在此基础上，将会催生一
批新服务、新产业的诞生。

在全球范围内，亚太区域的 5G部
署走在了前列。韩国是全球首个 5G规
模商用国家，先后建成 10多万个 5G基
站商用网络，实现了 5G 与高清视频、
AR/VR 的结合，推出一批 5G 娱乐应
用，用户已突破 1000 万个。日本则更
看重 5G网络带来的物联网和工业互联
网应用，通信网络规划更具超前性和持
续性。

5G正在改变人们的

生活

5G+VR 教学，学生不仅能与远方
的教师进行高清实时对话，还能通过
VR 设备进行逼真的虚拟科学实验练
习；5G智能汽车，可实现刷脸开门、身
份识别、疲劳检测等功能，精准监测驾
驶员的状态，实现“人车合一”；AI音乐
指挥机器人，可跟随人类挥动的手臂
“会意”摇摆，演奏出动听音乐……这些
曾经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场景，如今
已被5G带进了现实。

小至家庭娱乐，大到通行应用、远
程办公、线上教育，5G技术已逐渐融入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 5G技术的
普及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变得更
立体、更多维。

以俄罗斯为例，该国最大电信运
营商移动通信公司 MTS，2019 年在圣
彼得堡州喀琅施塔得市，启动了 5G移
动通信网络，建成俄罗斯第一个 5G移
动网络城市。与此同时，莫斯科市政
府和 MTS在莫斯科市“国民经济成就
展览馆”内，建了一个 5G网络测试区，
用于测试“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俄罗
斯还在开发无人驾驶车辆、物联网、远
程医疗、旅游和教育服务等 5G 产品，
为的是让人们生活更智能、更便捷、更
舒适。

在我国，中国电信的 5G+4K 高清
云视频技术，可支持 100个参会方加入
视频会议、1.5 万人同时在线。疫情期
间，天翼云 5G视频会议用户，仅 1天就
暴增 6万个，用户累计超过 36万个，召
开会议 27.9 万次，会议时长达 35 万小
时。我国企业研制的 5G智能巡检机器
狗，低时延网络确保了对这一四足机器
人的精准操控，可用于化工厂、核电厂

等特殊环境下的全地形安保巡检，也适
用于抢险救灾等全地形勘探搜救工作。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我国也取
得了丰硕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深圳
市宝安区。宝安区已累计建成 9000余
个 5G 基站，实现了全区 5G 网络全覆
盖；打造了 28个具有宝安特色的 5G应
用项目，其中有全国首个 5G智慧化国
际化行政服务大厅、全国首个 5G +
AIoT产业示范园区、全国首个 5G智慧
机场等。他们通过率先立起一批高质
量的 5G应用示范标杆，为 5G在全国城
市推广应用提供了参考借鉴。

5G助推行业数字化

转型

在去年武汉抗疫中，一个场景令人
记忆深刻：2月 9日 17时，武汉火神山医
院和遥隔千里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进
行了首次 5G网络远程会诊，双方医疗
专家通过对电子屏幕实时上传的患者
病例和生化检测指标进行分析，共同研
判制订了合理的治疗方案。

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5G 架
起了一条无形的高速“生命通道”。这
正是 5G助推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一
个鲜明案例。

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正是这场疫
情，倒逼 5G 应用加速落地。远程医
疗、共享平台、物联网等需求被迅速激
发出来，推动着我国各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升级。

众所周知，发挥 5G 大带宽、低时
延、超级上行、安全可靠的连接增强特
性，与基于云的高性能计算、AI的融合，
再广泛应用到智慧出行、智能制造、智
慧港口等诸多行业，对加速各行业数字
化转型具有变革意义。依托 5G打造核
心竞争力，也成为世界各国加大科技投
入的重头戏。

在 5G智慧农业方面，5G万物互联
的特点让多类大数据一网相连，实现温
度、湿度、肥力、家畜健康养殖等信息的
精准传递与实时监测，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同时，消费者还可通过数据链对
食品从产地到餐桌的信息进行回溯查
询，吃得更安全放心。

在 5G智慧工业方面，得益于 5G低
时延、高可靠性的特点，高速数字化网
络车间在取代错综繁杂的数据传输线
缆，飞机、汽车、轮船等机械生产线在逐
步实现无人化生产及全程高清自动监
控，部分人工操作的高危岗位也在实现
无人化数字化作业，最终会过渡到人工
智能机器人生产。

也许有人会问，行业数字化转型
后，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效益？这里有两
个例子可见一斑：我国的南方电网借助
5G技术实现全业务数字化转型后，原
来人工巡检需要耗时 15至 20天，而现
在通过 AI巡检+5G视频回传只需 2小
时；某企业的 5G智慧工厂能够与前端 7
个工厂、87 个车间的 2300 台设备同时
实现云端交互控制，15分钟就可完成以
往1个多小时的工作量。

总之，5G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关键
基础设施，将支撑起经济社会各个领
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进
程，带动行业转型升级。这不仅是整
个无线通信和智能终端产业的发展机
遇，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
机遇，将催生超乎人们想象的应用和
商业模式。

上图：5G赋能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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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在 5G 前沿科技产品云集、占地面积
达 12000 平方米的展区，仿佛置身于一座科幻
城堡——从智慧港口到智慧城市、从 VR课堂
到远程（无人）驾驶，人们被 5G的高速率、低时
延、万物互联所吸引……这是前不久在广州举

行的2020世界 5G大会上的场景。
大会虽已落幕，但透过琳琅满目的新潮科

技和加速形成的新业态、新经济，仍让人们对
5G 的突飞猛进发展感到震撼。显然，5G 时代
已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