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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高频率、大带宽、精准定位

有观点认为，相比于传统建筑，
智慧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智能设备安
装以及数据信息的挖掘和集成。但在
阿里巴巴智慧建筑事业部资深专家孟
涛看来，智慧建筑不是简单嫁接数字化
技术的建筑。智慧建筑是拥有操作系
统的建筑，是全面感知、永远在线的新
生命体，也是人、机、物深度融合的开放
生态系统。而智慧建筑背后的关键技
术，就是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

那么，智慧建筑内的5G网络又该
如何部署呢？据了解，全球5G部署基
于两大类频段，一个是6GHz以下频段
（Sub-6GHz），另一个是毫米波频段
（30GHz~300GHz）。

相比Sub-6GHz频段，毫米波最
大的优势是频段资源非常丰富，带宽
能达到400兆甚至800兆，无线传输速
度达到10Gbps。此外，毫米波的空间
分布能力非常强。同时，由于其带宽
大，因此产生的空口时延小，为高可靠、
低时延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从人脸门禁、智慧访客、视频会
议、多屏联动、无线投屏、一键
WiFi、云打印，到智慧停车、智能灯
光调控、空气质量检测……智慧建筑

内嵌了诸多高科技软硬件，网络终端
可能会数以万计，需要有超大的带宽
和极高的数据传输速率，而毫米波的
特性恰好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

目前，我国5G毫米波的室内覆盖
测试也在快马加鞭地进行。今年11月
底的“世界5G大会”上，中国联通方
面也透露，目前中国联通已经在一些
场馆中进行毫米波试验，在北京的一些
比赛场馆里面，通过毫米波技术可实现
9Gbps的峰值速率，能为场馆提供安
全、可靠、便捷、高质量的网络服务，为
观众提供超级现场的互动体验。

小基站、光载射频、一楼一策

尽管毫米波的室内覆盖市场前景
诱人，但应用毫米波实现地面5G网络
覆盖却并不容易。无线电波有一个特
性，就是频谱越高，绕射能力越差，
毫米波是超级高频率的无线电波，覆
盖半径相对较小，因此运营商需要建
设非常密集的5G基站，付出高昂的成
本，想要应用毫米波建设地面5G网络
达到Sub-6GHz覆盖的效果，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系统实
验室副总工程师周峰举例，华为上海
研究所公开发表的论文表明，测量结

果显示毫米波从室外宏站覆盖室内非
常困难，只有在靠近基站的方向才有
比较好的覆盖，纵深处几乎没有覆盖。

周峰指出，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以往测试中发现，利用室外宏基站实
现毫米波室内覆盖在某些场景下非常
困难，比如出于节能降耗考虑，许多建
筑大量应用了金属镀膜保温玻璃，而这
种玻璃对电磁波阻隔效应非常强，使毫
米波从室外基站覆盖室内信号变得非
常困难，“这就要使用高频段和低频段
的联合组网，在5G室内覆盖中针对不
同的建筑构造做到‘一楼一策’。”

美国高通公司在2019年做的实验
中，室内网络覆盖基本放弃了在室外
设立基站的思路，而是采用大量5G毫
米波小基站，比如在1.5万平方米的航
站楼，用10个5G毫米波的小基站就能
实现高效网络覆盖。

针对存在物理隔断的室内传播环
境，又该如何解决呢？“除了从建筑设
计角度充分考虑小基站部署方案外，光
载射频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周峰表
示，光载射频通信是一种光纤和微波相
结合的技术,可利用光纤低损耗、超宽
带以及抗电磁干扰等特性来传输无线
信号,能够有效解决下一代超宽带无线
接入中带宽和传输距离的需求，同时还
能有效降低组网成本。

人脸门禁、云打印、智能灯光调控……

5G毫米波挑起智慧建筑大梁
建筑是城市的“骨

骼”，科技赋能建筑，将令
城市的“骨骼”更健康、
更智慧，从而让城市焕发
出勃勃生机。随着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智
慧城市建设迎来了发展黄
金期，智慧建筑行业也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累计建设开通 5G 基站超 70 万个，
终端连接数超过1.8亿，5G手机累计出
货量超过1亿部……自2019年我国正式
发布牌照至今，5G 商用已一年有余。
5G如同催化剂，为城市生活、经济社会
带来不小的化学反应。

一朵云“住”进你我生活

网络设施的完善让人们的生活快
速进入“云时代”。新技术带来生活方式
改变的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智慧应用。

此前举行的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
议2020上，北京安德医智发布的颅内动
脉瘤辅助诊断系统依靠高质量数据、先
进算法等，实现对颅内动脉瘤的准确识
别和定位。在网络基础和医学影像技
术辅助下，医疗AI正迈向精细化。

网课配合实体课堂，在线教育助力
“停课不停学”；远程办公推动复工复

产，让距离不影响效率……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目前

共有超过 7000 家从事“云办公”相关业
务的企业，接近一半的企业都成立于五
年之内。

一张网 改变产业生态

随着智能电网技术发展和网联程
度加深，通过5G远程操控机器人完成带
电作业的模式得到更广泛应用。

在电商领域，5G网络加快了传输速
度，直播正成为商业零售的新业态；在
制造领域，导入消费数据捕捉潜在需
求，供给端的数字化变革加快柔性制造
的普及……

当前，“5G+工业互联网”进入由起
步期向快速发展期转换的重要阶段。我
国工业互联网应用覆盖原材料、装备制造、
消费品、能源、医疗等30余个重点行业。

一个“G”提速数字中国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与代
表，5G是工业、交通、教育、医疗等各行
各业创新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基础。今年
以来，随着5G大范围应用，数字中国建设
的步伐正在提速。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
已累计建设开通5G基站超70万个，前三
季度，超高清视频、移动云、VR等个人应
用场景逐渐丰富，智能技术在家居、自动
驾驶等垂直行业实践不断深化。

目前，工信部正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
施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协同攻关。下一
步，将引导加快推进5G共建共享和异网
漫游，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促进品类丰
富、高性价比的5G终端投入市场，打通
5G与各行业的应用通道，让智能技术在
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
方面的潜力进一步显现。 据《科技日报》

商用一年 5G给我们带来什么

据最新一期 《自然》 杂志报道，
美国科学家利用量子纠缠现象新设计
出一种原子钟，如果运行约140亿年（大
约是当前宇宙的年龄），该原子钟可将
时间精度保持在十分之一秒之内。麻
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解释说，量子纠
缠有助于减少测量原子钟用来保持时
间的原子振荡所涉及的不确定性。

当前的原子钟从数千个超冷原子
中进行测量，这些原子被激光束缚在
一个光学“陷阱”中，并由另一种激
光探测，其频率类似于被测原子的振
动频率。但是，这种方法也受到一定
程度的量子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新设计中，研究人员纠缠了稀
土元素350中的约350个原子，该元素
每秒比常规原子钟中使用的铯的振荡
频率高10万倍。研究人员解释说，这
意味着纠缠原子的单个振荡在一个共
同的频率附近变紧，从而提高了时钟
进行测量的精度。

研究人员表示，新时钟的设计可
用来更好地破解宇宙的各种未解之
谜。随着宇宙的老化，光速会改变
吗？电子的电荷会改变吗？这都可以
用更精确的原子钟进行探测。

据中国科技网

新型原子钟140亿年内
误差不超十分之一秒

根据英国《自然·可持续性》杂
志12月21日发表的一项最新报告，英
国科学家展开的模拟研究显示，到
2050年，由于人类为满足未来的食物
需求而开垦土地，全世界近90%的陆
生脊椎动物物种都可能会失去部分栖
息地。

农业扩张导致的栖息地损失，是
对陆生脊椎动物的主要威胁。根据人
口增长和饮食需求的预测，人类将需
要开垦200万公里至1000万平方公里
的新农田，代价是牺牲自然栖息地。

传统的保护方法可能不足以应对
这些趋势。为了充分应对即将到来的

“生物多样性危机”，需要对成千上万
的物种进行具体地点和具体物种的评
估，以确定风险最大的物种和地形。

但是，此次研究报告也表明，采
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如提高农业产
量、向更健康的饮食过渡和减少食物
浪费，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而
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区域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 晚综

近90%陆生物种
2050年将失去部分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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