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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在5G、AI、物联网、大数据、VR等领域持续发
力，促进措施接续出台，进一步丰富拓展5G应用场景。记者在
福建、浙江等地调研发现，以5G为代表的各类数智应用已逐步
融入出行、生产、文旅等各领域，智慧生活已来到我们身边。

出行更便利

“以往，上下班高峰期，总是人多车少，公交要等很久。”福建
厦门市民李红告诉记者，近期，高峰时公交车频次增多，等车时
间明显缩短。

“聪明的车开上智慧的路。”据厦门鹭城巴士集团有限公司
品牌服务中心负责人董丹丹介绍，厦门公交集团联合福建移动
打造5G智慧“公交大脑”，为3500多辆公交车装上“5G安全节能
智慧诱导系统”，实现“5G智慧公交”规模化运营。

据了解，该系统借助5G边缘计算平台、智能网联技术，智慧
控制油门、刹车，实现精准定位、平稳起步、进站前自动限速，保
障驾驶安全。

根据平台“流量、流时、流向”实时分析，厦门公交在上下班
高峰期人流密集区域智慧投放“区间灵活公交”450余辆，改变此
前固定线路、固定班次模式，实现“人多车多、人少车少”高效运
营。

据统计，智能系统上线后，有责行车事故起数下降近78%，
客伤事故数量下降约76%。

新技术助力，不但提高出行效率和安全系数，还提升了市民
乘车体验。同时，新技术也给市民生活带来了新方便。

2022年，福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中天社区构建起社区
数字化治理平台，通过5G、AI、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
术，为居民提供贴心服务。

“如有人意外摔倒、违章占道、火灾险情等突发情况发生，平
台会立刻监测到。”中天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卉介绍说，系统将马
上通知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文旅更智慧

“大家好，我是敦敦。”走进莫高窟第285窟1：1复制洞窟，戴
上AR眼镜，以九色鹿为原型的数字导览员“敦敦”数智形象正
将游客带入1400多年前的西魏时期。

古典华丽的穹顶，五彩斑斓的彩绘壁画，在5G与AR技术
结合运用下，洞窟立体重现游客眼前。在“敦敦”引领下，真实世
界和数智世界相互交融，眼镜里原来静态的壁画“活”了起来。

今年1月，由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等机构联合
研发的“敦煌AR智能导览”系统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敦煌艺
术展中投入使用，备受游客追捧。

不同于以往人工解说、图片和视频类导览，通过AR眼镜结
合AI引擎、图片识别、3D场景展陈与互动等技术，游客360度全
景式、沉浸式“走入”敦煌壁画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中。

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数智技术融入人文旅游，让更多
人感受到跨越时空界限的全新体验。

脚踏沙滩上柔和的细沙，侧耳倾听海浪拍打礁石。手机屏
幕里，“数智人”形象置身于环境优美的鼓浪屿。

“我们搭建起一个1.88平方公里大的映射物理时空的鼓浪
屿场景。”据中国移动咪咕新空总经理廖智勇介绍，厦门市联合
咪咕公司，基于5G+算力网络，通过数实融合创新技术打造的元
宇宙鼓浪屿已上线测试，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年轻人参与。

元宇宙鼓浪屿街道两旁各色店铺里，中国结、新式旗袍等商
品格外显眼。“不少本土潮牌已入驻，中国元素融合新技术，这里
成为文化交流和创业试水的前沿。”廖智勇说。

厚植人文情怀，数字化大步向前。近年来，追逐融合创新技
术的新国潮，已逐渐成为年轻人生活新风尚。

生产更智能

“5G让当地农业和文旅经济焕发新活力。”中国移动福建公
司南平分公司总经理高子斌说，2022年以来，福建移动在武夷山
区建设5G站点100余个，并在部分茶园建立5G智能化监测体
系，通过物联网数据卡+网络专线助力茶园视频监控图像传输。

“动动手指，足不出户查看数据，茶园管理效率提升约
20%。”福建省瑞泉茶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逸轩说，借助移动
物联网数据采集和传输，可实时监控空气温湿度、检测土壤pH
值，助力科学管理茶树生长环境，提升茶叶产量与品质。

同时，借助5G+AR技术，福建南平推出“南平茶旅智慧地
图”小程序，游人可通过AR实景了解当地茶文化。类似的新技
术也在浙江农田里“大显身手”。

“稻飞虱是水稻安全生产的最大生物威胁。”据中国水稻研
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刘淑华介绍，目前，大部
分病虫测报依靠人工，工作效率低，且专业技术要求高。

杭州市富阳区病虫测报站田里，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戴着
AR眼镜，拿起田里粘满虫子的粘板，眼镜里的辅助AI帮技术人
员逐一辨识虫子种类。

刘淑华表示，去年，研究所联合北京蜂巢世纪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了AR+AI智能眼镜设备、AI识别模型和多终端检测预
警平台。眼镜可识别稻飞虱等20多种靶标。据预估，该设备投
入使用可节省测报人力成本约50%，测报效率提高60%左右。

“5G、AI 与 AR 等技术的结合，应用潜力巨大。”蜂巢科技
CEO夏勇峰说，更多更新数智技术应用的落地，将为更多行业
注入新活力。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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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8月16日从2023世界
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获悉，2022年我国机器
人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700亿元，继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机器人市场应用加速拓展，2022
年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50%，
稳居全球第一大市场。下一步，相关部门将
深入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做强细分领域
落地应用，加快成熟场景普及推广。

近年来，在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引
领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蓬勃发展。工信
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介绍，2022年工业机
器人产量突破44.3万套，同比增长超过20%。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机器人产业
品牌实力不断增强，市场应用加速拓展。辛
国斌介绍，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达 273 家，10 家机器人企业成长为制造业
单项冠军。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
人392台，服务和特种机器人不仅在物流、医
疗、建筑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在空间探

索、应急救援、公共安全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

与会人士认为，当前机器人呈现出人机
共融、虚实融合、智能驱动、泛在交互等发展
特征，产业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遇和澎湃的
发展动能。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
场，要抢抓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构建开放共享
合作生态，大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辛国斌称，工信部将坚持应用牵引，深入
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做强细分领域落地
应用，加快成熟场景普及推广，鼓励新兴领域
先行探索，推动机器人创新产品不断渗透应
用到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各领域。坚持创新
驱动，建立用户单位和机器人企业协同创新
机制，面向行业应用需求，带动一批高端整
机、关键零部件和工艺软件创新突破。坚持
融通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强央地协
同，共同培育世界级机器人产业集群和应用
示范基地。 来源：经济参考报

我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50%

8月16日拍摄的白车身焊点机器人工作站。当日，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开放创新
聚享未来”，包含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