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碑地下环道总长约7.5公里，串联起近30个
地下停车场，曾因其复杂结构，让不少本地司机都望而
却步。受地下环境影响，传统室内定位系统在此存在
信号不稳定、定位不连续、误差大等问题，地面与地下
道路重叠时，导航软件无法准确判断用户位置。

如今，由重庆移动参与打造的“5G+北斗”导航系
统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通过在环道内部署卫星定位设备，该系统目前已
实现动态3至5厘米、静态5至8毫米、纵深近50米的
精准定位服务。地下环道导航信号可精准识别隧道内
外、地面上下，实现秒停秒启、精准分层，填补了隧道内
无卫星导航的技术空白，并为市民与游客的出行带来
便利。

在基层治理领域，重庆移动同样交出亮眼答卷。
以江北区石马河街道景园社区小微停车场为例，依托
由重庆市委政法委牵头、重庆移动参与打造的“社会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应用”平台，该停车场仅用两个月便建
成投用，高效解决了停车难、消防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
题。

据悉，该应用平台整合了市、区、街道三级城市运
行中心及基层智治平台资源，实现矛盾纠纷数据录入、
问题预警、解纷资源调度及部门多跨协同处置等功能，
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我们在系统中增加了AI自动识别功能，实现重
庆方言的高精度识别，准确率突破99%。同时，系统还
具备语义分析和关键词提取能力，能够基于识别出的
文本内容，自动完成事件分类工作，有效提升信息处理
效率。”重庆移动政法融合事业部总经理黄婧介绍，自
试点启动以来，该平台已成功化解社会矛盾超120万
件，化解率高达99.88%。

从崇山峻岭间的基站建设，到前沿通信技术的创
新应用，从跨区域的算力协同，到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
型，重庆移动在“8D”山城的数字新脉络构建中，始终步
履坚定。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这条数字
新脉络必将更加四通八达，为山城的发展与居民的生
活带来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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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
力。根据国家数据局印发的“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试点任务，重庆承担了算力监
测调度、算力设施安全和“疆算入渝”三
项任务。

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疆算入渝”对
服务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西部
能源优势转化为算力优势具有重要意
义。4月23日，中国移动与重庆市人民
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阿里
云智能集团，在重庆签署共同推动“疆算
入渝”工程战略合作协议。

那么，跨越千里的算力该如何实现
高效传输与承载呢？

面对远距离传输挑战，中国移动已
成功打通新疆哈密市伊吾县-重庆
100G（主备）数据专用传输线路，将两地
数据双向传输时延压缩至30毫秒左右。

作为算力资源的重要载体，中国移
动成渝（重庆）江南数据中心内，标准化
机柜整齐列队，庞大的数据处理系统在
此高效运转，足以支撑海量数据实现快
速处理与实时交互。

在重庆，由重庆移动打造的中国移

动成渝（重庆）数据中心、中国移动成渝
（重庆）江南数据中心，已纳入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
中心集群起步区项目。

围绕构建覆盖全域的算力网络，重庆
移动正加速布局“2（核心数据中心）+38（区
域边缘算力节点）+X（园区云算力节点）”的
多层次算力基础设施，着力为重庆及西南
地区提供高效、绿色、低碳的算力支撑。

在算力网络加速构建的背景下，绿
色低碳已成为数据中心发展的必答题。

通过采集机房结构、设备业务量等

200多个参数，重庆移动搭建起三维节
能数字孪生系统，为机房做了个“数字镜
像”。该系统可实现环境自适应调控，温
度控制精确到0.1℃，空间定位精确到
0.1立方米，还能预测未来15分钟的热
量变化趋势。

“以前总担心服务器过热，现在系统
比我们还敏感。”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
说，与数字孪生系统配套的是AI群控系
统，它能实时分析机房热场数据，动态调
节空调运行模式，就像给机房装上了“智
能空调管家”。

重庆移动 在“8D”山城构建数字新脉络

5月15日，重庆移动宣布全面升级
“5G-A+万兆光网”网络能力，加速构建
面向未来的通信基础设施。

5G-A 是 5G 向 6G 演进的“增强
版”，具备更高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
等特点。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形象地解
释道：“传统5G网络就像普通单车道，而
5G-A则运用多载波聚合技术，将多个
频段合并使用，就像把多条小路汇成康
庄大道，让数据‘车流’畅通无阻。”

作为5G-A技术的重要分支，5G-
A通感一体化是基于5G-A通感一体化
基站，在通信功能基础上叠加雷达功能

（感知能力），进而实现通信感知的一体
化能力。

如今，这一前沿技术已在重庆落地
见效。在万州新田港航运中心枢纽，重
庆移动联合多方部署 4.9G 128TR
AAU 5G-A通感一体化基站，助力构
建起重庆首个“水陆空”全方位探测监控
体系。在永川大安机场，重庆移动已于
今年1月完成首个三扇区5G-A 基站
建设，9个5G-A 通感一体化基站近期
也将在机场周边陆续“上岗”，实现区域
连续组网覆盖，精准探测无人机等低空
目标。

而在万兆光网方面，重庆移动则依
托50G-PON技术、FTTR全光组网和
Wi-Fi7技术，构建起了端到端的万兆网
络能力。目前，重庆移动正加速推进
50G-PON技术的万兆光网试点与商用
部署，并已成功打造万兆园区、万兆街
区、万兆小区、万兆营业厅四大典型应用
场景。

由重庆移动联合多方申报的涪陵高
新区万兆园区试点成功入选全国万兆光
网试点，便是这一技术实力的生动写
照。如今在园区内，通感一体、模型训练
与推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正依托万兆光网

陆续落地。
而4月底在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

主村社区落成的全国首个“万兆全光网
络街区”，更开创了“数字基建+城市更
新”的融合新模式，不仅能支撑8K超高
清视频播放、裸眼3D等应用流畅运行，
还能提升商户线上运营效率与稳定性，
并为社区数字化升级注入新动能。

双万兆网络的落地，既是通信技术
的跨越式升级，也是重庆移动对未来通
信生态的前瞻布局。其正悄然重塑城市
运行方式，为重庆的数字化未来铺设一
条高速通道。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应用”平台在基层治理中
的实际应用场景

面对层峦叠嶂的山城地貌与立体交错的城市空间，重庆移动以创新为舟、以技术为楫，穿越蜿蜒山路、突破地下屏障、架起数据桥梁，在“8D”重庆的立

体空间中，编织出纵横交织、贯通全域的数字新脉络。

如今，在重庆移动的持续深耕下，6.2万个5G基站星罗棋布，双千兆网络通达每一个行政村，超413万户农村家庭畅享高速宽带。这些数字不仅是建设

成果的直观呈现，更是重庆移动将数字温度融入巴渝肌理、温暖千家万户的生动写照。

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中国移动成渝（重庆）数据中心

工作人员在涪陵高新区对网络进行测试

重庆移动着力打造万兆光网新生态

万兆筑基 用创新编织通信未来

算力攻坚 用科技驱动数字跃迁

数智破局
用技术赋能城市治理

通信72025年5月 16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编辑 彭光灿 美编 张雪原

数据中心机房

“5G+北斗”导航系统在解放碑地下环道进行精准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