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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有哪些特点？5G目前有哪些
应用场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等重大机遇下，重庆应当在5G时代抓
住哪些机遇？7月29日，在市科技局
和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重庆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重庆研究院承
办的创新渝论沙龙上，来自我市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的专家代表，围绕“5G
时代下的大数据智能化新场景应用”
的主题进行了探讨。

80%的5G应用在工业互联网

“5G目前有三大特点，一是大带
宽，二是低时延，三是海量数据连接。
整个5G的应用呈现二八开，也就是
20%的应用在老百姓日常生活，80%的
应用在工业互联网。”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西部分院院长张炎说，目前，不论
是重庆发展“芯屏器核网”，还是打造

“智造重镇”，5G+工业互联网是典型
的垂直行业领域的应用。此外，在工
业互联网领域以外，基于5G的低时延
特点，远程医疗、车联网等都是很好的
应用场景。

“4G时代更多是互联网+医疗，解
决了线上预约、在线支付等医疗外围

问题，我们期待5G能够真正让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进入到医疗的内
核。”中英医疗大健康合作计划首席执
行官、英国华人医疗信息协会执行会
长廖瀛谈到，所谓进入到医疗的内核，
举个例子来讲，在4G时代，全世界只
有极少数的顶级医疗机构能够做到对
患者生理体征、临床观察数据实时收
集、在线分析和分级。进入5G时代，
期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能够采用这
样的应用场景，可以说，远程医疗将是
5G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

在她看来，如今，很多医联体没有
运转起来，主要是因为背后的信息流、
财务流等没有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今
后，随着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下沉，5G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构筑未来感知世界的一张网络

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贾云健表示，如果用一个词来
形容5G时代的特征，那就是交叉融
合。相比过去，如果把1G到4G看成
是信息传输的管道，1G是语音的管道，
2G增加了短信，3G之后开始变成了数
据的管道，那么到了5G，它已不再是个
单纯的传输管道，而是要和管道所承
载的数据相融合。

在5G之前，大数据是静态的大数
据。进入5G时代，大数据就变成了实
时动态的大数据，每分每秒都需要考
虑存不存、用不用、分不分析，这是5G
时代给大数据带来的最大挑战：怎么
处理每天产生的这么多数据？

在他看来，目前，万物互联的大部
分5G应用还处于想象中，5G商用第一
个是在手机上，随着技术不断演进，5G
将在更多应用场景中发挥其三大特征。

“我们希望通过网络、数据、算力、
算法交叉融合，构筑未来感知世界的
一张网络。”贾云健表示，目前，国家正
在着力发展国家实验室，其代表的是
一个国家在某一领域科学研究的最高
水平。结合重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他的团队也希望以三峡库区旅游
与安全为研究方向，创建国家实验室，
将全国各地的创新资源汇聚到重庆，
推进数字孪生技术等在三峡库区生态
环境建设中的应用，打造具有重庆特
色的大数据智能化新应用场景。

培养5G时代下的大数据智
能化人才

针对5G时代的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与会嘉宾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廖瀛表示，目前，5G赋能大健康领

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开放度
在提升，并在一些领域先行先试，已经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数据。希望这些数
据能够真正用起来，发挥价值。另外，
除了新基建，还希望在制度方面有相关
配套出台，比如完善健康大数据的信息
数据标准，引导研发机构、企业、高校等
产学研协同，真正让5G时代下的新技
术红利能让产业和老百姓受益。

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张
清华认为，大数据智能化发展需要人
才作为保障，政府应当出台大数据智
能化人才保障政策，进一步加大力度
培养、聚集满足5G时代下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融
合型人才。另外，在他看来，大数据智
能化持续发展一定要有基础理论创
新，要加大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否则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没有根基，难以枝
繁叶茂。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加快，双方‘串门’增多，我们在四川
也已经落地了项目。”特斯联(重庆)公
司总经理向国春表示，对于企业来说，
市场范围扩大，机会增多，伴随而来的
还有更大的挑战。对此，成渝地区企
业可以协同发展，走资源集约化发展
的道路，政府也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加
以引导。

专家支招5G时代下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新应用场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杨熳丽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杨熳丽）7月31日，记者从重
庆摇橹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摇橹船
科技）了解到，其联合长安汽车、中国
联通重庆市分公司将在“5G+工业互
联网”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建设5G智
能焊接大数据平台。

摇橹船科技由中科院西安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孵化，是国内第一家完
整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级工业相
机核心技术，打造行业级全产业链上
下游生产端大数据平台——工业质量
大脑，全力贯通智慧城市和智能制造

数据运营的人工智能高科技企业。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

旨在丰富拓展5G在智能制造的应用
场景，解决焊接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
问题。项目负责人介绍，5G智能焊接
大数据平台基于5G技术，将实物、系
统、环境、管理人员、一线工人进行集
中化管理，实时集中化收集、传递、存
储信息，通过高等级智能化分析，对焊
接工艺实现全流程监控。

“电阻点焊技术是一种广泛应用
于机械制造领域的传统焊接技术，在
汽车白车身焊装工艺环节应用非常

广泛，它的焊接质量和工艺过程的稳
定性会直接影响汽车整体结构的完
整性和生产交付能力。”项目负责人
表示，焊装车间点焊工艺过程的飞溅
发生概率极高，焊点飞溅不仅会造成
焊点焊接质量不良，其飞溅颗粒还会
在车体表面附着，在涂装工艺环节就
必须增加检测和处理人员，严重影响
生产进度。

据介绍，5G智能焊接大数据平台
可以利用机器视觉提取焊点飞溅特
征，结合焊机工艺参数，利用数据孪生
实现多维数据融合分析处理。通过对

海量样本数据的分析处理，建立焊点
质量评估模型，提出质量提升和焊接
工艺改进策略。

“及时分析焊点飞溅原因，优化改
进焊接条件，据测算，可以提高生产效
率20%，提高能源利用率20%，降低生
产成本约 10%，降低不良品率约
20%。”这位负责人称，该项目将以长
安汽车生产线作为应用和示范，提升
产品质量，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
产率，加快推动重庆乃至西部地区工
业企业向数字化生产、高端质量检测、
高端服务迈进。

渝企联合建设5G智能焊接大数据平台
赋能传统焊接行业

▲

礼嘉智慧公园，市民体验基于5G网络的裸眼3D沉浸式观景。

▲重钢总医院控制室，显示屏上显示了5G医疗急救车上工
作人员的心电图、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等实时信息。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