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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征二号丙遥五十一运载火箭 （简
称长二丙火箭） 搭档远征一号 S 遥二上面级，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三星”方式，将
3颗通信技术试验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本次任务是长二丙火箭新型整流罩的首
飞。据长二丙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李君介绍，
本次发射的长征二号丙火箭首次应用4.2米直径
整流罩。就像大房间能放更多家具，4.2米直径
整流罩的直径变大，能给卫星提供更大的可用
结构空间，有利于多星发射布局的优化。未
来，4.2米直径整流罩将逐步成为长二丙火箭发
射任务的常态配置。

据介绍，4.2米整流罩的气动面积较 3.35直
径整流罩大40%，气动载荷同步增加，保障飞行
时的气动载荷安全成为发射的关键环节之一。
与此同时，4.2米直径整流罩的卸车、转运、吊
装均需采用新方式和新工装。为此，研制团队
全程采用明确状态、演练流程、总结优化、正
式实施的现场迭代准则，保障了操作到位、结
果正确。

本次发射的长二丙火箭还研制了一项新产
品：1.35米直径中心承力筒。以前卫星与火箭连
接时，多采用底部支撑结构，新研制的中心承
力筒则通过侧挂方式实现火箭与卫星的机械连
接。采用多段中心承力筒串联便可实现多星发
射，既避免了串联方案卫星支撑结构的多次分
离风险，也降低了结构重量。如今，中心承力
筒结构方案已渐成星座发射任务的趋势，长征
二号丙火箭后续将有一箭二十星的发射任务。

面对任务周期紧的考验，长二丙型号队伍在
有效管控技术风险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研制成
本、缩短了研制周期。中心承力筒通过选用成熟
材料、成熟工艺，直接进入飞行产品生产；4.2米直
径整流罩通过成熟模块组合，节省了新工装研制
和结构部段试验验证环节。如此一来，一年时间
内便让新构型火箭具备了飞行条件，实现了低成
本高效率的预期目标。

今年是长二丙火箭的持续高密度发射之
年，试验队还将同步开展长征二号丙遥四十
一、远征1S遥四上面级的总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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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最新发布
的第 48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中国 5G 商用发展已实现规模、标准数量和应
用创新三大领先。

在规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近日在
2021世界5G大会上介绍，中国已开通建设5G基站
99.3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
和35%的乡镇，5G终端手机连接数超过3.92亿户。

在标准数量上，中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
比超过38%，居全球首位。与以往注重产品制造不
同，中国正在更多参与上游标准制定和生态培育，
5G 标准支撑能力持续增强。近年来，《5G 移动通
信网核心网总体技术要求》 等447项行业标准陆续
发布，为 5G 融合应用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规范保障。

在应用创新上，中国 5G 应用案例已超过 1 万
多个，覆盖了钢铁、电力、矿山等 22 个国民经济
的重要行业和有关领域，形成了一大批丰富多彩的
应用场景。5G 正快速融入各行各业、呈现千姿百
态，已形成系统领先优势，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根据工信部等十部门今年7月联合发布的《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显示，
到 2023 年，中国 5G 个人用户普及率将超过 40%；
在垂直行业领域，大型工业企业的 5G 应用渗透率
超过35%；在社会民生领域，打造一批“5G+智慧
教育”“5G+智慧医疗”“5G+文化旅游”样板项
目，“5G+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有效带动乡村振兴和工业互联网建设

在世界 5G 大会和服贸会上，5G 在各行各业
的应用集体亮相。5G 应用场景支撑适应能力的提
升，极大满足了旅游、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
的数字化需求，有效带动乡村振兴和工业互联网
建设。

在旅游行业，以 5G+AI、5G+VR 为代表的智
能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云旅游、数字虚拟游蓬勃发
展。中国电信将 5G+MEC （边缘计算技术） 能力
运用于文旅场景，成功复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迹公
园的夏朝宫殿样貌。游客可以借助手机“穿越”到
3000多年前，通过 AR （增强现实） 技术感受夏朝
都邑的繁华景象。

在医疗行业，5G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互联网
医院、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疗技术日臻成熟。借助
骨科手术机器人，北京积水潭医院与河北、西藏、
浙江、山东、天津、安徽、广东等 10 余个省区市
成功实施50余例5G骨科远程手术；5G急救车的使
用实现了“上车即入院”，患者进入救护车后，5G
系统会迅速将病人的心率、血压等实时状况与医院
急诊室连接，做到“车院零距离”。

明年开幕的北京冬奥会也将受益于 5G 的普及
和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说，5G 技术可以满
足北京城区、延庆和张家口三地办会、高效协同和
管理的需求，实现智慧观赛、超高清直播、运动科
技、安全办赛等应用，推动冰雪竞技项目成绩跨越
式发展。

第 48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中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已超过
1500 个，覆盖 20 余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在 2021
世界 5G 大会上，多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入

围中国5G十大应用案例——
三一重工的 5G 全连接工厂贯穿业务全流程，

230多个工业设备接入5G，覆盖了设备互联、生产
制造、能源管理、视觉管理等8大类；青岛港建成
全球首个氢动力 5G 码头，无人驾驶自动导引车、
高速轨道吊等近百个智能设备投入生产，集装箱的
装卸转运全部由智能系统调配完成；山西阳煤集
团、中国移动在新元煤矿建成中国首个煤矿井下
5G 网络，实现井下万物智联，降低了采矿作业的
安全风险，提升了矿山生产作业效率。

在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5G乡村智脑综
合治理平台”的建设让 5G 应用融入了村民的衣食
住行——在田间地头，智慧农业“稻鱼共生驾驶
舱”可以实时监控稻田水质和鱼的生长情况，让原
本需要丰富经验的种养殖方式变成了定标定量的科
技农业种植方式；“5G+VR云课堂”让山区的孩子
走进名校课堂，实现了乡村教学资源整体提优。

共同努力确保5G发展造福世界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 5G 增强技术研发
和产业布局的新热潮。专家表示，5G 发展本身就
具备了分工化、协同化的特征，深化合作、扩大开
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
5G的发展造福世界。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中国愿意继续秉持开
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
加务实的举措，依托中国在 5G 技术应用和产业方
面的基础，进一步加强 5G 技术演进的国际合作，

探索 5G 垂直行业应用的二次开发技术体系。开展
5G增强技术标准、设备研发、试验攻关，提升5G
垂直行业应用的适应能力，解决 5G 频率扩展、覆
盖增强等发展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表示，5G
的特点是能够连接更多数据，全球化是其先天的
要求。我们要努力获得全球科技合作的利益，但
是也要防范风险，提升在数字全球化时代的科技
创新能力。

张平建议，要进一步加快 5G 技术等基础设施
建设，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要注
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中国积极构建数字贸
易新规则体系的重要前提。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认为，中
国为 5G 的标准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行业应
用标准上做了许多探索。但在标准的制定上还面
临着垂直行业应用程度不深、产业生态系统有待
完善、网络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等挑战，需要各方
携手解决。

从2021世界5G大会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服贸会），一段时间以来，
多场高规格会议和展会聚焦以5G为代表的数字前沿技术，既展现了5G建设和应用的速度
与广度，也凸显了中国抓住数字产业化机遇，以5G为引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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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在幼儿园、小学、初中课堂内普及AI互动体验教学。AI机器人具
备游戏化、可视化功能，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专注力，提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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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进课堂

高光谱观测卫星成功发射
将满足我国环境综合监测需求

据新华社电（记者胡 喆） 9月7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光谱观测卫星 （高分五号02星）。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该星将全面提升我国大气、水体、陆地
的高光谱观测能力，满足我国在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为大气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监管等环境
保护主体业务提供国产高光谱数据保障。

高光谱观测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年）》中的一颗业务星，由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

高光谱遥感是当前遥感技术的前沿领域。地球上不同的元素及
其化合物都有独特的光谱特征，是识别和分析不同物体特征的一种
重要“身份证”。相比光学成像卫星只能看到物质的形状、尺寸等信
息，高光谱卫星具备的光谱成像技术，可使光谱与图像结合为一
体，探测各类物质的具体成分。

据 悉 ， 高 光 谱 观 测 卫 星 采 用 上 海 航 天 技 术 研 究 院 成 熟 的
SAST3000 卫星平台，运行于太阳同步轨道上。卫星共装载了 7 台
探测仪器，覆盖了从紫外到长波红外谱段，融合了成像技术和高
光谱探测技术，可实现空间信息、光谱信息和辐射信息的综合观
测。凭借 4000 余个高光谱遥感探测通道，高光谱观测卫星将实现
从几何形状、彩色感知到光谱信息的拓展，为我国遥感观测开启
新的视角。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是常温液体三级运载
火箭，性能优良、用途广泛，具备发射多种类型、不同轨道要求卫
星的能力，可实施一箭单星或多星发射。

上图：参观者在2021世界5G大
会展览现场体验5G+车联网VR虚拟
驾驶。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右图：服贸会上的 5G移动诊疗
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据新华社电 （记 者王昆、刘桃熊）
“2021 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多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速超过 20%。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
数字服务贸易大幅增长，全面赋能生产、
投资、消费、贸易复苏增长，数字经济新
动能作用持续增强。”9 月 6 日，2021 中国
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开幕，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在开幕
式上发布 《202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
报告》。

近年来，我国统筹实施制造强国和网
络强国建设，着力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
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
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移动通信、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领域专利量跻身世界前列，
智能手机、液晶面板、消费型无人机市场
占有率稳居世界首位。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绍，
数字经济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
向，是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高地。我们要
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坚持把发展基点放
在创新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
关键，以新兴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融
合型人才为支撑，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
济发展新空间。

在世界经济论坛未来计算机全球未来
理事会主席贾斯汀·卡塞尔看来，数字经济
是促进所有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包括
她所研究的人工智能领域。数据、新技术
的发展和人才是中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
关键因素。

2021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共有
468 家企业参展，汇聚了国内外数字经济
领域众多尖端知名企业、数字经济类“独
角兽”企业。一批“黑科技”成果将集中
亮相，华为“冀为好望”智能摄像机、科
大讯飞“公文智能校对系统”、维信诺柔
性 1mm U 型环绕内折创新终端、傲林科
技企业级数字孪生构建与应用等均为全国
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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