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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100倍于4G网络

无线通信技术发展到今天，想
必大家都知道，5G就是第5代移动
通信技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
来，我们先后经历了四代移动通信
技术，第1代以“大哥大”为代表，仅
能提供质量不怎么高的语音通话；
第2代包括所谓2 . 5代是指可提供
清晰的数字语音通话和极慢数据
传输业务的网络。目前，我们手机
的语音通话业务还多由这一代网
络承担；第3代就是指以CDMA技
术为主，能同时提供语音和数据业
务的通信系统，其特征就是可以提
供勉强可接受的网速。但这一代网
络因其技术缺陷及4G的快速崛起，
还没发展完善就迅速被4G取代；第
4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TD-
LTE和FDD-LTE网络，网速实现
飞跃，可在线流畅观看1K高清视频
节目。

按照规划，5G步入实际应用的
时间已越来越近，包括中国在内的
不少国家及大型企业都在开展5G
研究，各方方案不一，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定义。但所有方案都有一个
共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高速。根
据现有实验结果，业界普遍认为，
5G的速率将达到10-50Gbps（速率
单位“bps”指每秒多少个比特，我
们常见的英文字母或0-9这十个数
字每个需要8个bit来表示）。甚至更
高。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4G网络的
速率在100-150Mbps之间，也就是
说，5G网络的速率大概是4G网络
速率的100倍以上。而5G网络的下
载速度可达每秒1-10G，在5G网络
下，一部4G左右的高清电影，1秒钟
左右即可下载完成。

沟通>>
从人的通信到万物互联

从第1代到第4代移动通信技
术，围绕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通
信，而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不仅仅
是传输速度的大幅度提升，更在容
量及时延方面有根本性的改变。简
单来说，5G 网络能承载更多的设
备连接、拥有更快的反应、传输更
大的流量。

当前，在4G网络的支撑下，一
些民众已经开始享受智能家居。汽
车、空调、电视、空气净化器、电子
秤甚至家里的开关都已经连接上

了互联网，通过手机终端可方便地
对这些设备进行控制。但是，这只
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智慧生活。我们
的智慧生活，将向更广、更深的方
向发展，可以这么说，真正意义上
的智慧生活，需要实现“万物互
联”，不仅仅是人与这些设备的相
连，还包括这些设备之间相连。目
前的4G网络虽然可以提供较为理
想的网速，但因其容量有限，并不
足以支撑万物互联。5G网络容量的
大幅度提升为实现“万物互联”提
供了条件。

应用>>
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生活

当万物互联成为现实，未来的
终端将不仅仅是手机，手表、眼镜、
汽车后视镜、电脑等都可以成为终
端。007系列电影中的各种炫酷技
术，将并非邦德独享，我们每一个
人都将享有。

当家里的所有电器和生活用
品均互联之后，借助大数据自动分
析，你将享有更为轻松的生活。早
上，你或许不会再需要忍受闹钟的
刺耳声音，你的床，或者你的被子，
或者家里的音响设备，会用一种更
自然的方式，在你需要起床之前让
你自然醒来并为你开启窗帘和灯
光；而当你走向洗脸台的过程中，
家里的智能系统已为你调好了水
温静待你使用；当你洗脸、刷牙、上
厕所之后，你的基本体检数据已经
上传至数据中心，如有进一步检查
的必要，将提醒你到医院进行检
查。在上班途中，由于已经实现万
物互联，你的自动驾驶的汽车会根
据实时交通数据选择不太拥堵的
路线，你只需要坐在车上享受音乐
或通过虚拟现实眼镜和你刚起床
的家人道早安和再见。

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
在医疗领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当前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场景将不
再。绝大多数的检查、诊断将远程
完成。而在急救方面，由于 5G 网络
近乎零时延的特征，未来对于一些
特别紧急的急救，可能采取无人机
送设备或药直接到家里的方式来
挽救生命。

在4G高速网络的支撑下，通过
机顶盒等设备，手机端的高清视频
可以轻松投射到电视端，互联网海
量的视频信息及互联网的交互性
远比有线电视那有限的单向推送
的节目源更吸引人。而在5G时代，

由于5G网络能支撑高得多的速率，
网络视频的分辨率理所当然会做
得更高，我们将可以在移动设备上
体验到更快更清晰的视频享受。

资费>>
网络将不再昂贵

2G、3G时代，人们数着流量过
日子，到了4G时代，单位流量的费
用将大幅度下降，但由于4G的高速
率和高清视频等应用的兴起，用户
对流量的需求呈几何级增长，因
此，单位流量费用的大幅度下降并
未使用户的流量总支出减少，一些
用户喜欢的应用对流量的要求反
而刺激了用户流量总支出的大幅
度增长。那么到5G时代，按前几代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规律，网速增
长了100余倍，用户对流量的需求
也将再次呈几何级增长。

虽然流量需求呈几何级增加，
但用户实际支出的流量总费用却
不一定比4G时代多。这是因为，一
方面，5G的速率是4G的100余倍，但
运营商建设5G网络的成本未必会
比4G网络多，因此，单位流量的费
用必然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随
着网络的不断完善和用户的增多，
不论是语音还是数据通信，其资费
水平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

终端>>
不再眼花缭乱

在3G、4G时代，我们在购买手
机 终 端 的 时 候 ，总 会 面 临
W C D M A 、T D - S C D M A 、
CDMA2000、TD-LTE、FDD-LTE
等各种制式的选择，一不小心可能
出现买到的手机无法使用自己的
手机卡的问题。也直到最近一年，
所谓“全网通”手机才开始大量出
现，但其价格普遍较高。而到了5G
时代，由于现有各参与方均力推统
一制式，未来5G技术标准将有望实
现单一制式的标准，一部手机打天
下的时代将来临。单一制式也必然
使手机终端及网络设备成本大幅
度下降，从而进一步促进资费的下
降。

当然，5G时代还未到来，上述
设想也仅是根据5G技术的特点进
行的想象，而当5G时代真正到来之
时，相信我们对于应用的需求还会
发生更多的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
是，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据《北京日报》）

技术上要克服诸多障碍

世界范围内，尝试无人机进行商用投
递也才刚诞生两三年，尚属“婴儿期”。当
然，科技的爆发力不可同日而语，放眼全
球，世界各国的邮政、快递或电商企业对
无人机送快递的研发都蓄势待发。

2013年11月底，美国亚马逊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首次在电视节
目上把无人机投递的概念告诉公众，当时
在社交媒体上成了一个被热嘲的笑柄。

但美国人还没嘲笑够，德国邮政DHL
就在当年的12月9日，完成了第一代无人机
的首次野外试飞——— 飞越莱茵河，投送了
一个不到1公斤的药品小包裹到公司总部
的草坪上。这次首飞只有短短的2分钟、在
河水上空飞行了1公里。而互联网巨头谷歌
于2014年8月在澳大利亚完成了无人机送
货测试，同时揭秘他们在内部实验室
Google X秘密启动了名为“飞翼计划”的无
人机投递研发项目。

除了这三家企业外，其后陆续又有法
国邮政、瑞士邮政、芬兰邮政、新加坡邮
政、西班牙邮政、澳大利亚邮政、UPS等公
司，开展了无人机送快递的飞行试验。

国外目前电商快递包裹仍处在轻重
量级的范围，比如德国邮政寄递的包裹三
分之一低于2公斤，亚马逊配送的包裹86%
都低于2 . 27公斤(5磅)，所以无人机载重量
目前已可满足投递的要求。

续航方面，民用小型无人机主要采用
锂聚合物电池作为主要动力，续航时间一
般在半个小时以内，所以亚马逊、美国邮
政等考虑无人机随邮车流动，飞行最后的
几公里，是解决方案之一。

无人机飞控中的磁罗盘(也称指南针)受
干扰现象尤为严重，当无人机在接近桥梁、
高压线路或者金属建筑物的时候，金属或者
电线的磁场就会对磁罗盘产生一定的干扰，
所以在飞行时应尽量远离这些金属建筑，这
也是无人机快递存在的巨大挑战。

无人机送快递各国有高招

从2013年12月起，各国邮政和电商公
司的无人机试飞此起彼伏，精彩纷呈。

德国邮政DHL：
无人机与智能包裹柜形成全自动化

闭环
德国邮政DHL公司第一代和第二代

无人机都是同一类型的四旋翼小飞机。
2016年5月16日，德国邮政完成了第三代无
人机与物流链的智能包裹柜的整合试验。
第三代无人机改成了载重量更大的固定
翼，用气动偏转翼垂直起飞和着陆技术，
能够携带比自身重的货物。新一代无人机
最先进的地方在于，在智能包裹柜顶上，
可全自动起飞、着陆并投递包裹、装入新
的包裹以及更换电池，整个过程只需几分
钟。无人机的腹舱下半部分可以整体拆
卸，在它的内部装入包裹，智能包裹柜的
内部又设有小型自控升降系统，全自动完
成全过程。试验从2016年1月开始，历经了
130次自动装货与卸货的循环飞行，解决了
变化无常的天气状况和严峻的温差波动
的干扰问题。

美国邮政：
探讨无人机与电动邮车对接
美国邮政2015年“下一代投递邮车”招

标初审合格的车企中，包括一家“驮马”新
技术电动汽车公司，它与辛辛那提大学合
作研发的“飞马”八旋翼无人机与驮马全
电动汽车对接。司机驾驶邮车到社区后，
无人机可从车顶起飞，利用GPS导航，飞行
2至3公里，去更偏远的住户家投递。无人机
停在邮车顶上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车载电
池充电，仅需2分钟。完成投递后，还可以由
GPS导航飞回到投递邮车行驶到的下一个
新位置，通过红外追踪降落在车顶上。

（据《科技日报》）

无人机送快递
还有多远

双十二来了，各大电商销售额再
创新高，也给快递业带来前所未有的
压力。无人机送快递，近年开始成为人
们关注的话题。那么，从世界范围看，
无人机送快递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将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智能生活5G

当前，我们正享受着4G完善的网络覆盖、高速的移动宽带、繁多的4G
终端，而正当此时，与5G有关的消息接踵而至：我国将于2017年展开5G网
络第二阶段测试，2018年进行大规模试验组网，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启
动5G网络建设，我国三大运营商最快到2020年将正式商用5G网络。5G将
使我们真正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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