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兴通讯技术
2019 年 12 月    第 25 卷第 6 期   Dec. 2019   Vol. 25   No. 6 1

全球 5G 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阶段。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全球共有 19 个国家 / 地区的 31 家运营商

开始商用 5G。5G 旨在更高效地统一支持增强移动宽带、

海量机器类通信、高可靠低时延通信 3 大类的移动业务，

涉及到不同行业和领域。本专题共由 8 篇文章组成。

《5G 商用起步，融合应用蓬勃兴起》是一篇综述

文章，该文指出 5G 应用包括智慧化生活、数字化治理、

产业数字化 3 大方向，4K/8K 高清视频、无人机 / 车 / 船、

机器人是其 4 大基础应用。5G 发展初期以 4G 增强型

业务为主，中后期将出现更多创新性应用。

《网络切片在 5G 无线接入侧的动态实现和发展趋

势》指出网络切片功能是未来 5G 蜂窝网的核心功能，

它使得传统运营商能挖掘、利用 5G 蜂窝网的各种资源

和能力，开拓新的商业模式，增加业务营收。该文系统

叙述了网络切片相关技术发展缘由和各自优劣点。

《5G-NR 基站软节能技术》认为新空口基站的节能

是运营商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软节能的主要技术包括

单小区节能和多小区联合节能，这些技术包含符号关断、

时隙关断等功能。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节能技术在复杂

组网场景中的应用将会有效地降低网络维护的压力。

《端到端网络切片赋能 5G+ 超高清媒体行业》从

网络切片的使能方案、应用示范和技术演进 3 个方面，

对网络切片赋能超高清媒体应用展开了深入分析，指出

端到端网络切片技术可以为不同的行业、应用提供按需、

定制、差异化服务。

《5G 在能源互联网应用的分析和思考》指出能源

互联网将是 5G 技术落地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针对以

能源电力行业为代表的 5G 能源互联网，5G 网络的技

术指标和架构设计需要进一步量化，以提供创新的解决

方案。

《5G 技术发展与行业应用探讨》分析了当前全球

5G 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标准化工作进展，研究了 5G

关键技术，探讨了 5G 对行业的影响，还讨论了 5G 技

术对无人机发展的影响。

《智能高铁中的 5G 技术及应用》介绍了面向智能

高铁的 5G 场景及业务需求，研究了适用于智能高速铁

路的大规模天线、超可靠低时延、大规模接入等 5G 关

键技术，并给出了智能高铁中的 3 种 5G 应用案例。

《传媒变革： 5G 对媒体的基本影响》指出随着

5G 移动网络通信技术的商业化推进， 5G 在人与人、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立起无缝链接，达到“万物互联、

万物皆媒”的信息服务。5G 不仅满足人们对移动网络

速度渐进提升的要求，其超带宽、低时延和大连接可以

推动终端、平台、信息内容及形态的创新，使信息流通

的各个流程和环节适应于 5G 技术标准，全面提升信息

承载能力。

未来 5G 发展需要打造高质量 5G 网络，加强网络

和应用的匹配性研究，创新体制和机制，吸引全社会各

行业各领域参与 5G 应用创新，打通产业链、资金链、

创新链，建立贯通端、管、云、边、用各环节的、完备

的 5G 产业生态体系，加快 5G 融合应用的成熟，促进

产业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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