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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 5G 网络更好的满足行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用户基础通信业务体验，中国移动联合 5GDNA

（5G Deterministic Networking Alliance）于 2022 年 4 月发布 5G VoNR+ 系列白皮书。

2020 年 11 月，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在中国移动合作伙伴大会发布了《5G VoNR+ 白皮书》，向产业界

释放了发展 VoNR+ 业务的信号。在过去的一年里，项目组团队对 VoNR+ 关键技术进行一系列技术攻关，

明确了技术发展路径，联合产业界成立了 5GDNA VoNR+ 工作组，以推动产业及终端等各环节的成熟，并

设计了 VoNR+ 产品概念原型。本次发布 5G VoNR+ 系列白皮书基于过去一年的研究成果，向业界介绍了如

何基于 5G VoNR+ 能力提供个人及行业市场所需要的部分关键能力，引导产业界继续推动相关产业链成熟，

繁荣 VoNR+ 产业生态。该系列白皮书包括《5G VoNR+ 技术及产业白皮书》及《5G VoNR+ 终端白皮书》。

本《5G VoNR+ 技术及产业白皮书》主要分为四个章节：

•  第一章 话音业务发展现状及趋势研判：伴随网络从 5G 向 5G-Advanced 演进，5G 话音业务将进入

VoNR+ 时代。

•  第二章 VoNR+ 关键技术能力：VoNR+ 业务提供 VoNR 及交互式通信的高效协同，是运营商话音网

络在 5G-Advanced 的目标架构，包含至简网络、全新通道、媒体智融、安全可信四大新技术能力。

•  第三章 VoNR+ 商业模式及产业实践：VoNR+ 产业现状以及在过去一年对商业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  第四章 总结与展望：VoNR+ 发展总结和未来展望，以及下一步行动计划。

本白皮书主要参编单位（以下排名不分先后）：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爱

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高通、MTK、小米科技、vivo、亮风台科技、紫光展锐、海思、鼎桥。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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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业务发展现状及市场需求

话音作为传统的实时音视频基础通信能力，满足着全球 70 亿人最基本的信息沟通需求，是运营商不可

或缺的基础服务和业务发展的重点之一。2021 年，5G 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全球正加速迎接 5G 时代，以

支持 eMBB、mMTC 和 uRLLC 等典型应用场景。随着 5G 网络的规模部署及 VoNR 业务的商用，5G 及

5G-Advanced 的大带宽、低时延特性为高清音视频通信升级到交互式、沉浸式音视频通信提供了坚实的网

络基础。在 5G-Advanced 架构下，VoNR 网络将向 VoNR+ 网络演进。VoNR+ 是指在 5G VoNR 网络的

基础上叠加新的数据通道与音视频伴生的泛话音能力，支持多类型的数据传输，为 VoNR+ 业务生态提供基

础能力底座。

目前，中国运营商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业务特性最完善的 VoLTE 高清话音网络，以中国移动为例，其

VoLTE 网络已承载全网 70% 以上话音用户及超过 75% 的话务量。随着 5G 网络建设的推进，运营商 VoNR

网络能力和业务能力已准备就绪，VoNR 的规范制定和核心网外场功能验证已完成，VoNR 终端和芯片已成熟，

终端和无线性能也在进行持续优化。与此同时，作为 VoNR+ 业务生态的核心技术，IMS Data Channel（IMS 

DC，IMS 数据通道）相关标准已在 3GPP 制定完成。VoNR+ 通过对 VoNR 话音能力进行增强，可以有效

促进传统音视频能力和其它媒体形式的融合，突破传统通信模式的束缚。全新的“人 - 人”、“人 - 物”和“物 -

物”全媒体实时通信时代已经来临！

5G VoNR+ 技术及产业白皮书

话音业务发展现状及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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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代，VoNR 话音业务仍以高清音视频为主要特征，但图片、文字、页面、位置和动作等新媒体能

力也正在成为新业务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新媒体能力，可以显著提升 VoNR 的业务体验，丰富业务内涵，

实现新型信息消费升级，向增强用户体验的方向持续进行升级和演进，并支撑行业融合应用的进一步深化。

一方面，传统的音视频及增值业务，如彩铃、彩振等现网业务，有持续的演进需求，同时 IMS 数据通道

等技术的引入，将会派生出一系列的新业务形态。未来业务普遍对网络提出可编排、可定制、可交互等需求。

传统业务升级呈现出可视化和实时交互的特点，支持通话参与方发送 / 接收图片、文本、短视频，菜单（可应

用于如电信、保险、银行等的业务办理）等。因此，交互式通道需从终端到网络端到端的打通，网络侧需面向

不同类型的业务提供按需定制的交互式通道。

另一方面，新兴的增强现实（AR）业务的技术包括近眼显示、渲染处理、感知交互、网络传输和内容制

作五大能力。除近眼显示外，其他四项都和网络相关。为了快速将 AR 技术与 5G 实时通信业务融合，需要新

型的实时音视频业务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运营商网络架构的演进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以满足高清、交互式、

沉浸式及开放性趋势的要求。

5G VoNR+ 技术及产业白皮书

话音业务发展现状及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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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关键技术能力

5G VoNR+ 秉承不同于现有话音业务及架构的新理念。VoNR+ 将运营商的封闭话音网络，发展成为一

个可管、可控、易用的服务网络。

• 话音新体验：在传统话音听和说的基础上，VoNR+ 将给 5G 话音业务带来全面的体验升级，为用户提

供高清、可视、实时交互、沉浸式的实时通信服务。

• 网络新能力：VoNR+ 还将建立以多媒体实时通信能力平台为中心，统一开放的网络架构，在兼容现有

业务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业务的敏捷开发和快速部署，全面服务于行业数字化转型，赋能 toB 行业，将普惠的

实时通信服务覆盖到千行万业。

• 端边云协同：VoNR+ 将运营商的封闭话音网络，发展成为一个可管、可控、易用的服务网络；通过端、边、

云的协同，将云端能力通过边缘云传递给终端。VoNR+ 通过终端和网络的协同，使得 VoNR+ 具备了业务快

速创新、快速部署和快速上线的能力，并且避免了终端频繁升级，使得持续地业务创新和体验升级成为可能。

VoNR+ 使得实时通信功能从传统的听觉、视觉，发展到触觉等更多交互方式，VoNR+ 将打造全产业链

的生态系统，实现多业务的协同，具体包括：

• 终端多元化：除了智能手机，智能家电、智能汽车、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城市 / 园区中新型摄像头、路灯、

传感器等各类 IoT 终端都可以接入 VoNR+ 系统。

• 应用广接入：VoNR+ 系统提供了多样化的业务和媒体能力调用，使得应用开发企业和开发者可以快速

地实现各种创新应用，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应用平台。

• 网络新互联：VoNR+ 系统可以为各类企业网络实现安全接入，使得 VoNR+ 系统成为企业应用部署的

可信、可管、可控的全新服务平台。

• 领域全覆盖：VoNR+ 系统能为政府、教育、矿山、电商等各行各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实现领域全覆盖，

以及各领域的互联互通。

5G VoNR+ 技术及产业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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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 1：至简网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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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系统架构以音视频实时通信能力为基础进行搭建，以“三层至简架构”实现 VoNR+ 全业务生

态，并在兼容现有语音架构的基础上，基于 IMS 架构进行了升级演进，具备面向新技术的可演进性，为未来

XR、AI 及全息交互场景提供了灵活的网络基础设施底座。

• VoNR+ 网络基础层：包含现网 IMS 网元（VoLTE SBC、CSCF、VoLTE AS）及统一媒体面两部分。

VoNR+ 网络基础层提供 IMS 网络能力，包括呼叫控制、媒体协商、路由选择、SIP 协议处理等功能；作为

VoNR+ 架构底座，它在兼容现网能力的同时通过北向开放接口对接 VoNR+ 网络能力层。统一媒体面提供丰

富的媒体处理能力，以满足等 AR/VR 通信等新媒体业务带来的更高带宽、更灵活媒体编解码处理能力、更短

媒体连接路径的诉求。统一媒体面除支持传统音视频、放音、会议等媒体能力之外，还支持基于 IMS 数据通

道来传递业务逻辑数据、操作指令、肢体数据等 ( 如 XR 通信 )，并具备对多种媒体进行合成和渲染的能力。

统一媒体面应支持媒体处理能力的可编排，动态加载新增的媒体能力库和媒体资源库，以动态拔插的方式支持

新业务快速上线。

• VoNR+ 网络能力层：由新增的新通话平台（若北向对接第三方应用，则可配套能力开放平台）构成，

提供类中台能力，可以提供实时 DC、实时音视频、实时 AI、第三方认证等能力，同时面向小程序提供开发环境，

面向北向应用提供开放接口。

• VoNR+ 网络应用层：为实现运营商网络价值最大化，VoNR+ 网络应用层提供可编程的应用开发平台，

通过编排引擎、场景化引擎等实现业务的即插即用、动态加载，支撑运营商自身和行业用户进行业务创新，快

速构建生态。VoNR+ 网络应用层同时作为业务应用的统一管理门户，实现运营商自有应用、行业应用、第三

方应用等各类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应用的开发、联调、部署、发布、更新、下载及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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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关键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 2：全新通道2.3

IMS数据通道（IMS Data Chanel）是在IMS已有的语音通道和视频通道基础上增加的另外一种全新通道，

以满足数据相关的特定应用在时延、带宽和可靠性等方面的要求。IMS 会话中可以添加一条或多条数据通道，

用于为任何目的传输任何类型的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与语音和视频通信会话同步。

IMS 数据通道构建于运营商的语音业务之上，具有电信网络固有的优势，包括通过电话号码在全球范围

内发现和连接的能力、统一认证、会话管理和 QoS 控制、移动性、安全性及健壮性。在 IMS 数据通道方案中，

终端基于成熟通用的 Web 框架，对未来业务的适应能力更好，是推荐的交互式通信数据传输方案，数据通道

方案中包含如下传输通道：

• Bootstrap 通道：终端通过该通道获取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包含 Web 页面渲染内容（HTML5 页面等）、

应用控制逻辑（JavaScript 脚本）。

• Application 通道：终端通过该通道传输应用数据。Bootstrap 通道中的应用逻辑控制 Application 通

道中的动态应用数据收发。

3GPP 对 IMS DC 基本工作流进行了定义，各类应用可以被离线上传到数据通道服务器，数据通道

服务器分别与呼叫双方建立 bootstrap 数据通道，推送应用到主被叫终端，主被叫终端可根据需要建立

Application 数据通道。

IMS 数据通道可以在终端与终端间建立，也可以在终端与网络间建立。通过 IMS 数据通道，网络侧不仅

能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基于 Web 框架的实时交互式体验增强内容，还可以结合音视频和数据通道，为用户提

供多媒体体验增强功能。例如在特定群体通信场景中，网络侧媒体面提供 ASR、TTS 和手语合成等功能，把

音视频媒体转换为文字、手语动作等辅助信息，借助数据通道传输给终端。

图 1  IMS 数据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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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 3：媒体智融2.4

VoNR+ 采用控制面和媒体面分离的设计架构。媒体面采用服务化接口，提供丰富的媒体处理能力供上层

应用调用。这些媒体处理能力包括：

• 媒体转发服务能力：实现终端之间、终端和其他传统媒体设备之间的音视频流转发。

• 媒体面认证能力：根据控制面的指示，对媒体流进行放通或拒绝，实现应用层的媒体认证功能。

• 数据通道接入能力：作为数据通道的锚定点，在控制面的指示下，与终端建立数据通道并进行数据转发。

• 音视频处理能力：包括视频播放、音频播放、收号、音频会议、视频会议等。

• AR/VR 处理能力：提供 AR 标记、AR/VR 建模和媒体渲染等能力，帮助应用构建身临其境和虚实融

合的沉浸式体验。

• 本地媒体疏通能力：以满足行业应用的媒体不出园区和低时延要求。

• AI 处理能力：包括语音识别、手势识别、语音合成等功能。

为了满足差异化的行业应用需求，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媒体处理能力被引入。因此统一媒体面采用灵活、

可扩展的插件式框架，能够按需部署、动态加载各种媒体能力，并能够根据业务要求灵活编排各种媒体能力。

VoNR+ 未来可以考虑对个人用户免费，对企业用户收费的后向收费模式。

• 对个人用户的前向免费模式：对于个人用户，基础功能免费，套餐升级，能力打包入套餐，包括通话过

程中互动能力，如共享屏幕等功能。对于增值服务，AR 表情热门模板等内容未来可考虑收费。

• 对企业用户后向收费模式：对企业用户收取年费，能力可打包提供，对企业名片、智能菜单、远程辅助

等功能能力分别计费，按次、时长、包月付费。此外，从通话中服务直接跳转到第三方应用的引流收费，

也可考虑按转化率收费。



5G VoNR+ 技术及产业白皮书

VoNR+ 关键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 4：安全可信2.5

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企业迫切希望能够以简单、便捷、安全的方式接入运营商网络，使得企业员

工可以在生产环境使用自己的员工账号，即第三方 ID，接入 IMS 网络发起呼叫并开展业务。这包含了如下关

键技术：

•  企业与 IMS 网络双向认证：企业与 IMS 网络利用各自的 CA 证书和服务器证书，借助一系列安全协

议如 TLS、OAuth 2.0 等实现双向认证。

•  企业对企业员工认证：企业为其分配员工账号。企业员工使用员工账号接入 IMS 网络前，首先与企业

认证服务器交互完成身份认证并获取用户 token，该 token 将进一步用作企业员工被 IMS 网络认证的依据。

•  企业员工接入 IMS 网络：包括两种接入方式，一种是 SIP 终端接入，员工使用员工账号登录 SIP 终

端发起注册 / 呼叫；另一种是 SIP 中继接入，员工使用员工账号登录企业网关，企业网关代理企业员工发

起 SIP 注册 / 呼叫流程。两种接入方式均需携带从企业认证服务器获取的用户 token 并传递给 IMS 网络

用于认证企业员工并获取其身份信息。

•  企业员工信息获取：企业员工信息的所有权归属企业，IMS 网络按需动态获取并缓存但不发放企业员

工信息，保护企业数据隐私。

•  企业员工信息的跨网传递：企业外呼场景中作为主叫的企业员工的身份信息可能跨不同运营商网络传

递并最终在被叫终端上呈现，为避免主叫身份信息被篡改，需要在主叫网络对主叫身份信息进行签名和在

被叫网络对主叫的签名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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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商业模式及产业实践

VoNR+ 商业模式及产业实践

03

商业模式探索

VoNR+ 产业现状

3.1

3.2

VoNR+ 结合多媒体、AI、XR 等能力重塑通话入口，打造基于通话的原生入口。用户无需下载安装 App

和注册，即可享受多媒体、全交互、可信的全新通话体验。运营商联合产业各方已经开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

新型商业模式探索，共同打造 VoNR+ 生态，实现开放、合作和双赢，最大化提升盈利能力。

VoNR+ 产业发展的起步，依赖于 IMS Data Channel 标准的成熟度，以及网络设备、终端和芯片厂家

的产品化进度。

从标准化层面看，3GPP SA4 工作组已于 2020 年 3 月完成 IMS Data Channel 标准化工作，发布了

3GPP TS 26.114 (V16.5.0) 版本。中国移动已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组织网络设备、终端和芯片厂家制定

企标，明确基于 IMS Data Channel 相关新话音业务的技术要求和测试规范，即将在今年底发布。

从产品化层面看，今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移动组织部分省份联合华为、中兴和 vivo 等开展 VoNR+ 业务

的测试。目前基于测试版本的业务测试已经完成，正准备启动业务试点，各网络设备厂家的产品商用发布计划

也已明确。实现 VoNR+ 首批业务的正式商用，还需要推动终端厂家发布原生支持 IMS Data Channel 的商

用版本手机。

•  对个人用户的前向免费模式：对于个人用户，基础功能免费，套餐升级，能力打包入套餐，包括通话

过程中互动能力，如共享屏幕等功能。对于增值服务，AR 表情热门模板等内容未来可考虑收费。

•  对企业用户后向收费模式：对企业用户收取年费，能力可打包提供，对企业名片、智能菜单、远程辅

助等功能能力分别计费，按次、时长、包月付费。此外，从通话中服务直接跳转到第三方应用的引流收费，

也可考虑按转化率收费。

VoNR+ 未来可以考虑对个人用户免费，对企业用户收费的后向收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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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商业模式及产业实践

VoNR+ 产业实践3.3

很多企业都建有呼叫中心（Call Center），即客户服务中心。传统呼叫中心通过 IVR 交互式语音应答系

统播放语音提示，指示用户按键操作，获得所需的信息和服务。然而，随着企业业务类型的不断增加，传统的

语音提示层级叠加导致用户操作繁琐、交互效率低、用户体验差。

河北移动联合华为，帮助河北银行进行客户服务中心的升级，基于 IMS Data Channel 将传统的 IVR 交

互式语音应答升级为交互式的可视菜单。当用户拨打河北银行客服电话，网络侧通过和用户手机之间建立的数

据通道向用户手机推送河北银行的客服菜单。用户通过点击菜单按钮进入相应的子菜单办理各种银行业务或者

查询信息。相比传统的语音提示方式，交互式可视菜单使得客服菜单可视化，内容一目了然，用户不必等待冗

长的语音提示播报，大幅缩短了用户与客服交互的时长，有效提升了银行业务处理效率并改善了用户体验。

3.3.1 智能客服案例

图 2  智能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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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商业模式及产业实践

在传统的家宽（家庭宽带）业务办理过程中，需要用户通过电话与客服人员沟通，选择套餐并提供安装地

点、安装时间、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语音交互不仅费时，还容易产生信息偏差。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办

公、远程课堂导致家宽业务需求量猛增。但是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移动工程师无法及时上门为客户提供装维

（安装和维护）服务，严重影响了用户满意度和家宽业务的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河北移动联合华为、广东移动联合中兴对家宽装维流程的用户报装 / 报维环节和装维

工程师上门服务环节进行升级，开展了新话音业务的试点。

• 智能客服：升级 10086 客服中心为智能客服。用户拨打 10086 进行家宽报装 / 报维时，除了与客服人

员进行语音交互外，还可以通过基于 IMS Data Channel 的交互式操作界面，进行定位（图 3）、菜单选择、

文字输入等，减少语音交流带来的信息偏差。而客服人员既可以推送各种套餐信息供用户选择，也可以将录入

的报装 / 报维信息推送给客户进行确认，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所有这些变化，都极大地提升了报装环节的服

务效率。

3.3.2 智能装维案例

图 3  智能装维 -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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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R+ 商业模式及产业实践

• 多媒体来显：移动的装维工程师收到服务工单，向用户手机发起视频呼叫；在用户手机振铃阶段，网络

侧通过 IMS Data Channel 向用户手机推送主叫身份信息，包括公司名、装维工程师的姓名、工号及工卡照，

和本次通话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呼叫被用户误拒，有效提高了呼叫接通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服务效率。

• 远程协作：当用户接通视频呼叫后，打开共享屏幕功能，通过手机后置摄像头将家中的接口和设备共享

给移动的装维工程师；装维工程师在屏幕上进行标记，远程指导用户自行完成设备安装 / 配置、或故障定位 /

恢复。这个业务为移动公司在后疫情时代支撑家宽业务的快速发展和提升用户满意度，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

远程协作的逐步普及，也将为移动公司带来降低 OPEX 的收益。

图 4  智能装维 - 多媒体来显

图 5  智能装维 - 远程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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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营商间互通 IBCF/IBGF 部署的完成和 5G 业务的上量，国内视频通话变得越来越普及，而企业对

外呼叫也迫切地需要从音频升级到视频，为客户和企业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视频外呼场景在企业生产环

节比比皆是，例如 VIP 客户关怀，企业客服对 VIP 客户手机发起视频呼叫，在通话过程中完成从新品推荐、

下订单、客户付款的业务闭环；再如企业招聘，为了覆盖外地应聘者并降低面试成本，企业 HR 呼叫面试者

手机进行远程的视频面试，避免面试者事先安装任何 App；再如企业日常会议，经常需要呼叫出差员工手机

与会，并进行桌面共享。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紧急医疗服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需求，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的医

疗保健方式。救护车在病患转运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5G 联网救护车提供了一种创新方式来实时连接患者、

救护人员和远程医疗专家。通过 5G 网络，医护人员可以进行远程诊断。5G 技术和 IMS 数据通道技术使临

床医生和护理人员即使相距数公里也能进行触觉协作。

爱立信联合伯明翰大学医院 NHS 信托基金会 (UHB) 和伦敦国王学院曾在 MWC 展示了 5G 联网救护车。

在该场景中如果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认为需要对患者进行超声检查，他可以同医院临床医生在建立音频和视频

通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数据通道。医院的临床医生在同过音视频同医护人员交流了解患者情况的同时，利用

这个数据通道通过操纵杆来控制救护车上的触感手套，远程完成对救护车上的患者的超声检查。得益于 5G 的

超低延迟和高可靠特性，该数据通道可以保证远程超声检查所需要的传输特性，使诊断成为可能。 由于数据

是实时传输的，这使得在救护车内发生的事情与临床医生在数公里外可以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内容之间仅存在几

毫秒的延迟。实时连接可以帮助急救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并为远程诊断和预防性医疗开辟新的可

能性，5G 连接与人类专业知识相结合，有能力提升公共服务、缓解资源限制甚至挽救生命。

3.3.3 办公协同案例

3.3.4 远程超声案例

图 6  办公协同 - 原生视频通话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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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最早涉足 AR 领域的企业亮风台为例，在湖南华菱湘钢提质改造项目 - 精品中小棒特钢生产线中，

华菱湘钢携手湖南移动、华为、亮风台实现了我国钢铁业首次 5G+AR 跨国远程装配。由于受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在生产线进口设备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德国和奥地利技术人员无法前往湘潭现场进行技术服务，

配合华菱湘钢生产线中进口设备的关键安装调试。华菱湘钢利用前期由湖南移动部署好的 5G 网络，开通了一

条跨国专线，搭建了湘钢现场工程师和国外技术人员之间的高速率和低时延通信网络。在此基础之上，利用亮

风台的 AR 眼镜 HiAR G200，实现 AR 远程装配沟通。位于湖南湘潭的华菱湘钢现场工程师佩戴亮风台 AR

眼镜 HiAR G200，将记录的现场环境视频和第一视角画面实时推送给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工程师，国外工程

师依托 AR 的空间标注、冻屏标注、音视频通信、桌面共享等技术，远程指导华菱湘钢现场工程师的产线装配

工作。

3.3.5 AR 远程协作案例

图 7  AR 远程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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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科技冬奥”，打造信息沟通无障碍冬奥会，中国移动携手华为和科大讯飞在 2022 年北京冬残奥

会期间打造智能通信新体验，推出了同声传译业务，通过 5G+AI，为 VoNR+ 通信带来新体验。

同声传译业务，基于科大讯飞的自动语音转换与翻译技术，直接在 5G 高清视频通话过程中实现了实时精

准的中英双语互译和字幕显示。该无障碍智能通信使用方便，无需安装 APP 和加好友，随时通话，在用户畅

享高清视频通话的同时，实时获取中英双语互译和字幕显示的美好体验，有效保障了冬残奥海内外运动员、教

练员、志愿者、技术官员的顺畅沟通。该业务后续还将支持实时通话过程中的多语种、多方言等语音文字转译

等功能，可满足用户多样化场景的沟通需要。

3.3.6 同声传译案例

图 8  同声传译 - 北京冬残奥会无障碍智能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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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5G 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3GPP 在 2021 年 4 月 27 日会议上正式将 5G 演进命名为 5G-Advanced。

5G-Advanced 将为 5G 后续发展定义新的目标和新的能力，并通过网络演进和技术增强，使能 5G 产生更大

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产业伙伴共同撰写本白皮书，希望为 5G 及 5G-Advanced

网络架构下 VoNR+ 的发展提供参考。

展望未来，VoNR+ 将是基础通信迈向未来全息沉浸式交互通信的突破口，后续将逐步引入 AR、AI 等技

术，不断将 VoNR+ 的触角延伸到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更广阔的行业应用空间。本白皮书的发布，希望为

VoNR+ 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场景需求和技术方向，促进产业形成共识，共同推动 VoNR+ 发展进入新阶段，继

续引导产业界继续推动相关产业链成熟，繁荣 VoNR+ 产业生态。

总结与展望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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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缩略词表

缩略语 全 称 中文解释
3GPP

ASR

AI

CCSA

eMBB

AR

CSCF

GSMA

AS

DC

IBCF

IBGF

IETF

IoT

MEC

mMTC

MTSI

OPEX

QoS

SA

SBC

TTS

uRLLC

VoLTE

VoNR

WebRTC

XR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语音识别

人工智能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增强移动宽带

增强现实

呼叫会话控制功能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应用服务器

数据通道

互联边界控制功能

互联边界网关功能

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物联网

边缘计算

大规模物联网

IMS 多媒体电话业务

运营成本

业务质量

5G 独立组网

会话边界控制器

语音合成

超可靠低时延通信

长期演进语音承载

基于 NR 的语音通话

基于 Web 的实时通信

扩展现实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Augmented Reality

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

Application Server

Data Channel

Interconnect Border Control Function

Interconnection Border Gateway Function

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nternet of Thing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Multimedia Telephony Service for IMS

Operating Expense

Quality of Service

Stand Alone

Session Border Controller

Text-To-Speech

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Voice over Long-Term Evolution

Voice over New Radio

Web Real-Time Communication

Extend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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