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在 9 月 3 日

举办的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大会专题

论坛及企业生态活动上，“5G+北斗融合

应用专题论坛”发布了全国首个“5G+北

斗”地下环道精准导航项目——重庆解放

碑地下环道精准导航项目。

被誉为“8D 魔幻城市”的重庆，纵横

交错的立交桥、复杂多变的路况，常常令

导航“自我迷失”。“5G+北斗”成为了破

解这一难题的金钥匙。

据了解，在交通环境极为复杂的重庆

渝中解放碑地下隧道群中，中国移动重庆

公司创新融合5G+北斗技术，实现了动态

3-5 厘米、静态精度 5-8 毫米、纵深近 50
米的精准定位服务，填补了国内地下环道

（隧道）无卫星导航的技术空白。

重庆解放碑地下环道是全国首个在

繁华中心城区地下建成并具有通行、停

车、人防功能的环道工程。其由“一环、七

联络、N连通”组成，总长度达7.5公里，连

通了 28个地下车库约 2.3万个停车位，地

下高低差达 5-60米。隧道结构的复杂多

样，给导航带来了无位置信号、信号不连续、

定位不分层等多类问题。

2017年，解放碑地下环道部分路段通

车。此后一段时间内，因导航在环道里面

会失灵，司机开车进入后往往只能靠记忆

或路牌指示找路，注意力稍不集中，就有

可能走错路。一旦错过路口，绕回去需40
分钟左右。

针对这种情况，重庆移动联合中国移

动上海产业研究院等单位，于2021年开发

出了“5G+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率先应用

在解放碑地下环道。

据悉，该系统通过在现场部署 5G 基

站和室内模拟卫星，对 5G 与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进行深度融合、优势互补，由此确

保了导航信号连续稳定，实现了精准识别

并定位隧道内外、地面地下，导航秒停秒启、

精准分层。司机可通过手机、车载导航等

通用导航终端，享受车道级导航服务。

2023 年，重庆移动再次联合中国移

动上海产业研究院、重庆市渝中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北方卫星导航检

测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在解

放碑地下环道进行了试点验证，并将

“5G+北斗”精准导航服务推广应用到整

个环道，实现解放碑地下环道一二三期的

定位信号全覆盖。

如今，有了“5G+北斗”的加持，迷路

已成过去式，解放碑地下隧道日均通行车

辆从原来的2000辆提升至1.2万辆。

“解放碑地下环道精准导航服务项

目，是多方共同建设的精准导航标杆项

目。在已实现整个环道精准导航的基准

上，下一步，我们还打算与相关政府部门、

单位合作，将‘5G+北斗’精准导航服务应

用于与环道连通的地下车库，实现整个解

放碑片区地上地下、室内室外的一体化精

准导航。”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在自动驾驶、高级辅助驾驶、低

空智联网建设、应急指挥等领域，都有

“5G+北斗”的应用案例。“5G+北斗”的

技术方案正在赋能我国的千行百业。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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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5G+北斗”实现地下环道精准导航

本报讯（记者 王查娜）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3项智能网联

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包括《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智能网

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上述3项

标准将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

《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规定了汽车软件升级的管理体系要求，

以及用户告知、版本号读取、安全保护、先决条件、电量保障、失败处理等车

辆软件升级功能方面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为规范车企软件升级行为、保

障消费者权益和落实软件升级监管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标准基础。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

驶数据记录系统的数据记录、数据存储和读取、信息安全、耐撞性能、环境评

价性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将为事故责任认定及原因分析提供技

术支撑，有利于促进自动驾驶技术进步。

《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规定了汽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以

及外部连接安全、通信安全、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对于提升我国汽车产品的信息安全防护技术水平、强化产业链风险

防范和应对网络攻击的能力、筑牢汽车信息安全防护基线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这次发布的 3项标准是我国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的首批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9月3日，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大会—空天

信息数据要素产业化论坛宣布，“空天遥感数据要素评估服务平台”投入运

行，并上线一批经过质量评价的地基观测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要素产品。

该平台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空天院）遥感卫星应用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研制，是我国首个集遥感数据要素、质量评价和价值评估为

一体化的空天数据要素综合性服务平台。

本次“空天遥感数据要素评估服务平台”上线的地基观测数据和卫星遥

感数据要素产品包括30种全球和区域卫星遥感产品，采用了空天院科研人

员利用自主算法和国产卫星遥感数据研制成的 1公里分辨率覆盖全球、16
米分辨率覆盖全国的遥感产品。

其中上线的地基观测数据包括全国典型地物波谱数据以及反映地表状

态和质量的空天院怀来遥感观测试验站观测数据；作为地物目标的基础知

识，全国典型地物波谱数据是地物识别的重要“指纹”，具有全谱段、多尺度、

多角度特征，已成为空天遥感机理建模、定量反演和真实性检验的基础。

空天遥感数据因其空间覆盖广、时空连续的特点，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定量遥感专委会主任、空天院研究员柳钦火表示，空

天遥感数据是大数据资产化的重要组成，涵盖地基观测、塔基观测、无人机

观测、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等方面。空天遥感产品质量评价是数据价值评

估的基础，也是数据质量提升的依据。“空天遥感数据要素评估服务平台”的

上线将有助于空天遥感数据共享共用，进一步释放空天遥感数据要素价值。

本报讯 近日，胡润研究院正式发布《2024胡润中国元宇宙潜力企业榜》，

评选出元宇宙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国企业，这也是胡润研究院第三次发布该

榜单。华为首次获评“最具潜力No.1”，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进

入“最具潜力Top5”，腾讯、网易、京东、科大讯飞、中兴通讯进入“最具潜力

Top10”。
在元宇宙五大产业领域中，底层技术类上榜企业最多，占比41%，以科大讯

飞、浪潮信息为代表；生态应用类占比38%，以三七互娱、芒果超媒为代表；平台

技术类占比13%，以华为、阿里巴巴为代表；终端产品类占比5%，以海信、小米为

代表；网络技术类占比3%，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为代表。

从主营业务看，软件与数据服务、传媒和娱乐的上榜企业最多，分别有36家

和35家；其次是消费电子和电子元件企业，分别有32家和25家；接下来是人工

智能、半导体和金融服务企业，分别有18家、15家和12家。金融服务企业3年来

在行业分布的排名有所上升。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认为，接下来的3年，中国元宇宙领

域会有快速的发展。首先是因为技术进步，随着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

键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元宇宙所需技术基础日益稳固。其次是市场需

求，无论是游戏娱乐、社交互动、在线教育、远程办公还是数字营销等领域，

元宇宙都能提供全新的体验和模式。特别是政策支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元宇宙产业的发展，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举措引导和规范其发展。 孙立彬

最近，AI眼镜概念热度持续攀升，备

受资本市场关注，博士眼镜、联合光电、

格林精密、卓翼科技、创维数字、亚世光

电等多家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大涨。同

时，苹果、谷歌、三星、亚马逊等大厂也传

出布局AI眼镜的消息。

大厂布局、资本追捧，AI眼镜的风口

真的来了吗？它会是人工智能的一款

“杀手级”应用吗？

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AI 眼镜是在普通近视眼镜、老花镜、

墨镜等基础上，增加了AI功能，被认为是

从传统眼镜向AR眼镜迭代的一款过渡产

品。

“AI眼镜是集成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

眼镜，具备智能化感知、交互能力强等特

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

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赵燕告诉记者，AI眼镜

具备语音交互、视频拍摄、导航指引、实时

翻译等多种功能，支持用户通过语音、手

势、触摸等方式交互，可以根据用户的行

为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建议。

赵燕说，AI眼镜的应用场景广泛，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助力导航、翻译与商品

信息查询；在教育领域，能够为学生提供

沉浸式学习体验；在医疗领域，可以用于

医疗诊断辅助；在工业领域，可以实时工

业数据监测、辅助设计维修等。

当前，AI 眼镜作为智能穿戴领域的

后起之秀，正逐步从概念走向现实，其应

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余有成

表示，AI 眼镜核心功能是将 AI 技术与眼

镜形态相结合。“除了娱乐、教育和医疗

等领域，AI 眼镜在旅游、社交、零售等多

个行业中找到新的应用场景。比如，在

旅游业中，AI 眼镜可以为游客提供实时

的景点介绍和导航服务；在零售业中，AI
眼镜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获取商品信息

并进行虚拟试穿。”

业内人士认为，眼镜或许是 AI 最佳

落地载体，AI 眼镜有望成为“杀手级”应

用和智能穿戴市场的新风口。

众多厂商加速布局

“应用场景广泛，不仅拓展了 AI 眼

镜的市场空间，也为相关企业带来了更

多的商业机会。”业内人士表示。

因此，多家国内厂商和上市公司加

速推出智能眼镜系列产品，抢占这一新

赛道。

近日，博士眼镜在 2024 年半年报中

披露，其与雷鸟创新签订《博士眼镜与雷

鸟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共同出

资设立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

人民币，其中博士眼镜拟出资 300 万元

人民币，持有合资企业 20%的股权；雷鸟

创新拟出资 1200 万元人民币，持有合资

企业 80%的股权。合资企业将计划研发

拍摄眼镜、音频+AI眼镜第一代产品。

此前，亿道信息在互动平台表示，其

子公司亿境虚拟专注于近眼显示、三维

空间显示与空间计算的 XR 产品研发与

交付服务，是 XR 类行业中产品及技术

较为成熟且具备批量生产能力的产品、

方案及技术提供商。其中 AR 眼镜作为

XR 产品的重要分支，亿境已服务多家

知名 AR 客户。该企业今年计划推出的

新品AI眼镜在稳步研发之中。

今年 4 月中旬，小米 MIJIA 智能音频

眼镜悦享版正式发售；5 月，华为推出智

能眼镜 2 的全新款式方框太阳镜；8 月，

蜂巢科技推出界环 AI 音频眼镜。此外，

雷鸟、佳禾智能、天键股份、康冠科技等

厂商正积极布局智能眼镜产品。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众多大厂商密

集布局 AI 眼镜，凸显出其对行业后续看

好态度。

“国内科技企业加大对以 AI 眼镜为

代表的智能眼镜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

力度，将推动 AI 眼镜相关技术不断进步

和市场逐渐成熟。”赵燕说。

尚处产品发展初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厂商相继入场，资

本市场对 AI 眼镜的关注快速攀升，AI 眼
镜的前景值得期待。多份证券机构研报

也指出，2024 年将迎来 AI 眼镜发展年。

但业内提出AI眼镜尚处产品发展初期。

“目前，AI眼镜面临着技术成熟度不

足、电池续航能力不强、产品同质化等方

面的挑战。”赵燕说。

“AI 眼镜的研发面临着一系列技术

难题，其中电池续航能力不足、摄像头效

果不理想、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尤

为突出。”业内人士表示，电池续航能力

的不足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使用体验，限

制了 AI 眼镜的广泛应用。摄像头性能

的提升则是实现更精准的视觉识别和增

强现实体验的关键，但这一技术瓶颈尚

未完全突破。此外，随着 AI 眼镜在日常

生活中的普及，用户隐私保护和数据安

全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推动 AI 眼镜加速发展？业内

人士表示，企业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产

品，以满足不断提升的消费者期望。同

时，不仅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来解决技术

挑战，还需要与政府和社会各界合作，制

定严密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确保技

术进步的同时，用户的权益不受侵犯。

此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协同发展，形

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AI眼镜

行业走向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我对 AI 眼镜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

度，但是其发展需要静待技术上的进一

步突破。只有技术突破，AI 眼镜应用场

景才会更加丰富和多元，能够满足更多

领域的应用。”余有成表示，这需要企业

密切关注新的技术方向，坚持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破解

AI眼镜面临难题与挑战，“随着技术的不断突

破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AI眼镜有望在未

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为各

行各业带来变革和影响。”

2024中国元宇宙潜力企业榜揭晓

9月1-4日，第22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中国制博会以“智能

新装备 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重点展出通用设备、新

材料、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特色展品。

图为观展者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钢/摄

为切实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感，杭州市积极推进“‘轻松游’行李服

务一件事”改革。日前，杭州地铁在 5号线 4座车站试点推行“轻松

游”行李自助寄存服务，乘客可扫码在车站寄存柜自助存取行李。

图为一名来自北京的游客将行李存入杭州地铁 5 号线站内

的自助寄存柜。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空天遥感数据要素评估服务平台投运

填补国内地下环道（隧道）无卫星导航技术空白

当当ARAR遇上遇上AI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