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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不只比 4G 多一 G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日前，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主办，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承办的首期“科学麻辣
烫”科学沙龙活动在北京举行。借着活动
主题“来了，中国 5G”，多位资深通信行业
专家告诉你：5G，不只是比4G多一G。

一种新的通用技术

“喂！喂！听不清，再说一遍。”还记
得当年风靡一时的大哥大吗？没错，“砖
头手机”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步入了移动
通信时代。

光阴似箭，一眨眼，我们来到了5G时
代。这一翘首以盼许久的技术，与 4G 相
比有何不同？快，将是诸多普通用户获得
的第一直观感受。有多快？一位北京邮
电大学学生前不久发布了自己测试学校
5G 网络的视频。结果令人为之振奋：平
均下载速率在 700Mbps（兆比特每秒）左
右，差不多是 4G速度的 10倍；下载音乐，
只能看到“未下载”和“已完成”两个画面；
下载手机软件，速度比解压速度还快；在
线看一部超高清的电影，进度条随便拖
……而这还仅是个简单测试。按照国际
电信联盟 ITU 和 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
计划）的标准，5G网络下数据下载的峰值
速率可以达到每秒20G比特。

不过，快并非 5G 唯一要义。以连接
密度为例，5G 可以达到 100 万个/平方公
里，这是 4G 无法实现的。根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胡坚波提供的数据，
2010 年至 2030 年，移动业务流量将增长
数万倍；到2030年，移动网络连接的设备
总量将超过 1000 亿个。“5G 将带我们进
入万物互联时代，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
5G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胡坚波说。

再看时延，5G可以达到毫秒级，仅是
4G的十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胡坚波
做了个对比：从我们的大脑发出指令到肢
体作出反应，大概需要20毫秒到30毫秒，
而 5G 的延时响应时间可以达到 1 毫秒。
这意味着，未来 5G 在无人驾驶、远程医
疗、紧急抢险支援等方面都将大有作为。

“5G 不仅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更
是一种新的网络、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基
础设施。”在中国科协信息通信科学传播
专家团队首席专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
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张新生看来，超宽
带、海量连接、高可靠、低时延，是5G主要
的技术特征。5G 成为新一代移动信息技
术网络的总称，是新的通用技术。

“今天的5G是通用技术，普遍适用于
多个行业，带来长期且持续的改进，并能
催生新的创新。通用技术对广泛行业可
以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将重新定义经
济竞争力，并改变社会，这就是 5G。”张新
生说。

推动经济发展的支点

这样优秀的 5G，能干些什么？5G 时
代定义了以下3大应用场景。

增强移动型宽带：能够实现 Gbps 移
动宽带数据接入，三维立体视频、超高清
晰度视频、云工作、云娱乐、增强现实等。

超高可靠与超低时延通信：应用方向
为无人驾驶、远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紧急
任务应用等。

大规模机器类通信：主要针对物联
网、智慧家庭、智慧城市、智能楼宇等。

业界有句话，4G 改变生活，5G 改变
社会。中国通信学会经济与管理创新委员
会委员、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黄秀清说，1G、2G打电话，3G、4G互联网，
5G商用后，人类将进入万物联网时代。人
们的信息通信消费将进入极速体验时代，
产业垂直应用将成为重点开发领域。

这与张新生的看法不谋而合。“5G 是
变革世界连接、计算与通信的网络平台，
是数字经济的全面实践和完整体现。5G
网络变革将带来技术和产业的颠覆式发
展，将促使产业链剧烈调整、利益重新分
配。”张新生认为，高清视频、VR／AR（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无人机作为增强移
动型宽带业务，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各种
5G 场景，是 5G 的基础性应用，也是最早
成熟的业务。对于中低速大规模机器类通
信业务和部分超高可靠与超低时延通信
业务，4G 可满足部分需求；而未来 5G 可
以增强体验，是现阶段和 5G 初期的重点
业务，如智能抄表、可穿戴、物流跟踪、车
载信息服务等。对于网络通信能力要求较
高的部分行业应用场景，如远程手术、全
路况自动驾驶、云化机器人等，需要随着
5G 网络逐渐成熟和覆盖完善试验推广，
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工业互联网与 5G
结合，则可以在远程辅助设计、远程设备
维修、自动化控制等方面产生新的应用。

“目前，我国 5G 应用创新侧重大带

宽、低时延、高可靠，无人机、高清视频等
通用型应用，智慧交通、医疗健康、公共安
全、文体娱乐等行业应用数量较多。”张新
生表示。

那么，究竟如何评估 5G 对经济发展
的价值？美国相关研究机构认为，5G的出
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支点或者是一
个引爆点。到 2035 年，5G 将有潜力在全
球广泛行业和用例中创造出 12.3 万亿美
元的销售活动，并将支持全球价值链生态
系统创造 3.5 万亿美元产出和 2200 万个
工作岗位，对全球 GDP 增长产生长期、可
持续的影响。“它使移动技术从一项对人
机通信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演变成为
一项通用技术，且有望改变整个产业和经
济，可重新定义经济竞争力。”该机构称。

流量单价小于4G

如此美丽的 5G，普通消费者何时可
以“坐享其成”？中国移动宣布正加快 5G
网络部署，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精品
网络，大力推进“5G+”计划，今年9月底前
将在超过 40 个城市提供 5G 服务，客户

“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如
今，北京已开通5G体验营业厅，市民可以
去自由体验5G业务。比如在三里屯移动
营业厅，市民可体验 8K 视频回传、云游
戏、4K高清视频、VR游戏，等等。

中国联通则推出了“5G 先锋计划”，

并开启5G友好体验用户招募活动。截至
目前，计划关注客户数量已超2400万；与
此同时，积极推进 5G 融合应用和创新发
展，聚焦新媒体、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
联网、教育、医疗等领域，为更多的垂直行
业赋能智慧，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

不过，若要享受 5G 时代带来的便利
体验，因为射频模块、端口等不同，必须得
换一部手机。一部 5G 手机大概多少钱？
黄秀清表示，已经落地上市的一些手机型
号，差不多要5000元到8000元。

5G 流量费贵不贵呢？黄秀清给出的
答案是：5G 的流量单价<4G 流量单价。

“资费由很多因素决定，其中既有技术成
本，也有竞争性因素等。”黄秀清说，抛开
市场因素，仅看成本的话，5G网络投资加
大了，运行 5G 网络比 4G 网络也要贵。既
然综合成本高了，单位流量价格怎么会变
低呢？“网速快了，容量大了，相应地平均
到每一个单位的流量，成本就低了，这样
的话，单价就下来了。”黄秀清解释。

当然，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都只是冰山
一角。正如4G刚出现时，不少人质疑，能
上网了，短信发得也快，电话打得也好，再
搞一个移动互联网有什么用。事实印证，
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变化已超乎我们
的想象。5G亦是如此。“因为我们当前的
局限，可能还看不到更多的5G应用，但是
未来可期。”黄秀清表示。

随着工信部 5G 商用牌

照的发放，我国正式进入5G

商用元年。即将拉开大幕的

5G时代，我们的生活将会发

生怎样的改变？酝酿了多年

的5G，仅仅网速更快吗？今

后，5G资费会不会很贵？经

济日报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现代民机是典型的高科技、高附加值
产品，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工业等综
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高亚声速民机如波音系列、空客系列等已
经相当成熟，在安全性、经济性、环保性等
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平。

然而，对于跨大洲大洋的长距离航
线，现役民机飞行时间过长，一般均在 10

个小时以上；同时，长时间飞行将使得机
组和旅客疲惫不堪，这一问题仍是长距离
航线在快捷性、舒适性方面难以突破的
瓶颈。

“相比之下，超声速民机的飞行速度
至少可达现役亚声速民机的 2倍以上，极
大缩短了空中飞行时间。”中国航空研究
院 前 沿 技 术 研 究 部 副 总 师 、研 究 员 徐
悦说。

近日，中国科协发布了 2019 年 20 个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绿色超
声速民机设计技术”位列其中，引来社会
各界的密切关注。要知道，第一代超声速
民机“协和号”于1976年1月问世，是当时
人类最大的技术创新之一，但强音爆、高
油耗、高污染等三大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
这一前沿技术的市场竞争力，导致其最终
退出商业运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一代绿色超
声速民机再次成为世界航空界的研究热
点之一。除了低阻力、低油耗的常规需求
外，还要保证其音爆水平降到可接受程

度，并满足日益提高的机场周边噪声标准
和发动机低排放要求。以目前世界范围
内的超声速民机设计技术水平来衡量，实
现经济可承受的绿色超声速飞行仍存在
极大挑战。

徐悦表示，针对新一代绿色超声速民
机，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纷纷提出
了各自的超声速、高超声速民机概念方
案。这些方案在强调传统民机安全性、舒
适性、经济性等特点的同时，均把绿色环
保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据介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
低音爆、低油耗、低排放等方面开展了近
70年的不懈探索，已经获得大量技术成果
和经验积累，并逐渐开始向实用领域转
化。相关设计技术首先应用于体型较小、
重量较轻、巡航速度也较低的超声速公务
机上，预计最快 2025 年前后可以陆续交
付；而较大型的超声速民机在 2030 年后
可能投入商业运营。

另外，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与洛马公司联合研制的X-59低音爆超声

速验证机集成了美国近年来在低音爆设
计领域的成果，近期将率先进入飞行验证
阶段。

“虽然，我国在超声速民机领域起步
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科研投入不断加大和
科研团队的刻苦攻关，我们已经初步形成
了对航空发达国家快速追赶的态势，突破
了声爆高精准度预测、低阻力低音爆设计
等绿色超声速民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徐
悦说。

更快的速度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不
仅体现在对民航飞行速度的迭代升级，也
指向我国前沿技术创新步履不停。“新一
代绿色超声速民机的问世将使高速飞行
完美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极大缩短民航
运输时间，使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更为频繁
和高效，是我国民用航空工业赶超传统航
空强国的一次重要历史机遇，对于提升我
国民机产业整体实力、使中国制造走向国
际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徐悦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绿色超声
速民机将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之上。

2019年20个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发布，“绿色超声速民机设计技术”位列其中——

绿 色 超 声 速 民 机 加 速 驶 来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杨巍维研
究组的最新研究发现，细胞代谢产物——尿苷二磷酸
葡萄糖可以有效抑制肺癌转移，为肺癌转移的监测和
阻断提供了新的靶点和生物标志物。该成果日前在线
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

肺癌是全世界也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癌细胞转移。传统手术以
及术后放化疗可以有效控制原发肿瘤，但对发生转移
的肿瘤往往束手无策。

据统计，我国每年肺癌新发病人数超过 73 万，死
亡人数超过61万，6年生存率低至16.1%，其中95%以
上的死亡是由癌细胞转移造成的。以往研究表明，代
谢异常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特征。这些异常的代谢可重
塑肿瘤细胞以增强其生长和存活，但其是否支撑以及
如何支撑肿瘤转移却鲜为人知。

Snail是一个可以促进癌症快速转移的蛋白质，正
常情况下，它的mRNA会被细胞内的一类“切割”酶降
解。然而，当 Snail的 mRNA 与另一种名为 HuR 的蛋
白质结合后，则变得更加稳定，令“切割”酶“无从下
手”。杨巍维研究组发现，正常细胞中的 HuR 蛋白多
与尿苷二磷酸葡萄糖紧紧“绑定”；但在肺癌细胞中，尿
苷二磷酸葡萄糖脱氢酶的第473位酪氨酸发生高度磷
酸化，与 HuR蛋白结合后，原本被 HuR紧紧“绑定”的
尿苷二磷酸葡萄糖经催化反应生成尿苷二磷酸葡萄糖
醛酸，并“解绑”HuR 蛋白。“解绑”后的 HuR 蛋白与
Snail 的 mRNA 结合，提高了 Snail 的稳定性，增强了
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进而促进了肺癌转移。

研究人员深入分析临床数据发现，肺癌患者体内
的尿苷二磷酸葡萄糖含量与肺癌的转移复发密切相
关。与原发病灶相比，转移灶中肺癌组织的尿苷二磷
酸葡萄糖含量急剧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在发生远端转
移的肺癌患者血液样本中，尿苷二磷酸葡萄糖含量也
显著降低。此外，他们还发现，肺癌组织中尿苷二磷酸
葡萄糖脱氢酶第 473 位酪氨酸磷酸化水平越高，发生
肺癌转移的几率越大，且患者的预后越差。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尿苷二磷酸葡萄糖抑制肿瘤的
新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为肺癌转移的诊断提供了首个
生化标志物，有助于肿瘤早期转移的发现，同时还为转
移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抑制肺癌转移代谢物获发现
为肺癌转移诊断提供首个生化标志物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近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中国学者
完成的《中国成人哮喘流行状况、风险因素与疾病管理
现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 20 岁及以上人群哮喘患病
率为 4.2％，成人患者总数达 4570 万，远超以往估计。
而这些患者中，超过七成的人没有经过医生诊断。

日前，此项研究的牵头单位——中日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呼吸病学系联合举行发布会，向社会公布
了这一重大医学科研成果。

“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负责人、国家呼吸临床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发布会上表示，
我国哮喘患者诊断率、治疗率均较低，这提示我们应采
取措施提升哮喘防治水平。

研究显示，我国20岁及以上哮喘患者中的26.2％
存在肺功能气流受限，且年龄越高，出现肺功能气流受
限的比例越高。庞大的患者群体导致了巨大疾病负
担。然而，我国哮喘患者诊断率、治疗率极低。研究显
示，我国 20 岁及以上哮喘患者中，有 71.2％从未被医
生诊断，只有 5.6％接受了基本的糖皮质激素治疗；同
时，我国成人哮喘人群肺功能气流受限比例远高于发
达国家水平，说明人群疾病控制水平亟待提升。

研究还发现，过敏性鼻炎、吸烟、幼年时期肺炎或
支气管炎病史、父母有呼吸系统疾病史、低教育程度与
哮喘患病风险增加有关。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更易罹患
哮喘，两者患病率分别为5.8％和3.5％，控烟依然是哮
喘防控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非吸烟人群中，大气污染、
生物燃料使用导致室内空气污染暴露，以及居所霉斑
暴露可增加哮喘的患病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对慢性呼吸疾病的防控体系与能
力建设严重不足，在各方面远落后于高血压、肿瘤、糖
尿病的防治作为，成为疾病整体防治中‘超短且宽的短
板’。哮喘是常见病、多发病，且已经成为主要的、亟需
认真面对和解决的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问题之一。”王
辰提出，在我国卫生保健与疾病防控政策与规划中，应
将慢阻肺、哮喘等重大呼吸疾病放在重要位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副主任黄
克武表示，规范的临床诊疗是延缓慢阻肺、哮喘等慢性
呼吸疾病患者疾病发展、降低疾病负担的关键，掌握规
范的哮喘诊疗技术，是对每一位呼吸医生的基本要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徐永健强调，对于哮喘，全社会、医学界必须
立即采取行动。基层是慢性呼吸疾病防治的主战场，
但我国相关防治水平堪忧，亟需通过有效手段，提升基
层医师对慢阻肺、哮喘等疾病的防治能力。

我国成人患者达4570万——

哮喘亟待加强规范治疗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黄秀清教授为大家解析5G资费。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19世界移动大会上，一套5G+8K设备在展会现场拍摄并直播苏绣制作。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飞机突破音障的瞬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