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黑
科技”大显身手：能支撑重症病例远程
会诊的5G远程医疗小推车、可在摄像
机范围内快速鉴别高温人员的信息系
统、能高效去除菌毒空气的净化机、能
分诊还会消毒的5G机器人等。

在这些硬核科技的背后，有很多
中央企业的身影。在关键时刻，这些

“国家队”集中科研力量，发挥技术优
势，全力攻坚克难，与时间赛跑，为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科技弹药”，展现出了中央企业的
硬核担当。

铺设战“疫”信息高速路

5G在中国正式商用才半年，就遭
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练兵”。比
如，远程医疗会诊需要清晰流畅的图
像共享，远程医疗检查和手术更是容
不得哪怕一秒的滞后和卡顿，5G大带
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性最适合打通
这个“生命通道”。据统计，疫情发生
以来3家电信央企累计开通5G基站
13万个，全力保障战“疫”通信需要。
在5G这条信息高速路上，全国各地优
秀医疗资源为医院提供了强有力的远
程支撑。

不仅如此，借助5G网络，各种高
科技应用得以实现。比如，中国移动
开发的医疗服务机器人、医疗急救车、
无人物流车和无人防疫车等5G智能
设备，奔赴湖北、浙江、上海等地医院，
服务了全国3900多家医疗机构，支撑
了3万多次远程医疗会诊。

一位新冠肺炎病人的CT影像大
约在300张左右，医生通过肉眼从中
寻找可疑“白点”至少需要5分钟至15
分钟。借助中国电信开发的“5G人工
智能新冠肺炎智能辅助分析系统”，
CT阅片时间可缩短至1分钟，并且准
确度超过90%。这一系统广泛部署于
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武汉同济、
协和、中南医院等众多“一线战场”，为
提高医疗救治效率及水平提供了硬核
支撑。

中国联通还为全国各地的地铁、
火车站、医院、学校、企业等人流集中
的公共场所提供“5G+热成像人体测
温”信息化平台。该平台结合生物识
别技术、热成像测温技术、视频智能分
析及5G等技术手段，能快速识别体温
异常人员，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并

降低了交叉感染风险。
不仅是抗疫一线，在各行各业复

工复产的道路上，5G 也大显身手。
疫情发生以来，3家电信央企提供的
在线教育服务累计覆盖1.09亿用户；
提供的视频会议、无线对讲等办公服
务共覆盖773.8万家政企用户，免费
服务时长超过4077.97万分钟。中国
商飞运用5G技术助力复工复产，建
成了全球首个5G全连接工厂，保障
大飞机研制生产。

大数据打造战“疫”大脑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
及南京等全国几十座城市，乘客使用
滴滴网约车时会收到“司机已获得中
国电科提供的畅行绿码，请放心乘车”
的温馨提示。用户还可在滴滴出行

“消毒登记管理”页面查看司机“畅行
码”颜色，规避出行风险。除了滴滴，
中国电科还与美团、顺丰、多点、航旅
纵横等与百姓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互
联网企业开展合作，为超过6亿用户

提供“畅行码”服务，切实打通生活服
务“最后一公里”。

“畅行码”服务依靠的正是大数据
技术。

疫情发生以来，中央企业积极发
挥大数据多源性、海量性、广开放性等
技术特性，推出多项大数据服务，支撑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精准决策。

中国电科联合国家相关部委，汇
集了卫生健康、交通、铁路和民航等多
个部门1000多万条权威数据，辅之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分析，建立起
科学的人际传播模型，构建风险人群
感知大数据平台、疫情防控指挥平台，
通过对海量数据比对开展疫情预测。

中国联通推出“社区风险预测”
“健康U码”等产品，为公众防疫、预
警、出行、复工等提供便捷可靠的查询
工具。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社区风
险预测”能自动定位使用者当前位置，
通过疫情公开数据、密切接触者数据
等计算出周边地区及相邻小区的风险
级别。“健康U码”可以自动识别用户
近期行程、同乘接触、周边小区等健康
风险，用不同颜色的健康码标注个人
健康风险级别。

此外，3家电信央企还主动向政府
提供数据支撑服务，并在大数据模型
基础上，开发出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
帮助各地政府掌握人流、返程复工等
数据，实施疫情预警，并通过可视化展
示患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分布情
况，辅助精准施策。

2月29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
导下，中国信通院联合3家电信央企
推出了“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服务，为
全国16亿手机用户免费提供本人14
天内到访地服务。目前，该服务已成
为复工复产必备“神器”。

搬开复工复产“拦路虎”

疫情发生以来，中央企业纷纷通
过“黑科技”帮助企业搬开复工复产

“拦路虎”。比如，推出多个基于云计
算的供应链协同对接平台，实现供需
双方远程、精准、实时对接，加快复工

复产进程；充分运用物联网、工业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自动化车间、
智能工厂，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有效减
少现场用工等。

“让一架无人机飞起来执行任务，
配一个‘飞手’就可以了，但要是有几十
架、几百架无人机同时执行任务，那就
是个系统性工程，必须要用到我们的

‘电科智驭’智能管控系统。”中国电科
无人平台智能管控团队负责人介绍，中
国电科依托其在无人化、智能化方面的
深厚技术积累，自农历正月初二开始连
续9天紧急攻关。2月3日，民用版“电
科智驭”无人平台智能管控系统成功上
线。该系统能够接入、管理、控制多型
无人机，执行应急物资运输、隔离区餐
食配送、巡查飞行、防疫广播、远程喊
话、喷洒消毒等任务。

作为国机集团会展平台、中国会
展界年度展览规模最大的中央企业，
中机国际日前正式上线“国机云展览”
平台。该平台整合了各类数字化招商
资源，可实现展商和客户的精准匹配，
搭建起集咨询、展示、商洽、撮合成交
为一体的综合会展服务平台，将各种
会展搬到了“云上”。

在复工复产初期，位于南京、苏州
等地的多家企业都接到了关于企业复
工复产问题的调查电话，电话拨打者
却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可
以用标准话术提问，还能推送疫情防
控信息，这就是中国电信的智能外呼
系统。

疫情当前，联通云数据公司正在
筹备的重大战略项目无法如期开标，
怎么办？针对这一情况，联通云数据
公司率先采用“云评标”方式，用手机
拍摄评委在电脑前评标的全景，视频
会议录像全程录制保存，从而实现评
标过程、评标沟通、评标环境全程监
督，创新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针对复工复产管控难等问题，中
国电子旗下企业围绕政府疫情上报统
计、企业复工复产以及学校开学疫情
管控等三大场景，设计开发了一套公
益性疫情防控系统，并免费开放给政
府、企业、学校等使用。

各大央企发挥技术优势，各种“黑科技”大显身手——

为抗击疫情输送“科技弹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依托中国联通“5G+医疗云”，北上广鄂四地专家为雷神山医院危重症患者远程会诊。 （资料图片）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您或
许很难想象，6天时间便可建成可容纳
3690个床位的方舱医院；足不出户几
个月，却不耽误工作、生活、学业、社交
……一些您听过的、没听过的“黑科
技”，数日之间就来到您身边。

手拿一部智能手机便可一览天下
大事；做饭、打扫卫生由机器人来完
成；在家也可随时召开视频会议；想和
朋友聊天欢聚打开手机即可；电子商
务的发达可以让您无限畅购任何商
品。疫情面前，无数高科技从“纸上谈
兵”阶段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

高科技不仅使人们工作生活效

率更高、效果更好，还为全国抗疫夯
实了科技基础，成为我们抗击疫情最
先进有效的保障。

在抗疫过程中，人类不再需要
“单打独斗”，各种“智能帮手”纷纷上
阵，承担起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
在医院里，无人驾驶机器人可以独立
实现乘电梯、躲避障碍、充电等功能，
承担运送药物、食品、回收被服和医
疗垃圾等工作。在抗疫前线，机器人
能够批量生产食品，并将食品和卫生
用品送到隔离区病房。由机器人向
人们分发口罩和消毒剂、承担清洁工
作，提高了抗疫工作的效率，节约了人

力成本。
随着各行各业加速复工复产，人

体测温成了重中之重，“无接触感应”
“高效率通行”“高温智能预警”以及
“发热人员人性化、高效率跟踪管理”
需求凸现出来。相关企业运用人工智
能、热成像、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研发
出了基于红外测温的机器人解决方
案，实现非接触式高精度测温、高温异
常报警、不戴口罩人员警示和生物识
别打卡等功能，助力提升检疫效率，降
低病毒传播风险。以往需要很多人才
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只需要几人甚至
无人操作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管理

水平和工作效率。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

局局长黄利斌近日表示，在疫情防控
过程中，远程教育、在线医疗、网络视
频等新兴需求快速扩张，5G、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在
满足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带动了新经济新动能逆
势成长。

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个复杂多变却
又生机勃勃的高科技时代，用高科技
战胜疫情，以高科技促进发展，共同迈
向崭新的未来。

“智能帮手”让人类不再“单打独斗”
祝君壁

疫情期间，中国电科助力北京市大兴区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与“一网畅行”实
现多维度的数据和功能对接，全力支撑大兴区实现“防疫情，稳生产”工作目标。

（资料图片）

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是一项重
大而紧迫的任务。为尽快攻克疫情防
控重点难点问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努力运用自身在信息化领
域的优势，抢抓平台系统研发。

中国电子旗下长城软件公司受工
业和信息化部委托，自1月25日起开发
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采集
填报系统，建立了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信
息采集渠道。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重点医疗
物资保障调度平台采集填报系统以中
国软件国产麒麟云平台为基础，集医疗
器具、治疗药品等重点生产企业信息于
一身，可实现重点医疗物资保障监控，
为物资调度分配、重点物资生产企业调
度和防控物资的采购储备提供支撑。

接到建设平台任务需求后，长城软
件各个团队采取远程协助、异地开发等
方式，用最短时间完成了研发及数据分
析等相关工作。截至目前，该平台系统
共收录重点企业1930家，实现18套调
查方案的动态监测，用户群体覆盖消费
品、电子、装备、原材料等领域，为疫情
期间物资调度协调夯实了数据基础。

当前，全国上下正团结奋战、众志
成城，全力推进“抗疫情、保增长”两大

攻坚任务。这离不开远程指挥和移动
办公平台的支持。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电子控股的奇
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奇安信”）正式推出基于国产化PKS体
系的蓝信移动办公平台，为各大机构提
供灵活便捷、安全合规的移动信息化解
决方案。据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介绍，
中国电子现有员工18万余人，在春节
期间正式启用了基于蓝信的远程办公
系统。“实践证明，蓝信平台在定制性、
安全性和快速部署等方面均具有显著
优势。”

据了解，“蓝信移动办公平台”以安
全合规为基础，可支持上万人同时异地
远程在线办公，满足各类大型企业用户
移动办公的一切应用场景。“平台能够
提供全流程、端到端的完整国密加密移
动工作平台；可针对各种复杂网络环
境，提供灵活多样的部署方案，满足超
大型组织对数据安全与组织管理的诉
求，并支持公有云服务、私有云托管、分
级部署及内网、外网和内外网混合部
署。”齐向东说，“蓝信移动办公平台”将
业务系统从PC机拓展到手机、PAD等
移动终端，能够使信息化更好服务于普
通人的工作生活。

中国电子：

以信息化支持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祝君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
建材集团主动承担重任，为19个省区
市、36座城市、72家医院送去急需的优
质建材产品。

2月2日、2月6日，武汉抗击疫情一
线分别传来捷报，经过连续10个昼夜的
奋战，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成并
交付使用，为大规模收治重症患者提供
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条件。

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南京玻纤院依
靠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材料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大显身
手。他们通过设备商、工程商成功配套
应用于上述医院的空调系统和医疗仪
器设备，履行了央企责任，体现了央企
担当，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

疫情发生以来，防止交叉感染、提
高空气洁净度成为事关人民健康的重
大问题。南京玻纤院膜材料公司生产
的高效玻璃纤维过滤纸可应用于空气

过滤领域，而且产品性能完全达到甚至
超过了相关指标要求。根据测算，该公
司生产的超高效玻纤空气滤纸，对0.3
微米颗粒过滤效率达99.97%，对1微米
至5微米颗粒的过滤效率则更高，能够
大大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疫情发生以来，南京玻纤院膜材料
公司已为抗疫一线火速交付近10万平
方米高效玻纤过滤纸，分别应用于火神
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无菌室及配套用风
淋室和传递窗、空调机组及排风系统、
救护车改装过滤器等工程，并在北京小
汤山医院、上海肺科医院、上海瑞金医
院和肿瘤医院等改造项目中得到应用，
为武汉乃至全国疫情防控提供科技
支撑。

截至目前，中国建材旗下1300多家
企业复工率达99.55%，复产率96.14%。
其中，部分新材料企业逆势而上，收入
利润双增长。

中国建材南京玻纤院：

以新材料降低感染风险
本报记者 祝君壁

2月18日上午，中国移动接到了来
自北京301医院的紧急需求——希望尽
快与武汉两家战“疫”医院远程会诊。此
时，收治病人在即，留给中国移动开通网
络与系统的时间只有不到1天了。

由于两所医院都在开发区内，需要
重新规划会诊地点，前期的光缆覆盖也
得重新调整。中国移动紧急协调光缆设
备与云视讯设备，并调集人员奔赴医院
发热病区。

18日晚20时，北京、武汉两地人员进
入施工现场。19日凌晨3时，病历图像传
递完成！在收到需求20小时内，中国移
动成功完成了“两地三端”5G远程会诊。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移动充分发挥
5G领先优势，用“5G+智慧医疗”服务湖
北战“疫”一线。

此前，中国移动为火神山医院搭建
了4G/5G无线网络及专线网络，仅用3
天时间便完成了医院网络、线路建设和
调测工作，新开通基站4座，铺设8条办
公专线，并开通医保和卫生专网用于火
神山医院通信。

中国移动还为火神山医院定制了一
系列“5G+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包括远
程医疗协作、防护监控等信息化服务等。

中国移动负责搭建的武汉火神山医
院与北京301医院的5G远程会诊系统
投入使用后，身处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
可与1200公里外的北京301医院专家
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获得远端专家
实时救治指导。

2月17日，301医院医生用操控手
柄，通过5G远程B超为远在雷神山医院

隔离区的患者成功做了超声检查，检查
图像与病人的情况同步回传，为实时诊
断提供支持。

远程医疗系统建成后，中国移动的
“5G远程医疗小推车”也进入了武汉火
神山医院病区。简而言之，该产品就是
在医疗小推车终端设备上安装中国移
动云视讯客户端，通过云视讯视频和远
程桌面功能，火神山医院一线医务人员
可以将本地医疗数据，如CT影像、检测
指标等共享给301医院，实现专家远程
诊断。

除了5G远程医疗，5G智能机器人
也派上了大用场。

2月3日、2月4日，武汉协和医院、
同济天佑医院分别迎来了中国移动的
5G智能机器人。此次“上岗”的5G云端
智能机器人包含服务机器人、消毒清洁
机器人。

医院里的导诊台是人流量最大的区
域。5G云端智能服务机器人入驻后，可
代替导诊台工作人员完成导诊工作，宣
传防疫知识，降低交叉感染概率。专门
装载了消毒水箱的5G云端智能机器人，
还能按规定路线完成消毒清洁任务，清
洁过程实现了无人化操作，不仅提高了
清洁效率，还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长时
间在病区工作导致感染的风险。

此外，中国移动还加强了湖北地区
定点医疗机构的5G网络建设保障。截
至4月24日，中国移动在湖北各定点医
疗单位重保区建设的4720个基站、255
条专线均运行正常，集团累计出动保障
人员12.63万人次、车辆2.43万辆次。

中国移动：

5G派上大用场
本报记者 黄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