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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6G试验网成功搭建

国内首个体育大模型发布

笔者7月11日从北京邮电大学获悉，该

校张平院士团队成功搭建了国际首个通信与

智能融合的6G外场试验网（以下简称“6G外

场试验网”），验证了4G、5G链路具备6G传输

能力的可行性，实现了6G主要场景下通信性

能的全面提升。

现有的经典通信技术处理信息的方式是

“模块化”，主要靠资源堆叠提升网络性能，代

价则是网络复杂度的极速攀升。且目前已逐

步逼近理论极限，触及容量提升难、覆盖成本

高、系统能耗大等技术“天花板”，如何突破这

一制约是业界关切。

在语义信息论指导下，张平团队提出了语

义基物理模型、智简编码传输、模分多址等多

项代表性的语义通信关键技术，进而成功搭

建6G外场试验网。此外，通过6G外场试验

网，团队验证了语义通信在4G/5G链路上可

以达到6G传输能力，语义信道容量突破了香

农极限对通信系统的禁锢，3项通信核心基础

指标（容量、覆盖、效率）均获得10倍的性能提

升。上述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从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到实验验证的完整体系。

张平表示，6G外场试验网的成功搭建将

为高校、科研院所等研发机构提供理论研究

与关键技术前期验证环境，降低 6G研究门

槛，形成贯通理论、技术、标准和应用的全产

业链创新环境，促进跨领域创新合作。

相较于 5G，6G 具有更高速率、更低时

延、更广的连接密度，还能实现通信与人工

智能、智能感知的深度融合，而这是通信技

术演进的重要方向。张平认为，人工智能将

提升通信的感知能力、语义理解能力。泛在

通信的6G又将人工智能的触角延伸到各领

域各角落。二者融合将加快形成数字经济

新业态。

（何亮）

笔者7月12日获悉，国内首个体育大

模型——上体体育大模型近日发布。大模

型由上海体育大学与百度合作成立的上体

—百度飞桨智慧体育技术创新中心研发，

具有数据专、算法强、算力优、应用广等特

点。

上体体育大模型包含体育文献、动作

识别与技战术分析、多模态三个垂直大模

型。其中，体育文献大模型通过学习国内

外体育文献资料，能对体育问题进行专业

系统解答；动作识别与技战术分析大模型

能自动解析体育训练的视频与图像，有效

输出人体姿态的解析结果及距离、速度、高

度、角速度等量化指标，有助于深入分析生

物力学；多模态大模型能有效支持学科交

叉融合研究，其数据分析结果可用于比赛

视频AI解说及个性化课程生成。

为方便使用，上体体育大模型在百度文

心智能体平台支持下，推出上体体育大模型

智能体。目前，大模型及其智能体已应用在

体能训练、足球、羽毛球、网球等场景中。

据悉，大模型研发团队正在服务跳水、

游泳、田径、体操、蹦床、攀岩等多支国家队

的日常训练和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通过

在训练场馆部署人工智能智算设备和应用

系统，助力运动员提升训练质量，提高在国

际赛场的竞争力。 （科轩）

每年打造30个标杆应用场景、统筹智能

算力超6000P FLOPS（1P FLOPS等于1000

万亿次浮点运算/秒）……这组规划数据绘出

南京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蓝图。

近日，南京市发布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及

政策措施“1+1”文件，即《南京市进一步促进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和《南京市促进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政策措施》），旨在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

应用牵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高地。

南京市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建设的

全国第9个、江苏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具备雄厚的科技基础和人才优

势，拥有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良好条件和广

阔前景。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6 年，力争引

进培育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基础大模型 1

个，打造行业大模型 20个以上，实现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规模600亿元。为推动落实

《行动计划》，《政策措施》提出支持算法创

新突破、提升算力支撑能力、推动“人工智

能+”应用创新示范和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四

方面12条措施。

在日前举行的2024南京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论坛上，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创新

示范场景征集行动正式启动，深度挖掘“人工

智能+”与各行各业融合创新应用场景。

打造南京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政府在

行动，行业也在发力。在2024南京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论坛上，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签约共建大

模型技术与应用服务平台。双方合作早已结

出硕果，共建的江苏省唯一人工智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近年来已对接服务百余家企业。此次双方在人工智能大

模型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将推动省级人工智能公共服

务平台能力进一步拓展，为院地合作开启新篇章。

在此次论坛活动中，共有12个人工智能项目签约落

地中国（南京）智谷，涵盖大模型、边缘计算等人工智能

前沿领域。 （张晔 普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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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7月13日获悉，全国首个覆盖输电、变电、配

电、安全管理等生产领域的人工智能（AI）大赛——南方

电网2024年生产域AI算法应用竞赛决赛日前在广东

深圳举行。大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指

导，南方电网公司主办。

“电力生产领域的AI应用处于起步阶段。”南方电

网公司输配电部副总经理章彬介绍，近年来，发电、输

电、变电、配电、用电各环节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海

量应用场景产生。要更好识别分析这些场景，急需AI

技术介入。

例如，利用人工手段进行导地线锈蚀、树障识别时，

每张图片需花费两三分钟。而通过AI技术，只需80毫

秒就能快速识别风险点。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三级拔

尖技能专家高德民介绍，对于导地线锈蚀、树障距离判

别等难题，AI算法已经能完全满足生产需要。下一步，

将进一步提升对电力复杂场景识别的准确率。

南方电网有关负责人说，未来将立足产业发展需

要，举办电力生产AI行业级全链条、大规模、高质量赛

事，促进电力AI产业发展，打造电力AI生态圈。

（罗云鹏 郑婕蓥 黄勇华刘杰）

全国电力领域AI大赛举行

网络空间已成为继海、陆、空、天之后

的“第五疆域”，对其空间布局进行摸排并

形成“地图”，是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基础

性工作。近日在2024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上发布的DayDayMap全球网络空间资产

测绘平台，能为用户提供全面、精准、实时

的全球网络空间资产测绘服务。平台研发

方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安全”）董事长权小文

告诉记者，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转化为

无形资产，即便是拥有这些资产的机构也

难以尽数掌握其分布状况，任何节点都有

可能成为安全漏洞，因此进行网络空间资

产测绘十分必要。

外围突破防不胜防

“互联网出现已经几十年，当前的网络

空间和过去有天壤之别。”权小文解释，过

去的网络安全策略是“防御”，只要守住自

己的网站、数据库等即可。而现在，网络已

融入现实中的各个领域，需要安全防护的

范围不断延伸。比如，日益多样化且难以

部署传统防御措施的物联网设备容易成为

网络攻击焦点；随着数据中心、云服务等技

术发展，网络资源分布呈现零散、随机趋

势，外围突破防不胜防。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网络安全提出更

高要求。”权小文说，由于能源、化工等行业

的设备、数据等资产实现了联网，若无有效

保护，这些数据资产将面临安全风险。

我国近年来实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

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指导各单位进行实战化网络

攻防演习，从各个层面加强网络安全建设。

“我们也会扮演‘蓝军’为相关单位提

供攻防演练服务，即便对方防守严密，也会

由于网络资产‘摸底’不完备而产生漏洞。”

盛邦安全防护产品线高级总监聂晓磊说，

这进一步表明，进行全要素网络资产测绘

并形成“地图式”全局掌控，对安全防御、管

理乃至整个建设运营工作非常必要。

合作打造灵敏“探针”

那么，怎样测绘虚拟且庞大的网络空

间？如何全面掌握实时变动的网络空间

状况？

权小文说，IPv4（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四

版）时代，通过“发信息包、接受反馈”等类似

“地理信息实地勘测”的方式，可探测网络空

间资产所在位置、匹配设备等信息，但这一方

法在IPv6（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时代失效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盛邦安全和清华大

学合作研制出DayDayMap全球网络空间

资产测绘平台，聚焦全球IPv6网络空间测

绘，攻克IPv6网络空间设备隐匿性强、探

测效率低、探测成本高等难题，提出活跃

IPv6地址探测方法体系，应用高效拓扑发

现、网络安全策略遥测等先进技术。这相

当于给平台装上了更灵敏的“探针”，使活

跃地址发现速度提升30—911倍，端口探

测效率提升136倍，显著降低探测成本。

平台支持主被动资产测绘、资产类型识别

等服务，当前发现110亿个活跃 IPv6地

址，覆盖超92%的全球路由前缀空间、28

个行业、33大类、1100个子类，是目前识

别IPv6资产最多的公开测绘平台。

“当前，网络空间‘地图’不断走向精准

化、规范化。”权小文说，盛邦安全与相关机构

联合发起的网络安全技术网络空间测绘数

据交换格式编制工作正在进行。标准的形

成以及合作单位的加入，将使网络空间“地

图”在安全风险监管与预警、智慧城市数字资

产感知与运营、IPv6资产发现与攻击面管理、

网络空间挂图作战监测与处置等多个场景中

得到进一步应用。 （科技日报记者张佳星）

为安全防护“画出”实时“地图”

精准操控无人机应用精准操控无人机应用护航电网安全护航电网安全

7 月 10 日，国

网淮北供电公司

无人机中心工作

人员在进行无人

机 精 准 操 控 练

兵。据了解，国网

淮北供电公司大

力推动无人机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

应用，将无人机应

用纳入系统应急

协同体系，通过无

数次的精准练习，

提升“人机协作”

应急处置能力，全

力保障电力可靠

供应。

王文 李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