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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空天地一体全方位通信
上海积极布局测试，正在为颠覆式创新蓄能

走进位于松江的G60科创走廊，一株株6G萌芽正

在6G信通智谷孵化器悄然生根。龙眼国科的创始人纪

雯博士，原本是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被信通智谷孵化

器“懂前沿”的创新气质吸引，携超视觉芯片技术而来。

她带领团队创立龙眼国科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做出最小的高性能视觉芯片和终端，将常规人类视觉拓

展到了人类和机器视觉的融合，开启了机器新世界，实

现全波段海量视觉的感知和认知。“如果有了6G网络的

加持，安装了超视觉芯片的电网哨兵，在穿越沙漠、戈壁

滩等无信号区域时，也可以拥有强大的AI视觉计算和

推理能力，能够精准识别不同目标，例如鸟巢、风筝等异

物，检测山火和烟雾等突发状况，并实现实时信号传输，

全面提升电力安全感知、实时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

能力。”

更让龙眼国科惊喜的是，即使站在全球6G技术和产

业创新的最前沿，在上海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这

里，我们找到了6G未来产业链条上的合作伙伴，前沿技

术创业者相互碰撞，又产生了更具创新性的高科技产

品。”龙眼国际市场总监张代华说，例如6G电网哨兵在迭

代创新的过程中，近距离网络信号传输用什么技术好

呢？孵化器中的“兄弟萌芽”——中迅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提出了一种全球领先的物联网通信技术，让人看到了

一种比蓝牙更安全高效、成本还更低的短距离通信技术。

据介绍，6G信通智谷孵化器是一个专注于推动6G

及相关前沿通信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创新平台，由中科

钱江源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这里有约15000

平方米的物理空间，涵盖展示空间、6G创新实验室、双

创服务中心、6G项目孵化空间等多个功能区，提供从技

术研发到市场化推广的全链条孵化服务。“通过整合全

球领先的科研资源和技术力量，中科钱江源已构建了集

技术验证、融资、本地化到市场化推广的全链条科技创

新孵化体系，推动5G-A和6G关键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并为企业成长

提供支持。”6G信通智谷运营负责人孙学伟说。

“其中，孵化器聚焦6G关键技术的研发与验证，提供概念验

证、研发测试验证等服务，与中国信通院、国内外实验室、高校合

作，打造专业化的6G创新实验室，确保创新成果的高效落地。”据

介绍，6G信通智谷运营一年来，已孵化15家企业，涵盖高性能芯

片、MEMS技术、5G专网等领域。“我们希望在上海率先培育我国

5G-A、6G领域的‘终端芯片+系统整机创新集群’，促进关键技术

成果转化，孵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未来的天空很忙碌。无人机闪送外卖，搭乘观光直升机欣
赏风景，利用无人机电力巡检、农业植保……当低空经济的各种
花式应用纷纷进入大众视野时，打个“飞的”去上班、汽车飞上
天这类科幻场景，显然已经不再科幻。不过，让人想不明白的
是，低空没有道路，开上天的汽车如何各行其道呢？
今天上午，2024全球6G发展大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6G行业专家和创新精英汇聚一堂，共谋6G创新发
展，更给低空经济开启了令人遐想的空中“新航道”：6G作
为更先进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有望超越传统通信范
畴，通过感知与通信融合、人工智能与通信融合、空天地
一体化等愿景，为“低空+”打造拥有无限潜能的“空中
高速公路”。

从2G的文本短信，到3G

的图片浏览，再到4G的视频

流畅播放，直至5G的万物互

联，通信技术一步步改变世

界。当信息高速公路进化到

“6”时代，它已经不是简单的

数字升级，而是标志着以人工

智能为底色，空天一体化的地

球通信时代已经到来。走进

6G时代，通信带宽上奔跑的

可能是卫星、汽车、飞机、人形

机器人，甚至各种智能体……

普通人的生活将无限接近科

幻未来。

相较于5G，6G在多个方

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数十倍

甚至百倍于5G的传输速度，

可以更加流畅地观看高清视

频，让远程医疗手术无限遥

远，各种虚拟现实体验随手拈

来；低至微秒级的网络时延，

几乎实现实时通信，自动驾

驶、远程控制等需要高度精确

同步的领域，迎来跨越式发

展；由于6G的连接密度大幅

提升，支持更多设备同时接入

网络，万物互联将走向泛在物

联——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任何人、任何物之间的信息连

接和交互。同时，空天一体化

的通信网络，将使地球彻底告

别“无信号”，无论戈壁沙漠或是无人区，全球

通信网络信号彻底无死角。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介绍，6G需要满

足人机物多元互联，通感算多场景。这意味着

6G网络不仅要支持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还要支持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因此，6G终端不仅在

手上，还会在低空无人机上，基站不仅在地面，也

有可能上星，天空地多域并存。这意味着6G潜在

的应用场景很多，包括低空经济、远程精准医疗、

自动驾驶等，至少可惠及智能终端、智能算力服

务、智能网联汽车三个万亿级产业。

而且，“人工智能是6G阶段的发展底色。”

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告诉记者，6G作为

更先进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有望超越传统

通信范畴，通过感知与通信融合、人工智能与

通信融合、空天地一体化等愿景，催生颠覆性

技术与应用，牵引战略性产品与服务，形成未

来产业。以往3G到5G阶段的移动通信发展

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适应了移动互联网发

展的大趋势，而6G的发展则更需要适应智能

化时代的需求、服务于AI。

“在全球移动通信领域，往往是先定标准

再开发相应产品，全球统一的标准是移动通信的

关键，因此产业界希望构建统一的生态。”王志勤

透露，按目前计划，2025年，全球即将正式启动

6G标准的研究工作。

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升级，

更是对未来社会形态、经济发展模

式的深刻影响。

位于松江的上海创远，正在打

造无线通信测试领域的“中国6G

标尺”。在无线通信领域，从芯片

设计制造到网络运营再到智能手

机、智能汽车、智能家电等各种终

端，无线通信测试一直被誉为信息

高速公路的“标尺”，“就像是要建

造一栋楼，必须有准确的尺子和能

力测量它，才能支撑整个产业。”曾

经是中国3G标准的首批测试仪器

制造商，如今坚定地走在从5G到

6G测试设施设备创新前沿，创远新

科创始人、董事长冯跃军相信，6G

正在为颠覆式创新蓄能。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

规模应用，无线通信测试设备将走

向毫米波、大带宽、6G移动通信、空

天地一体，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

向。”冯跃军表示，公司近年来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全面开展5G/6G和毫米

波通信测试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积极

布局6G测试。过去三年，创远信科

累计研发投入5.52亿元，占整个营收

的比重超过50%。特别是2023年，

这家民营企业的研发支出为1.62亿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达60%。

连年高企的研发投入，何时才

能有回报？是高科技创业者，也是

企业家的冯跃军，曾有过动摇：“2005年到2011

年，创远在研发上做了很大投入，但当时，可能房

地产等其他行业发展得更好，回报更快，但我们还

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中国在无线测试仪器方面

一直面临困境，尤其是毫米波和太赫兹等高频测

试仪器。“国内技术有限，需要测试的高频测试仪

器又存在进口困难等问题，这一限制影响了芯片

的测试进度和精度，甚至阻碍了项目推进。我们

亟须在该领域建立自主的测试仪器研发能力，以

避免受制于人。”

多年来，他带领创远信科积极承担国家“新一

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开发

任务及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专项、科技创新行动等研发任务，承担上

海无线通信测试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持续建

设任务，全面开展5G/6G和毫米波通信测试技术

的研究，参与国家5G/6G毫米波测试规范及标准

制定。

“6G标准一旦提出，必须在通信仪器上进行验

证，再在应用中改进。”他透露，目前创远正联合中

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承研“面向新型网络的6G

基础芯片原型测试与验证”。同时，企业与中国信通

院等机构紧密合作，就测试规范和测试方法提出建

议。例如，在6G核心算法或芯片设计上，提供信号模

拟器等设备，搭建测试环境，让研发人员在测试平台

上验证算法和技术设想。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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