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中国移动
使用其 4.9GHz部分 5G 频率资源在国内有
关省份开展 5G地空通信（5G-ATG）技术试
验。该技术将在地面与飞机机舱间建立地
空通信链路，使乘客在机舱内通过无线局
域网接入方式访问互联网，这将进一步提
升 5G网络覆盖的空间维度，更好满足航空
旅客日益增长的空中访问互联网需求。

从地面到高空，5G网络的覆盖范围越
来越广。覆盖如此广泛的 5G网络，除了通
信，能否有其他用途呢？对此，北京邮电大
学教授邓中亮的答案是“能”。

“5G+北斗”，正是邓中亮给出的答案。
“5G 是地上的网，北斗是天上的网，将两者
融合实现‘通导一体化建设’，能够带来海量
的高精度、高时效的地理大数据。”邓中亮表
示。

与 5G通信网络一样，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是我国又一“大国重器”。从 1994年起，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立项研制建设，经
过“三步走”战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
成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向全球
范围用户提供服务。

为什么要将
5G和北斗融合起来
“‘5G+北斗’，能够实现室内外的无缝

定位。”邓中亮表示，“虽然卫星导航定位解
决了室外空旷区域定位的基本需求问题，
在室外空旷区域北斗系统已经能够提供较
为可靠的定位性能，但其信号无法覆盖室
内且对环境免疫性较差，难以满足室内定
位以及室外遮挡等复杂区域定位的需求。”

邓中亮向记者介绍，由于卫星定位信
号强度弱、易受遮挡等环境因素干扰，难以
在室内进行定位是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难
点。

天上的卫星信号难以进入室内，但地
面的通信信号却几乎无处不在。那么，通
信信号能用于定位导航吗？针对这个问
题，邓中亮及其团队提出了“5G+北斗”的

“通导融合”思路。
“‘通导融合’，就是用移动通信网来做

定位导航。”邓中亮向记者介绍，“原来只有
室外才有卫星信号，室内没有，但现在用通
信信号替代卫星信号，定位服务就可以从
室外‘跑’到室内来了。”邓中亮表示，让原
本只用于通信的地面基站也能提供定位功
能，两者的信号覆盖互为补充，就能大大提
高位置服务能力。

“通导融合”的思路不仅能够提高定位
信号覆盖的广度，还能够大大增强定位的
精度。

“目前卫星定位导航，利用四颗卫星就
能算出你的位置，定位的精度可以达到十
米左右。但想要进一步提高精度到米级、
分米级、厘米级，就必须有星基、地基等增
强体系。不过这些增强信号，在室内、地
下、城市峡谷等区域还是无法精准定位。”
邓中亮说，“5G+北斗”能够实现定位信号
的广域覆盖，“5G 高速度、大容量的特点，
可以稳定传输北斗地基增强时空位置修正
信号，使得北斗的时空精度更高，再加上移
动通信网络的强覆盖能力，就可以把高精
度定位服务覆盖到人类、机械能涉及的所
有空间。”

“5G+北斗”
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

“‘5G+北斗’可以赋能千行百业。”邓
中亮表示，5G 和北斗的融合与相互赋能，
本质上是时间和空间位置基于通信的融
合，“二者同时作用，能产生颠覆性的技术，
在不同场景下会催生出不同应用。”

在交通领域，北斗室内外无缝衔接的
定位导航技术，解决了隧道场景下卫星信
号缺失的问题。

邓中亮介绍，以往由于卫星信号无法
抵达地下，无法进行精确定位，导致隧道下
存在监管盲区，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带来极
大的麻烦，现在，“5G+北斗”为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新思路——“虽然隧道里面没有卫
星信号，但是却有通信信号。如今，利用

‘通导融合’的思路，隧道中也可以实现高
精度定位，有助于提升隧道通行效率，降低
隧道内事故发生频率，减少隧道事故导致
的财产损失。”

“还有我们常用的手机打车——一打
开打车软件，车在哪里、人在哪里立马清清
楚楚，而这靠单纯的卫星定位是做不到
的。如今，将卫星定位和地面的通信定位
融合，就能实现人车的精确定位。”邓中亮
说。

在智慧矿山的建设中，“5G+北斗”也
有不俗的表现。

以 5G 网络为依托，结合北斗定位技
术，有望实现矿山挖装、运输、监测等环节
的无人化远程操控。邓中亮表示：“5G 网
络具有低时延的优势，再加上高精度的定
位，两者相结合，人在地面，就可以实现对
地下机器的实时监控，从而实现智慧矿山
的设想。对于存在风险的矿区，可最大限
度提高生产安全性，实现安全零事故、人员
零伤亡。”

除了采矿和交通，“5G+北斗”还可用
于测量测绘、无人农机作业、无人机电力巡
检、智慧养老、重大活动指挥管理等各个方
面。

中国移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我国已建成 4400个高精度定位基准站，形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北斗”高精定位地
基增强网络。正如邓中亮所说，“未来，

‘5G+北斗’的应用潜力，将只会受限于我
们的想象力。”

（崔兴毅 蔡雨琪）
据《光明日报》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中国防伪企业有 1200 余家，每年总产值超过
1500 亿元，每年生产防伪标识 3600 多亿枚，广
泛应用于烟酒、食盐、农产品、食品、医药用品、
农资、婴幼儿用品、化妆品、皮革制品、服装、电
子电器、汽车零配件、建材家居等众多行业，涉
及几十万个品牌和企业。

近年来，各种新的防伪技术不断涌现，数字
技术广泛应用于产品防伪、票证防伪等领域，推
动了防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
术迅速发展，防伪行业与新兴技术加速相融。

例如，许多企业已经将大数据及云计算技
术应用到防伪产品中，除了为客户提供防伪保
护外，还提供精准营销。有一种基于“一物一
码”的新型智慧营销模型，在防伪查询的基础
上，还能精准识别客户群体并进行引流，为企业
提供包括积分商城兑换、互动营销游戏、促销返
红包、信息收集等多种营销方法。

专家表示，相关防伪企业拓展溯源信息管
理、营销管理等功能，在为品牌提供防伪保障的
同时，也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叶子）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5G＋北斗”，高精定位能做些啥？

制作专属“身份证”，生产过程“看得见”

用数字技术防伪，靠谱！
通过“物理+技术+运营”三位一体的图书防伪溯源体系，为出版机构的每一本图书赋予唯一的身份信息；采用区块链、二维码、缩微图

文、揭起留底等多重防伪技术，为地区特色茶叶品牌提供保护；基于“一物一码”技术，为保健品企业的多品类商品加贴刮开式防伪标签，搭
建成熟的数字化防伪平台……这些防伪溯源技术方案，有效融合了先进的信息防伪技术和物理防伪技术，在防伪力度、查验便捷性和稳定
性等方面表现突出。近日，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发布“防伪溯源保护品牌十大优秀案例”。数字技术，已在防伪行业深度运用。

购买食盐时，您是否注意过包装袋上有特
别的标志？将带有激光全息防伪功能的食盐标
志和具有追溯功能的二维码印刷在一起，放在
食盐产品外包装上，就形成了合格食盐的“身份
证”。据介绍，最新版的标志采用了纳米级全息
光学动态图像、高精准定位洗铝套印和溯源等
先进防伪技术，消费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
准确辨别食盐真伪、追溯生产流通情况。

近年来，中国盐业协会建立了全国食盐电
子防伪追溯平台，要求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将每
一袋食盐的信息进行采集，并上传至全国平台
确保互联互通。通过食盐标码合一标志这个载
体，食盐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可全程追溯，真正实
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同样入选了 2023年度“防伪溯源保护品牌
十大优秀案例”的，还有量子云码（福建）科技有
限公司为九牧卫浴提供的防伪溯源系统。

具体来看，每个厨卫产品都配有“量子云
码+涂层随机验证”防伪标签。其中，“量子云
码”运用物联网编码标识技术，单个码点直径仅
30—40 微米，极难被复制。更重要的是，码图
破损超过 90%仍可高效识读，即使被恶意破坏，
仍能从残留的“量子云码”中读取信息，进行产
品鉴伪和溯源。

与上述两个案例类似，此次发
布的十大优秀案例涵盖食品、乳制
品、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诸多
领域，与民生息息相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价
值越来越被关注。与此同时，一些不
法分子动起“歪心思”。中国防伪行
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品牌知名度
高、市场占有率高、利润率高的产品，
常成为被假冒侵权的对象。不明产
地大米声称是五常大米、普通奶粉外
包装仿造知名品牌以假乱真、回收名

酒旧瓶装上假酒售卖……如今，这
些造假冒充名牌的手段在防伪溯源
技术面前已无所遁形。

业内人士认为，每个企业各具
特色的防伪标识、“一物一码”等，
较好规范了市场上基本的产品竞
争秩序。目前，产品防伪已经成为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手
段，在保护品牌和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权益、维护消费者权益、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扫码即可溯源 每年生产防伪标识3600多亿枚

“一物一码”保证品质

在安徽省
阜阳市颍东区
永辉超市世纪
金源店蔬菜专
区，市民通过手
机扫码了解购
买蔬菜的详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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