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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汽车芯片路演活动

在合肥顺利举行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刘沁

社长：张立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8版 周五8版 零售4.50元 全年定价420元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8777 广告许可证：京石工商广登字20170003号 发行单位：中国电子报社 印刷单位及地址：经济日报印刷厂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本报讯 记者卢梦琪报道：11
月 16 日—18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合肥市
召开。作为大会同期重要活动之
一，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集成电路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芯”
汽车芯片路演活动于 18 日上午成
功举办。活动以“乘资本之风，铸汽
车之芯”为主题，邀请了业内知名投
资机构和优秀企业代表共话推动汽
车芯片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优
秀的汽车芯片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
搭建高水平沟通平台，加速资本对
汽车芯片产业的助力。

在主题演讲环节，上海芯旺微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CEO丁晓兵表示，
该公司自主研发的KungFu指令集和
内核架构，凭借低功耗、高可靠、良好
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等特色，成功应用
于多个品牌。芯旺的车规MCU面向
汽车传感、链接、驱动、执行和控制需
求，遵循ISO26262标准，满足不同的
零部件研发不同安全等级的MCU，
适用于智能座舱、辅助驾驶、汽车照
明、汽车电源与电机、车身控制、底盘
动力系统等场景。

南京芯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兼首席品牌官陈蜀杰表
示，传统的半导体供应链是半导体
企业 Tier2 向汽车电子系统 Tier1
向 OEM 整车的单向供应，如今新
型半导体供应链是三者的协同共
赢。供应链内容也从分布式架构、
域控制器架构到中央计算平台架
构发展。芯驰科技以舱之芯V9覆
盖主流座舱仪表+中控+娱乐等所
有交互功能，单颗芯片可支持 10
个独立高清显示、舱驾一体；以驾
之芯V9高效支持各级别智驾；以网
之芯 G9 支持 5G+C-V2X 通信；以
控之芯E3控制所有核心域控单元，
包括电池、底盘、动力、电子后视镜、
ADAS等。

安徽赛腾微电子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胜勤表示，电动化、智能
化以及网联化正在重塑整个汽车
半导体产业链，汽车车用芯片占整
车电子比例越来越高。相比燃油
车 450 美元半导体含量，新能源汽

车单车半导体价值接近 1000 美
元 ，MCU 与功率器件合计占比
50%左右，总计 500 亿元的市场规
模。面向增量应用市场，基于赛腾
微 电 子 自 有 芯 片 或 组 合 套 片
（MCU+电源管理+功率器件）的
模块方案出货，将赛腾微在汽车产
业链中位置前移，成为主机厂的技
术一供，从Tier-1的供应商变为战
略合作伙伴。目前该公司已完成
32 位新能源汽车辅助电控 MCU
批量出货，完成主电控 MCU 前后
端设计。

加特兰微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 汽 车 产 品 线 经 理 王 政 表 示 ，
CMOS 工艺极快加速了毫米波雷
达的普及。毫米波雷达的成本构
成中最大的一块就来自RF射频芯
片 ，基 本 上 占 了 1/3 及 以 上 ，到
CMOS 以后成本已经降到 20%以
下，同时这些生产制造的测试成
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压缩，整个
模组测试下可以大大减少。如果
以当前的毫米波雷达和最早的方
案相比，成本缩减为一小部分。生
活当中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现在新
车带毫米波雷达非常多，15万元到
20 万元的车型，甚至在低于 10 万
元的车型也配备了毫米波雷达，毫
米波雷达基于 CMOS 的门槛正在
降低。未来，汽车毫米波雷达将朝
着4D成像、小体积、低功耗的新型
雷达应用发展。加特兰的阿尔卑
斯平台目前已经量产。

圆桌论坛环节，元禾璞华（苏
州）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祁耀亮、丁
晓兵、陈胜勤3位嘉宾围绕汽车芯片
未来市场展望、半导体下行周期为
汽车芯片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企业
与投资机构互相选择的标准，以及
资本如何推动汽车芯片产业发展的
思路与建议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本次路演活动由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集成电路研究
所后摩尔研究室副主任夏梦阳主
持，合肥市委常委袁飞出席路演活
动并致辞。本次路演吸引了来自
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研究机构、
高校等上百位观众参加，收获了良
好的反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
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这为智慧养老提供
了根本遵循。智慧养老，主语在养
老，修辞在智慧。智慧是生命从感
觉到记忆再到思维的基于生理和心
理的一种高级创造过程。智慧养老
是通过智慧对养老赋予新外延，将
养老涉及的健康管理、康复护理、
医疗保障、家政服务、物业社区等
方方面面提升到智慧的层面，使养
老具有数字特色、自检验和检测特
色、通信特色、网络特色，是当前数
字时代、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对养
老产业的新赋能。

我国智慧养老产业

进入快速发展期

2020年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当前我国总人口数超过14.1
亿，平均寿命已经接近78岁，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群体如何颐
养天年既是国家对老年群体曾经付
出的回报，更是国家惠民的体现。

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

2007—2017年，随着我国老龄
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养老成为
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养老产业呈
现了需求旺盛、质量待提升的状况。
2007年上海市政府“十一五”规划
针对上海城市居民如何养老率先推出

养老“9073”政策，提出90%的老
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
务的养老模式，标志着我国智慧养
老产业发展进入产业萌芽期。

2017—2020 年，为贯彻“互联
网+”，加快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以2017年2月工信部、民政部、
国家卫计委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的通知及后来2020年12月住建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部门联
合推出《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
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为标
志，智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包括
建设智慧养老信息平台、配置智慧
养老服务设施、丰富智慧养老服务
形式、创新智慧养老产品供给等将
养老智慧化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智
慧养老产业进入到产业成长期。

2021年以后，工信部、民政部、
国家卫健委再次印发《智慧健康养老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
通知，以及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
全周期保障人群健康，针对老年人健
康提出强化保障、提升医疗康复护
理水平，增加居家、社区、机构等医
养结合服务的供给等规划措施，智
慧养老成为养老主题。智慧养老产
业进入产业快速发展期。

智慧养老为集成电路

传感器带来机遇

当前我国智慧养老仍以上海
“9073”模式为主导。而90%的居家
养老也带动了包括相关监测、检测、

数据处理、5G、互联网、物联网等所
需的各类集成电路芯片、MCU微控
单元模块、传感器的快速发展。

从传感器应用端看，包括人体
定位、人体姿态（跌倒）报警，人机交
互、老人异常行为监控，老人血糖、
血压、心电等生命体征测试与监控
等；从传感器的技术分类看，可以囊
括全部可穿戴设备与便携监控检测
设备用传感器，传感器种类覆盖力、
热、声、光、磁、气体、RFID、生物等
多种传感器；从传感器使用端看，覆
盖了健康管理、监控监测监护用相
关设备、自助式健康检验检测设备、
便携式健康检测保障设备、家庭机
器人、家庭环境监测检测等。

数据统计，跌倒是我国65岁以
上老人因伤死亡首因，同时也是老
年人脑中风、脑出血的主要诱发原
因。可穿戴式人体姿态（跌倒）报警
器，集成加速度（惯性）、压力、温度
等多种传感器，通信网络系统通过
感受人体姿态的突发变化，瞬时将
佩戴者的跌倒信息、血压、脉搏等生
命体征信息实时通过5G网络、互联
网、物联网发送到相关监视人或管
理部门，在老人出现问题时迅速报
警，实现及早施救。

当前智慧养老已不仅仅是智能
技术和养老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
通过传感器技术、现代通信和信息
技术实现并提高老年人群体生命和
生活质量的新兴产业。智慧居家、
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机构已经成为
智慧养老“9073”的三个不同维
度，三个维度通过传感器等进入三网
融合、智慧城市等大数据服务与应用
的大环节，从而实现多信息多领域资

源的有效对接，实现智慧养老。

传感器

将更加注重用户体验

当前的集成电路发展通过先进
封装集成技术，实现了小体积、高密
度、低成本，突破了摩尔定律的限
制，使得“后摩尔定律”得以继续。
而传感器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
支柱之一，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国家实力的体现和工业的基石，更
是改造和拉动传统产业迈向数字时
代的强大引擎，是当前实现智慧养
老的根本保障。

以往的传感器是对感受到的外
界信号进行电信号转换的元件、器
件或执行器、变送器，但未来的传感
器将不再是简单的信号转换元件、
部件或器件，而应该是一个能够互
联、实现自主控制和智能化的新型
智能化微系统。这个微系统或可以
称之为传感器网络，而每个微系统
或每个传感器网络都可以独立作为
节点开展工作。

未来智慧养老对集成电路、传
感器的需求一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小型化、集成化、智能化、标准化。

目前小型传感器的需求越来越
大，这种小型传感器可以工作在极
端恶劣或复杂的环境下，并且只需
要很少的保养和维护，对周围的环
境影响也很小，满足可穿戴环境条
件要求或可以放置在人体的器官中
收集相关生理参数却不影响人的正
常生活。

当前的传感器已经能够同时测
量多种数据并将数据以多参数形式
输出。如压力传感器与温度、加速
度（惯性）与压力、温度相结合等。
越来越多的传感器集成形成的测量
和控制传感系统已经在过程控制和
工厂自动化中提高了操作速度和工
作效率。

在传感器中添加微处理器，使
得传感器具有自动补偿、通信、自诊
断、逻辑判断等功能。传感器的使
用也将逐渐脱离原有行业领域的束
缚，在多个行业领域广泛使用。随
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改善
需要，各类传感器正从工业领域快
速进入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
慧养老等民生行业，并迅速扩展。

未来智慧养老传感器将更加注
重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更注重实现
针对场景的感知、决策、控制的智能
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智慧养老向
更加集成、互联、安全、开放、普及的
方向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