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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自GSMA Open Gateway倡议于
2023 世 界 移 动 通 信 大 会（MWC
2023）发布以来，能力开放已成为全球
电信产业的热点议题，全球众多运营
商纷纷加入这一倡议，积极探索云网
能力即服务的价值场景。中国电信更
是主动响应GSMA Open Gateway倡
议 ，领 衔 并 参 与 Open Gateway 和
CAMARA标准化API的制定、测试与
认证等工作。

为顺应新兴业务场景对云网能力
敏捷供给和交付的需求，有效解决传
统订购和交付模式难以满足实时、动
态、按需服务等难题，中国电信立项站
点入云S2C VPN API，致力于将云网
调度能力封装为可编程 API，方便用
户灵活调用，进而提供更为便捷、灵活
的专线网络服务。同时，依托中国电
信云网融合大科创装置试验能力，针
对面向东数西存和东数西算场景的云
专线能力开通和调度服务开放展开创
新试验。

项目组在搭建站点入云端到端云
算网一体化调度试验的测试环境时，
充分利用中国电信云网融合技术中试
验平台（云网融合大科创装置）已建成
的连接14个省（区、市）、48个节点的
广域网能力，成功搭建了从北京接入

站点，跨越新型城域网和广域网，连
接至广州云和 GPU 资源池的跨域
组网环境。在实验室环境中，成功
验证了通过服务化接口调用实现基
于客户意图需求的云专线网络服务
创建、按需调整以及跨域灵活调度
等功能。通过概念验证测试，率先
证实了云网融合服务能力开放在有
效解决云和网割裂供给问题上的技
术可行性。

站点入云试验成果显示，通过
服务API开放的模式与运营商和云

厂商传统基于业务订单模式相比，在
云网无缝打通、统一调度、专线开通效
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业务开通时
间从数天或月级大幅缩短至分钟级，
支持10M~100G带宽随选以及最小颗
粒秒级按需灵活计费功能。

项目组基于大科创装置的跨域组
网入云环境开展 API 实验室验证成
果，作为中国电信参与 GSMA Board
会议在OpenGateway方面重要讲话和
进展输入，提升了中国电信在GSMA
的话语权，以及成功推动了在 CA-
MARA 立 项 的 API 接 口 规 范 的 迭
代 。 除 此 以 外 ，试 验 相 关 成 果 在
MWC2024 上 海 展 的 GSMA Open
Gateway 展区精彩展出，充分展现了
中国电信积极践行 Open Gateway 倡
议，以及推进中国电信云网操作系统
底层云网能力开放的成效。

当前，站点入云服务 API 实验测
试能力已通过视联网、分级存储等应
用场景在3 个省公司落地验证，有力
证明了大科创装置试验成果的有效
性。未来，还将基于云网融合大科创
装置拓展至AIGC应用、量子、安全以
及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新兴业务场景进
行验证。中国电信将持续筑牢云网操
作系统基础，积极投身于云网融合能
力开放的标准化工作和商业化探索，
为后续 Open Gateway 赋能千行百业
探寻更多可行路径。 （琪 玮）

中国电信基于云网融合大科创装置开展

站点入云端到端云算网一体化调度能力试验

近 日 ，在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标 准 化 部 门
（ITU-T）第 15 研究组（SG15）的 2022~2024
研究期第四次全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首次向
业界系统阐述了6G传送网的需求和核心理
念。这标志着全球6G传送网标准化研究正
式拉开序幕，更是6G传送网研究领域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进展。

中国移动研究院6G首席专家刘光毅表
示：“第一个6G标准期望于2029年下半年发
布，6G 将于 2030 年左右具备商用能力。”记
者了解到，全球6G研究正在走上正轨，在一
步一个脚印的技术攻关驱动下，6G网络所引
领的“超连接”时代渐行渐近。

6G技术成果密集发布

6G，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标准，其主要利
用太赫兹频段进行太空卫星组网，实现比5G
更高的速率、更低的时延和更广的连接。

2023年6月，国际电信联盟发布《IMT面
向2030 及未来发展的框架和总体目标建议
书》（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6G的典型场
景及能力指标体系。

紧随其后，中国 IMT-2030 （6G） 推
进组提出了我国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的具
体时间表，将6G标准制定与网络部署分为
三个阶段：2020~2025 年为概念形成阶段，
形成 6G 愿景需求及概念，突破关键技术，
为 6G 国际标准奠定技术基础；2025~2029
年为国际标准阶段，开展国际标准研究，
形成全球统一的 6G 国际标准；2026~2030

年为产业研发阶段，全面推进产业研发，
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加快推进产业成熟，
支持6G商用。

“2024年以来，业界围绕6G前沿技术开
展的研发与合作逐渐密集，6G技术研发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行业专家向记者表示。
2024年，是上述时间表中临近阶段转换的一
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6G技术遴选的关键
窗口期。刘光毅透露的最近研发进展表明，
6G技术的标准研制将于2025年6月左右开
始，这意味着6G关键技术突破的工作需要
在该时间节点前初具雏形。

在 4 月举办的全球 6G 技术大会上，紫
金山实验室对外展出了一系列 6G 技术成
果：6G 端到端综合试验平台、6G 无蜂窝无
线接入网系统、我国搭建完成的全球首个
6G综合实验室……同期，6G无线覆盖扩展
技术、无线网络安全架构关键技术、天地融
合的6G卫星通信技术等一系列6G前沿技
术领域也取得了新成果。

在业界的共同努力下， 6G 近期又迎
来了一波较为密集的技术突破：7月10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及
其团队公布了其在语义信息论方面的理论
突破和语义通信的关键技术，为6G标准化
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支撑；同期，他们
基于通信与智能融合的多项关键技术搭建
了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6G外场试验
网，验证了4G、5G链路具备6G传输能力的
可行性；7月12日，中国移动首席专家李晗
首次向业界系统阐述了6G传送网的需求和

核心理念，拉开了全球6G传送网标准化研
究序幕……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6G不再
‘高不可攀’，这些切实的技术成果，为6G网
络发展设立了路标，拉动了通信技术加速发
展的引擎。”

面向未来 6G 技术攻关的发展路径，张
平表示：“新一代通信技术需探索新路径，要
从‘堆叠式创新’迈向‘颠覆性创新’。”

张平指出，要推动 6G 关键核心技术实
现突破、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形成6G核心关键技术的知识发展图
谱，构建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体系；二是完
善6G产业链，从而实现‘智赋万物、智慧内
生’，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太赫兹、智能超表面、通信感
知一体化等6G关键技术，拓展毫米波太赫
兹、可见光等可利用频谱。”

六大场景“刚需”6G

技术研发是手段，落地应用是目标。市
场研究机构 Market Research Future 预计，
2040年，全球6G市场规模将超过3400亿美
元，中国将是全球较大的6G市场之一。

基于 6G“超越 5G10~100 倍的网络能
力”，业界对6G的应用场景提出了畅想。例
如，《建议》中对6G的使用场景做了明确定
义：“第六代移动通信标准将预计扩展支持
各种用户、应用和新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为
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前景；具体而言，

6G设想启用新的使用场景，包括沉浸式通
信、超可靠和低延迟通信、超大规模通信、无
处不在的泛在连接、普惠智能与通信、综合
传感和通信六大应用场景。”

一台普通的消费级手机，只需简单调
试便可直连卫星，从而在地面网络的“空
白区”打电话、发短信，并可随时同步发
送信息发布地的海拔和经纬度……这是当
前能够实现落地实操的 6G 技术应用之
一。从已发布的 6G 技术成果和应用分布
来看，不难发现，6G 在空天一体化、低
空经济等场景的应用是当前最受业界关注
的焦点应用。

对此，中国移动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
“6G技术能够提升感知性能、精度和效率，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雷达等感知系
统成本高、部署难的挑战；此外，6G的通感
算智融合技术已经能够初步应用在无人机、
无人车等场景中。”对于6G在这方面的应用
前景，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副会长韩举科也十
分看好：“6G 技术将推动通信新技术与卫
星、高空平台、无人飞行器等终端融合，并有
望催生更多现象级应用。”

邬贺铨则认为，6G未来将成为智能终
端、算力与智能网联汽车三个万亿级产业的
发展支柱：“相比5G、5G-A，6G已展现出超
低延时、超高通量、更加安全可靠的特性；当
6G 与 AI 相结合时，更具有应用性广泛、智
能性更强的特点。”基于此，他指出，未来6G
的应用场景应更多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数
字孪生、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

张平也强调，融入 AI、机器学习等技术
后，赋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6G商用的一个
重要场景：“一方面，驱动转变生产方式，促进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6G技术
能够推动虚拟现实等技术发展，促进形成新
型消费。”

而在工业领域，同样对 6G 技术有“刚
需”。张平告诉记者，机械运动控制需求网络
的 响 应 时 间 <1ms、控 制 精 度 要 达 到
99.99999%；XR 技术则需求网络响应时间<
10ms、带宽要达到 1~3Gbps。要真正实现工
业自动化、智能化，6G的能力必不可少。

记者了解到，6G技术能够实现对工业
环境中车间、机器和组件等的运行信息进行
即时收集。通过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在设备端即时处理监测数据，并迅速发
出控制指令。依托6G网络的高级功能，工
厂中的各种智能设备和终端可以便捷地形成
网络，同时，智能设备的配置也可以根据生
产线的具体需求进行快速优化和重新配置，
以灵活应对制造业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和定制
化需求。

“各类重点场景需要技术内涵差异化的
6G 体系支撑，如通信、医疗、交通、工
业、娱乐等垂直领域均有独特的行业需
求。”针对6G的应用场景发展规划，张平指
出，“一方面，要提前布局并掌握6G技术标
准的话语权，规避行业需求导致的技术标准
不统一的风险；同时，要拓展应用场景并与
更多学科进行融合，进一步建设更加完整和
开放的生态体系。”

6G技术遴选进入关键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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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入云端到端云算网一体化调度实验架构图

本报记者 张琪玮

街道上，密集的自动驾驶汽车快速、有序地往来穿梭；拨通电话，对方的全息影像便“跨越”千山万水，实现“面对面”
的交流；太空中的卫星不断运转，让高速、稳定的网络无缝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曾经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场
景，是人们对6G网络应用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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