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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 of 5G technology, its signature high speed, short latency and broad connectivity capabilitie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I and massive data. In turn, AI and big data rely on their excellent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functions, and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lligent upgrade of 5G network.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re concept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5G technology and AI big data, and expound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of 5G and AI big data in the fields of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medical informatiz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telligence,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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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5G技术的迅猛前进，其标志性的高速度、短延迟和广阔的联接能力为AI和海量数据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反过来，AI与大数据依靠其卓越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为5G网络的智能化升级贡献了重要力量。本篇文章简要介绍了5G
技术与AI大数据的核心概念及关键性技术，并对当前所遭遇的挑战与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文章进一步深入分析了5G和AI
大数据在制造业智能化、医疗信息化以及交通智能化等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并对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进行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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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迅猛飞跃，5G 和 AI 大数

据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科技双璧，它们正发挥关键作用，助

力社会的全面进步。现阶段，5G 的不断进步与普及，其提

供的可延展带宽使得数据量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这对

AI 大数据的提升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5G 依靠其迅捷的

传输速度、极低的延迟以及广泛的连接能力，为众多领域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新机 [1]。AI 大数据则凭借其卓越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技能，使得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成为现实。鉴

于此，本文将从两者相互协作的角度出发，剖析它们在各行

各业的应用潜力，并对未来技术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2 5G 概述

2.1 5G 简介
5G，即 5G 网络，与以往 2G 至 4G 的技术焦点有所不同。

它不仅追求移动性和传输速度的提升，还兼顾了宽带增强、

物联网、核心技术前瞻以及发展路径的多元化需求。5G 技

术在初期将与现行的 4G 网络协同工作，并逐步向一个独立

的网络形态演进。这一技术以其高速度、短延迟和大规模连

接的特性，成为移动通信领域的三大亮点 [2]。在数据传输速

率上，5G 实现了从 1Gbit/s 到 20Gbit/s 的飞跃，增加了 20 倍；

延迟从 10 毫秒减少到 1 毫秒，能够满足对时延极为敏感的

网络服务需求；连接密度也从每平方公里 10 的 5 次方台设

备增加到 10 的 6 次方台，极大地扩展了机器设备接入网络

的能力。因此，5G 技术展现出了深入各垂直行业的潜力，

其支持的应用范围涵盖了增强型移动宽带、超可靠低延迟通

信以及大规模机器通信等三大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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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G 技术特点
为了满足 5G 技术在多场景应用和丰富无线网络服务方

面的需求，5G 网络在 MIMO-OFDM 基本结构的基础上，

进行了颠覆性的创新设计，主要体现在新体系结构、创新设

计理念、新频段应用以及新型天线技术这四大核心技术创新

上。在新体系结构方面，网络架构升级为 CU-DU 模式 [3]。

在此基础上，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CU）承担 RRC/

PDCP(RRC/PDCP）等低延迟需求的任务，而分布式计算

（DU）承担时延敏感的 RLC/MAC/PHY 等多个层次。该系

统在设计思想上采取了一种变帧架构，使其能够适应不同频

段、不同应用场合和不同工作方式的业务需要。在新波段的

应用上，该网络采用了多波段协同的模式，其中包含了中低

频波段的混合组网、5 G 和 4 G 波段的结合；研究内容包括：

建立独立的网络和不独立的网络结构，建立多波段的融合

传输机制，保证网络的上行覆盖。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领域，

5 G 采用的是 16-64 个信道，相对于 4 G 2-8 个信道，5 G 采

用 16-64 个信道。

3 AI 大数据概述

3.1 AI 大数据简介
智能模仿技术（AI）涉及利用机械装置来重现人类的

智慧行为，它融合了计算机科学、自动控制理论、逻辑思维、

生物仿生原理、语言分析、心理研究、医疗知识及哲学思考

等众多学科领域。其核心研究议题涉及自动人形机器、机械

学习技艺、逻辑推理自动化、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语言的

自然处理、专家决策支持系统、声音辨识技术、计算机图像

识别以及自动编程等多个技术层面 [4]。

3.2 AI 大数据特点
AI 大数据领域涵盖了机器学习、语言处理、声音辨识、

图像识别以及智能机器人等多项关键技术。在这些技术中，

机器学习（ML）赋予了系统自主进化的能力，它通过从实

际操作中汲取经验，优化自身性能，旨在实现无需人工干预

的自动化学习。自然语言处理（NLP）则致力于让计算机理

解日常用语，它依赖机器学习技术来分析语言数据，运用算

法揭示语言规律，将杂乱无章的语言信息转化为机器可解析

的结构。语音识别技术专注于将人类的语音指令转化为电子

设备能够识别的代码 [5]。计算机视觉则利用图像数据和深度

学习算法，让机器具备辨识物体并作出响应的能力。智能机

器人是具备学习能力的 AI 实体，它们能在特定场合独立执

行任务，拥有感知环境、处理信息、作出决策和执行指令的

能力，能够自主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完善策略并应对紧急

状况。

4 5G 与 AI 大数据融合的必要性

4.1 5G 与 AI 大数据互补性分析
融合 5G 技术与 AI 大数据，其核心动力在于它们之间

的互补性。凭借 5G 技术在数据传输方面的超高速度、极低

延迟以及巨大的连接容量，为数据的高效传输奠定了坚实基

础。另一方面，AI 大数据依靠其在数据处理和分析上的卓

越能力，使得大规模数据的处理变得可行。在整个数据从采

集到传输，再到处理及分析的过程里，5G 技术有效地突破

了数据传输的限制，而 AI 大数据则显著提高了数据处理与

应用的智能化程度。正是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促使 5G 与

AI 大数据的结合成为一种趋势。

4.2 技术融合推动行业发展
5G 与 AI 大数据的结合，预计将在众多产业中引发革

命性的变革。在自动化制造行业，依托 5G 技术的高效数据

传输能力，再辅以 AI 大数据深度挖掘与处理，生产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将得到质的飞跃。在智能医疗行业，借助 5G

的速度，远程医疗咨询和手术指导成为可能，同时，AI 大

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对医疗图像进行精准解析与判读。至于智

能交通系统，5G 和 AI 大数据的联合作用，能够促进车辆与

交通设施之间的即时信息交流，以及实现交通资源的智能化

管理，从而显著提高交通的流畅性和安全性。

5 5G 与 AI 大数据的应用研究

5.1 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

5.1.1 远程监控与控制
在智能化生产体系中，远程的管理和操纵环节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依托于 5G 技术的快速传输和极低延迟优

势，生产线上的设备数据能够即刻且精确地传送至远端管理

中心。借助 AI 大数据，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与

处理，进而完成对设备的远程操作和管理。这种新型的远程

管理手段，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且有效减少了生产

成本，增加了生产的灵动性和可控性。

5.1.2 生产数据智能分析
在整个智能制造流程中，对制造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

是提高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环节。5 G 为实时数据提

供了保障，而 AI 大数据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层分析与分

析。该智能技术通过对制造参数进行详细的分析，可以对装

备维护周期进行预估，改进制造工艺，提高质量水平。这些

智能的资料处理方法，提高了制造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

5.1.3 自动化与智能化生产流程
融合5G网络与AI大数据技术，促使生产制造向自动化、

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变。采纳智能机器人及自动化流水线等先

进设施，依托于 5G 高速传输和 AI 数据处理能力，生产作

业得以实现深度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这些先进设施能够依

据生产实际情况自主调节生产参数，改进生产步骤，从而提

升生产效率。此外，AI 系统还能对生产流程执行即时监控，

并实施预见性保养，有效减少设备故障发生，缩短停工时长。

5.2 智慧医疗领域的应用

5.2.1 远程医疗与诊断
借助 5G 技术的快速传输和短暂延迟优势，远程医疗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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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得以实现。医疗专业人士能够依托 5G 网络即时发送高质

量视频和医学图像资料，远程与病患沟通并作出诊断。这种

方式不仅减少了病患的时间与经济负担，还确保了他们能够

享受到更加迅速和专业的治疗服务。此外，5G 与 AI 大数据

的融合应用，为医生提供了诊断上的辅助，提高了诊断的精

确度和效率。

5.2.2 医疗数据智能分析
在医学领域，对大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与挖掘，对疾病

的预防、诊断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5 G 是实现医学信息实

时传输、共享的重要保障，AI 大数据则是对海量数据的深

度学习和分析。AI 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发现疾病的规律，预

测疾病的发展方向，制定个性化的诊疗计划，从而提高医疗

服务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5.2.3 辅助医疗决策与优化治疗方案
5G 与 AI 大数据的融合在辅助医疗判断与完善治疗策

略领域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通过对众多医疗档案和病例

的深度学习与分析，AI 系统能够为医师们提供更为严谨和

适宜的医疗决策参考。另外，AI 还可以根据病人的具体状

况和疾病特点，制定出一套针对病人的治疗计划和康复计

划。该方法既可提高医疗质量，又可使其更人性化，更人

性化。

6 5G 与 AI 大数据合作发展的未来展望

6.1 5G 与 AI 大数据融合的未来方向
5 G 和 AI 大数据相融合，必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

历史时期。这样的融合不但可以加速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可

以大大提高信息处理和决策的准确性。5 G 以其高速率、低

延迟和强连通性，可满足 AI 实时计算海量数据的要求，为

AI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在 5 G

大规模部署以及 AI 和大数据技术不断创新的背景下，二者

的融合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5 G 将为 AI 技术的发展奠

定重要基础，形成多元化的应用环境与海量的数据。同时，

AI 大数据在 5 G 通信系统中的应用也将进一步提升 5 G 移

动通信系统的整体性能与智能水平。

未来 5 G 和 AI 大数据的融合必将在很多方面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5 G 通信系统将通过 AI 技术与 5 G 通信系统

深度融合，实现网络自主参数设置、故障预测与智能维修，

提升 5 G 通信系统的鲁棒性与可信度。随着物联网终端数目

的不断增加，数据产生正逐步从网边迁移。5 G 和 AI 技术

融合将推动边缘计算的快速发展，实现实时实时的数据处理

与分析，降低网络的传输延时，降低网络对网络带宽的依赖

性。另外，两者的结合还将为 5 G 网络提供更为先进的自主

决定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自身的学习与调节功能，使

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服务要求，从而提高网

络的高效利用与总体效能。

6.2 技术创新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5 G 和 AI 技术的结合，为行业的革新带来了新的动能。

在制造企业的智能改造过程中，这种技术的应用可以推动生

产和智能的升级，从而提高生产率和质量。在医药卫生领域，

随着 5 G 和 AI 技术的结合，未来的远程诊疗、智能诊疗等

领域将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提升我国的医疗质量和效率。

在交通管控领域，5 G 和 AI 技术的结合将有助于无人驾驶

技术和 ITS 技术的发展，提升车辆通行的效率和安全性。此

外，AI 技术和 5 G 技术的结合，也会带来新的业务和新的

业务模式。例如，借助 5 G 和 AI 技术，VR 和 AR 技术可

以给用户带来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通过 5 G 与 AI 技

术的结合，实现了城市的智能化、精细化。

7 结语

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连接变得无所不在，而 AI 则赋

予了世界无尽智慧。这两者的紧密结合，无疑将引领我们进

入一个充满变革的新纪元。目前，5G 网络正从服务于人的

通信设施，转变为服务于物的连接枢纽，而 AI 的大数据分

析能力，则是推动万物智能化进程的核心力量。以数据为核

心驱动的 5G 与 AI 协同进步，不仅会激发新技术的诞生、

新平台的构建、新商业模式的探索以及新产业的崛起，更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引发深刻变革，迎来一个感知万物、连

接万物、智能万物的全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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