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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通信信息技术在物联网时代的应用探讨

冯�伟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贵州�贵阳�550002

摘�要：5G通信信息技术在物联网时代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提升通信速率、降低时延及增强连接能力，推动了
物联网应用的深化。本文探讨了5G在物联网中的抗干扰方法、专网定制化需求、共存化及网络切片等关键技术，并分
析了SDN/NFV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以及5G如何助力智慧医疗、智能交通、农林植保等领域的发展。最后，展望
了物联网在5G背景下加快商业化进程、促进产业链发展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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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5G通信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物联网时代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5G以其高速率、低时延、大连
接的特点，为物联网提供了强大的通信支撑，推动了各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旨在深入探讨5G通信信息技术
在物联网时代的应用，分析其在提升通信效率、满足行

业定制化需求、促进多领域融合等方面的作用，并展望

物联网在5G背景下的未来发展前景。
1��5G 通信技术

5G通信技术，作为4G技术的自然演进与飞跃，其诞
生标志着通信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革命。5G不仅以惊
人的速度运行数据，还极大地缩减了延迟时间，同时

实现了能耗的有效降低，为网络环境的深度拓展铺设

了坚实基础。在高连通性的环境下，5G确保了多个通信
频段间的稳定共存，显著增强了用户的流量体验，并灵

活调整了网络空间架构，使之更加适应复杂多变的应用

场景[1]。5G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深刻丰富了泛互联网技术
的内涵，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在

信息化、数据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网络不仅是信息

传递的媒介，更承载着促进社会发展、提升民众生活质

量的重要使命。5G技术的引入，以其卓越的能效比、高
速率传输和超强稳定性，有效应对了传统通信技术难以

克服的瓶颈问题。具体而言，5G技术的两大核心优势尤
为显著：一是其惊人的设备连接能力，支持海量机器类

通信，即便在数据洪流中也能保持网络畅通无阻，大幅

减少了网络拥堵和延迟现象，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流

畅体验。这一特性不仅拓宽了网络覆盖范围，还降低了

运营成本，提升了整体网络效能。二是其强大的移动带

宽功能，与4G相比，5G在峰值速率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为各类线上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无论是日常业务办

理还是应急、工业、医疗等关键领域的应用，都能享受

到几乎无延迟的网络体验，极大地提升了服务效率和可

靠性。

2��5G 通信信息技术在物联网时代的应用探讨

2.1  物联网通信抗干扰方法
蜂窝物联网以其低功耗、高连接性和成本优势，正

引领着物联网技术的革新，其终端模块设计的超长待机

能力（长达10年之久）以及单扇区惊人的连接数（超过
10万），为物联网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蜂窝物联网依托LTE技术的成熟产业
链及其全球覆盖优势，正加速推动广域物联网的建设进

程。在实现大规模覆盖与节能降耗的目标下，多种技术

模式如独立载波、LTE带内及LTE保护带等应运而生，它
们各自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潜在的干扰因素及应对

策略需进行细致分析。物联网通信中的干扰问题，如同

暗流涌动，直接威胁到物理层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导致

误码率攀升，直至信号中断，严重影响用户体验。尤其

对于物联网这类需长期稳定运行的系统而言，通信干扰

不仅增加掉线率，还加剧了系统负荷。物联网的信道容

量与信噪比息息相关，在带宽既定的情况下，任何干扰

都将导致信道容量缩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物联网

技术已深入工业、医疗、家居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

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广域物联网的兴起，更是激发了对

抗干扰技术的迫切需求，推动着该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应

用推广。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通信环境，物联网抗干扰

技术的不断精进，成为保障物联网系统稳定运行、促进

物联网行业持续繁荣的关键所在。

2.2  专网行业定制化需求
5G技术的引入，以其卓越的大带宽特性，赋予了物

联网行业前所未有的精准定位能力，实现了3至5米范围
内的精确位置追踪。这一技术革新不仅提升了物联网应

用的高精度与全场景适应性，还以其易维护、低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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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显著降低了网络运维的复杂度和总体成本，增强

了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商用竞争力。在高精度网络授时技

术的加持下，物联网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

这一技术为电力、工业控制、交通运输、自动驾驶等多

个关键领域提供了强大的同步与高效协同能力，确保了

物联网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靠性。5G网络的广泛覆盖
特性，使得基站部署更加灵活多变，有效保障了专业物

联网络的无缝连接需求。无论是城市密集区域还是偏远

地区，都能享受到稳定可靠的5G服务。5G网络内置的端
到端QoS监控机制，能够实现对网络质量的精准检测与保
障，确保物联网大连接场景下的数据传输效率与服务质

量。相较于传统网络，5G网络在端到端时延、抖动等关
键性能指标上展现出显著优势，通过实时测量手段，不

仅确保了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还为用户提供了可视、

可管、可控的网络管理体验。这种能力使得物联网业务

服务得以更加稳定、可靠地运行，为行业用户提供了可

承诺、可保障的服务质量。

2.3  物联网共存化、网络切片、综合运维
随着5G网络的逐步成熟，预计到一年左右，其广

覆盖能力将实现无缝部署，为物联网带来前所未有的变

革。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4G与5G物联网的共存化
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运营商在推进5G建设
的同时，仍需维护现有的4G网络，以确保服务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面对4G与5G混合运维的复杂挑战，综合运
维体系亟需升级以适应这一变化。5G网管与云平台的深
度融合，成为实现高效运维的关键。通过云网业务一体

化，运营商可以实现对网络资源的全面监控、灵活编排

和即时升级，极大地提升运维效率和响应速度[2]。在综合

运维中，网元共管与Pool管理策略的实施，使得不同网络
层级的资源得到统一管理和调度，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

置。同时，支持虚拟资源的编排能力，为5G网络切片技
术的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SDN（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的引入，更是让5G部署切片网络配置和端到端切片的部
署管理变得高效而灵活，满足了不同行业对网络的差异

化需求。

2.4  SDN/NFV技术
在5G通信技术的宏伟蓝图中，SDN（软件定义网

络）与NFV（网络功能虚拟化）技术扮演着基石般的角
色，它们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推动5G网络架
构革新的关键力量。SDN通过解耦控制平面与数据转发
平面，实现了网络资源的灵活调度与智能管理，而NFV
则通过将传统网络设备的功能软件化，运行在通用硬件

上，极大地增强了网络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在5G通

信技术的构建过程中，SDN与NFV的深度融合，为网
络的分层管理提供了可能，控制层、管理层、应用层的

清晰划分，使得网络管理更加高效、便捷。这种架构的

引入，不仅简化了通信网络的管理流程，还实现了多层

次、多规模的自动调整与优化，有效减少了人工干预，

提升了网络系统的整体效能。更为重要的是，SDN/NFV
技术的运用，为5G通信技术的无线信号覆盖性能带来
了显著提升。通过构建虚拟网络结构，可以根据不同行

业、不同场景的需求，灵活定制网络解决方案，实现网

络资源的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这种高度灵活性和可定

制性，使得5G网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行各业，满足其
多样化的网络需求。

2.5  普及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新兴趋势，正依托物

联网与5G通信技术的融合创新，展现出广阔的发展蓝
图。这一融合不仅携手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前沿科技，共同应对当前医疗卫生体系中的诸多挑战，

还精准对接了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医疗需求，开启了

医疗服务的新篇章。除了引领远程手术等尖端医疗实践

外，智慧医疗的应用潜力远不止于此。在患者服务层

面，智能导诊系统凭借其高效便捷的特性，极大地简化

了就诊流程，同时，结合可穿戴设备与远程医疗服务软

件，患者得以享受足不出户的看病体验，医院的服务效

率与患者满意度均显著提升。在医疗环境管理方面，智

慧医疗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密布的传感器

网络，手术室、ICU等高标准环境得以全天候、高精度的
监测，确保医疗环境持续达标，为病患康复筑起坚实屏

障。此外，医疗设备的安全管理也迎来了智能化升级，

内置的传感器实时追踪设备使用状态，有效预防因设备

故障引发的医疗风险，为医疗安全保驾护航。

2.6  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的兴起正悄然重塑出行生态，其运营商主

导的模式正引领着市场向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经济

且环保的方向迈进。这一变革得益于国家对于创新技术

的积极支持与政策引导，使得自动驾驶技术得以迅速落

地，并逐渐融入大众生活。自动驾驶出租车、公交车等

新型交通工具，不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成为了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大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的真

实选择。百度作为行业先锋，已成功在多个城市部署了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如北京、重庆、阳泉等地已率先实

现商业化运营，累计服务乘客超过五十万人次，这一数

字不仅彰显了技术的成熟度与市场的接受度，也预示着

智能交通时代的大幕正徐徐拉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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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四季度，百度旗下的自主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

跑”更是实现了乘客订单的飞跃式增长，约21.3万的订单
量，近乎于前一季度的两倍，这一亮眼成绩无疑为智能

交通的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7  农林植保
在农林植保领域，无人机技术的革新正引领着植保

作业的现代化进程。无人机凭借其强大的负载能力，实

现了植保作业的全面机械化，极大地提升了作业效率与

精准度。同时，5G网络的融入，如同为无人机插上了翅
膀，使得无人机与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前所未

有的迅速与稳定。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其负载的

传感器与设备，实时采集农田的土壤湿度、作物生长状

况及病虫害情况等关键数据。这些数据通过5G网络的高
速传输，瞬间抵达数据中心，为后续的决策与分析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云平台作为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核心，对

无人机采集的实时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借助

先进的算法与模型，云平台能够迅速识别出农田中的潜

在问题，如病虫害的早期迹象、土壤养分的不足等，并

生成相应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云平台还支持数据

中心的远程操作功能。这意味着，无论管理人员身处何

地，都能通过电脑或移动设备远程监控无人机的作业情

况，实时调整作业策略，确保植保作业的顺利进行。

3��物联网在 5G通信技术背景下的发展前景

3.1  加快商业化进程
在物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加速5G通信技术的商

业化进程成为了关键一环。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

5G技术的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等特性，还需巧妙融
合各种通信技术，创新通信策略，以高效稳定的步伐推

动物联网产业链的转型升级[3]。通过将物联网产业链与

商业化进程深度融合，明确发展导向，我们能够对传统

通信技术进行全面革新，为物联网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

通信体验，进而赢得市场的广泛认可与支持。5G通信技
术在物联网中的深度应用，不仅是对现有通信能力的升

级，更是对用户体验的颠覆性重塑。它以一种全新的交

互方式，让通信变得更加智能、便捷，深刻影响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方式。展望未来，随着5G技术的不断成熟与

拓展，多元化连接与发展将成为可能，这将为物联网产

业链注入强劲动力，开启无限可能。加快物联网产业链

的商业化进程，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市场

需求的迫切呼唤。

3.2  加快物联网产业链发展速度
当前，物联网产业链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其迅猛势头离不开通信技术，尤其是5G技术的强力驱
动。过去五年间，物联网行业的复合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29%以上的高位，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这一过程
中，各类专业设备的不断完善，不仅提升了物联网的整

体性能，也极大地丰富了用户体验。为了进一步加速物

联网产业链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利用5G通信技术的优
势，提升其时效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全面优化互

联网信息传输的效率。5G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提
升数据传输速度，降低延迟，还能为物联网产业链注入

新的活力，推动其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拓展。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凝聚行业力量，鼓励专业人员和

通信技术公司深入研究5G通信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效
果，结合当前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不断创新和完善5G
通信技术的应用实践。

结束语

综上，5G通信信息技术为物联网的广泛应用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基础，其在抗干扰、专网定制、网络切片等

方面的创新应用，不仅提升了物联网的性能和可靠性，

还推动了智慧医疗、智能交通、农林植保等领域的智能

化发展。展望未来，随着5G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物联网产
业链的逐步完善，物联网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加便捷、智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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