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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可相连的时代，我们的5G网络越
织越密。

6月 6日，5G商用牌照发放5周年。我
国累计建成5G基站超370万个，5G移动电
话用户超8亿，万物互联惠及千行百业和社
会生活。

回望前路，1987年中国正式进入1G模拟
时代，经历了2G跟随、3G突破、4G同步，2019
年迈入5G时代，并开始引领行业发展。

这5年，我们的5G网络“上天入地”。
最高6500米！中国移动在珠峰地区海拔

6500米开通全球最高的5G基站。
最深达万米！在新疆塔里木油田，万米

深井实现5G信号全覆盖。
从海南三沙永兴岛，到青藏高原三江源

……一座座跨越山海的基站，联通着人们能
到达的广袤天地。

2023年，中国电信首发基于天通卫星系统
的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用户可通过手机卡接入
天通卫星网络，5G服务插上了卫星通信的翅
膀。今年5月，手机直连卫星业务落地香港。

网络覆盖广，网速更快，短视频等5G应
用快速普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超高
清视频在京张高铁上实现了5G直播，仅咪咕
视频上冬奥视频播放量就超过340亿次。

“建得好”更要“用得好”。这5年，5G与
各行各业互联互通，带来新的产业生态。

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采煤机司机

身着白衬衫，动动手指就能精准操控位于地
下240米的采煤机，实现5G网络远程“一键采
煤”；高6.8米、载重170吨的无人驾驶矿车井
然有序地穿行于矿坑之中，工作人员远在千
里之外，通过5G网络用手机就能实时查看矿
区情况……

在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行业，这样的“科
幻”场景已是日常。

这只是5G赋能产业的一个缩影。如今，
国民经济 97 个大类中，七成以上已用上了
5G。在采矿、港口、电力、智能制造等领域，5G
更是得到广泛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计划，

“十四五”期间推动建设1万个以上5G工厂。
5G+，“火花四射”，正在让我们的生活更

加智慧。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5G+AI趋势明显。

搭载了5G网络和AI大模型的汽车，通过5G
网络瞬间上传、下载云端数据，车辆AI助手不
仅“秒懂”车主的意思，还能识别车主的声音，
实现智能操控。

2024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将规
划1亿个可连接4G/5G网络的11位公众移动
通信网号码专用于车联网业务，以支持智能
网联汽车和车联网业务高质量发展。

在5G网络加持下，华为盘古、百度文心
一言、科大讯飞星火等AI大模型纷纷“上车”，
助力产业创新，赋能城市发展。

5G下半场，将如何演进？

今年 3 月，中国移动在杭州全球首发
5G-A商用部署，公布首批100个5G-A网络商
用城市名单，计划于年内扩展至全国超300个
城市，建成最大规模的5G-A商用网络。

2024年是5G-A创新发展的关键一年。
5G-A是5G的演进和增强，是介于5G和6G之
间过渡阶段的移动通信技术，能够在容量、速

率、时延、定位等方面实现大幅提升，将更好
地匹配人联、物联、感知、高端制造等场景。

向5G-A升级、向6G演进……从概念到
落地，看似简单，但还要解决诸多难点问题。

每一次技术突破，每一次应用创新，都将
为未来产业带来更多可能，为智慧生活更添
精彩。 （新华社记者高亢）

日前，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康君副教
授团队研究发现，辣椒碱可以激活胃内抗氧
化系统，预防酒精所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
此外，该团队发明的由白蛋白包被的辣椒碱
纳米制剂可以显著提高药物溶解度和递送效
率，在酒精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大鼠模型
中表现出卓越的抗氧化和抗炎效果，证明了
该研究结果的应用潜力。

该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经费资
助，相关成果已发表于生物学科领域著名学

术期刊《eLife》。
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在大量饮酒时，

乙醇进入胃内被快速吸收，直接损伤胃黏膜
上皮细胞，破坏胃黏膜的屏障作用，导致胃黏
膜充血、水肿、糜烂，甚至胃出血，即所谓“酒
精性急性胃炎”。该过程与氧化损伤密切相
关，而“胞质接头蛋白Keap1-转录因子Nrf2-
抗氧化反应元件Are”通路是人体最重要的抗
氧化系统之一，其中转录因子Nrf2主要负责
增强抗氧化应激反应，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

激的危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们一直在努

力寻找能够激活该转录因子的分子，并研发
了一系列激动剂。但这些激动剂在实际应用
中面临两个挑战：一是人工合成小分子调控
Keap1存在“脱靶”效应，容易产生副作用；二
是人工合成小分子诱导的Nrf2过度激活可能
诱发癌症。因此，开发一种不直接产生化学
反应也能让抗氧化系统发挥作用的小分子抑
制剂，对于改善酒精性急性胃炎意义重大。

辣椒碱是辣椒的关键活性分子，也是辣
味成分的主要来源。该研究团队在体外使用
多种技术证明辣椒碱能够直接与Keap1蛋白
的关键部分结合，并改变它的形状和功能，从
而促进Nrf2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目前尚未
出现不直接结合 Keap1 的天然小分子化合
物，表明辣椒碱可能是一种安全且新颖的
Nrf2激动剂，这将有助于开发用于氧化应激
相关疾病的先导药物，如衰老、癌症、神经退
行性和心血管疾病等。 （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揭示饮酒过量伤胃的预防新机制

监测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
提升，由2012年的8.80%上升到2023年的29.70%，目前
已接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0%”的目标。

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修订《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国家卫生健康委
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持续提升健康素养，着力增
进全民健康”有关情况。

健康素养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今年6月起，我国将
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从增加优质
健康科普产品供给、净化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境、加强
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动员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参与等
方面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素养需多方参与。中
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介绍，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在
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方面发挥重要技术支撑作用，包括研
究提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主要内容、开发健康教育核心

信息和科普材料、开展健康素养监测等方面工作。
随着5G时代来临，如何发挥信息化等科技创新手段提

升居民健康素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陆韬宏介绍，当
地持续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新型智慧服务，让医疗数据
联通更快速、让患者预约就诊更便捷、让家庭健康监测更有
效。家庭医生通过平台信息开展智能化重点人群随访，结合
健康智慧驿站等开展线上线下精准化健康管理。

网络上健康科普内容鱼龙混杂，一些“伪科普”或不
科学的说法措辞易误导公众。

据介绍，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央宣传部、中
央网信办等部门制定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
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从发布、传播、监
管、社会监督等多环节发力，规范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的
健康知识发布和传播。

米锋介绍，下一步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加大优质健
康科普作品推广传播。对一些不良信息、虚假信息，及
时处置辟谣，净化健康科普网络环境。

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作中，公立医院如何发挥作

用？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介绍，作为公立医院，要
充分发挥人才优势、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在促进全民素
养提升行动中发挥“龙头”作用，引导医务人员在日常诊
疗和平时工作中向患者、向公众宣讲疾病预防保健知
识，加强健康教育职责。

今年新修订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
技能》明确指出“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对
此，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表示，食盐过多
可导致高血压、骨质疏松、肥胖症等风险增高；油脂过多
可致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等风险增高；糖摄入过多
可能导致超重肥胖、龋齿等危险因素。

当前已进入夏季，一些传染病也进入高发季节，个
人如何提高健康素养预防相关疾病？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在日常生活
中，公众如果患了传染病，要加强自身健康管理。平
常戴口罩、勤洗手，不吃腐烂变质食物、不喝生水、做
饭时熟食和生食用的菜板分开，做好家庭通风、日常
消毒等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发挥信息化作用、规范健康科普……

我国多举措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6月6日北京2024全民健康素养大会现场。新华社记者鲁鹏摄

发牌5周年！

中国5G“联”出智慧未来新图景

观众在第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上了解5G+氢能源无人驾驶拖拉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