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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电脑芯片齐发 AI贯穿高通新产品线
■TMT快报

新型储能技术路线新型储能技术路线““百花齐放百花齐放””

北京时间10月25日，在2023
骁龙峰会上，高通推出第三代骁
龙8移动平台。

此外，高通还宣布推出面向
个人电脑（PC）的计算处理器——
骁龙 XElite，支持在终端侧运
行超过 130亿参数的生成式 AI
模型。

高通公司CEO安蒙表示：“我
们正在进入AI时代，而终端侧生
成式AI对于打造强大、快速、个性
化、高效、安全和高度优化的体验
至关重要。”高通的两款全新芯片
在设计中，也均充分考虑了终端
侧生成式AI体验的需求。

逐步研发新一代技术

当前，电化学储能凭借响应快、建设周期
短、转化效率高等优势占据一席之地。根据中
国电池工业协会数据，截至今年9月，储能电池
出货量为110.7吉瓦时，占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
的93%。锂离子电池占电化学储能主导地位，
占比达90%以上。

记者注意到，对于当前锂电池面临的安全、
能量密度等问题，业内正逐步研发新一代技术。

在材料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预计，
硫-锂子电池安全性、比能量和循环性高，既可
用于动力电池及规模储能，未来规模可与磷酸
铁锂，三元材料相当。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
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及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
刘科提出，液体是最佳的能源载体也是最佳的
储能载体。“绿色甲醇这一材料将在可再生能源
储存、运输、使用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性能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会明表示，其
团队正开发适应深空、深海、极地等极端气候环
境下宽温域铝储能技术。实验室数据显示，其
极限温度可达负70摄氏度，放电可以到60%以

上，可在负30摄氏度以下充电，循环稳定性可
达5000次以上。此技术无需储能柜及空调设
备，计划今年12月份建设5-10兆瓦时示范电站。

除电化学储能外，当前，压缩空气储能、飞
轮等其他储能技术也在加速规模化发展。

华驰动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执行总裁孟德超表示，飞轮储能具有响应
快、充放电次数极高、充放电能力零衰减、无污
染等优点，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于储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孟德超表示，
“各技术路线都在发挥作用，包括未来几年还会
有新的技术出现，不是说谁要把谁给取代掉，而
是（各技术路线）要找准最终的位置。”

以飞轮储能为例，孟德超表示：“目前飞轮
储能还未发挥出真正优势。未来，随着电网频
率不稳定性问题日益突出，飞轮储能将在调频
方面发挥其更大价值。”

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成降本关键

记者注意到，当前，不少新型储能技术正加
速产业化发展。其中，液流电池作为新型储能
代表，自今年以来，其产业链企业融资火热，总

额超21亿元。产业链企业相继宣布扩产，合计
规划产能超12.2吉瓦。

需要注意的是，储能产业发展离不开降
本。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
成为当前储能降本的关键。

以液流电池为例，当前，全钒是液流电池中
商业化最快、度电成本最低的路线。中国科学
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碳中和能源研究院院长
赵天寿表示，电堆与电解液占全钒液流电池储
能系统成本80%以上，提升电解液利用率是降
低系统成本，推动其产业化的关键。

北京星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辰新能）首席科学家、中南大学教授刘素琴表
示，当前液流电池产业化发展有赖于关键材料
（包括隔膜、电极、电解液、双极板等）的进步。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做哪一方面，它的提升
幅度都不会很大，但如果一起去解决的话，性能
提升将会很明显。”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通过垂直一体化布局
实现降本。以星辰新能为例，该公司成立于
2021年，业务覆盖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的研发、制
造、生产。其相关人士表示，该公司目前已布局
上游钒矿和电解液厂，从而保障上游供应安全，
降低中间成本。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则通过
探索电解液租赁等新型商业模式，从而降低
储能系统初始投资成本。据了解，该模式已
在“枞阳海螺水泥6兆瓦/36兆瓦时项目”中首
次应用。

从整个储能行业来看，当前新能源配储逐
渐向共享、共建储能电站模式转化，共享储能可
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市场，通过容量租赁、现货能
量套利、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多个渠道收益。

截至目前，青海、湖南、山东等地已建立相
应的共享储能商业模式。

天合储能有限公司总裁孙伟表示：“共享储
能可接受电网统一调用，提升系统的利用效率，
降低新能源场站配储的初始投资，同时规模化
建设更利于集中管理。”

来源：科创板日报

近日，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与英
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共同宣布，将
合作推出新的混合人工智能计划。这也意味
着，联想将作为英伟达的市场合作伙伴，提供基
于英伟达MGX架构的新的企业级AI解决方案
和混合人工智能服务。

联想集团方面表示，通过与英伟达的合作，
联想将提供完全集成的系统，将人工智能驱动
的算力引入数据生成的各个地方，从边缘到云
端，帮助企业部署定制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在联想最新人工智能服务的支持下，这些
解决方案使企业可以采用混合云方法——通过
英伟达AIFoundation（人工智能基础）云服务
构建自定义人工智能模型，再由英伟达最新生
成式人工智能设计的硬件设备和软件驱动的联
想本地系统来运行。

除了英伟达，联想集团此次还宣布了多项
合作：与英特尔携手推动AI在客户端、边缘、网
络和云端的所有工作负载上的规模化应用；与
AMD在智能设备、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等方面
继续合作等。

在杨元庆看来，未来企业级大模型将与公
用大模型和公有云并存，构成混合形态、混合部
署的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这种混合的趋
势已经出现，如混合办公和数字化办公空间。
不过，要打造全景式的人工智能还需解决一个
问题，即用户的个人数据、隐私、企业商业机密
等信息的安全。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

联想集团联手英伟达
推混合人工智能计划

高性能AI注入第三代骁龙8

高通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兼手机业务总
经理克里斯?帕特里克表示：“第三代骁龙8将
高性能AI注入整个平台系统，给消费者带来顶
级性能和非凡体验。该平台将开启生成式AI
的新时代——赋能用户创作独特内容、帮助生
产力提升，并实现其他突破性的用例。每一年，
我们都致力于打造领先的特性和技术，从而赋
能最新骁龙8系移动平台和下一代安卓旗舰终
端，第三代骁龙8不负使命。”

从现场公布的数据来看，第三代骁龙8基
于高通Kryo64位架构，采用4纳米制程工艺。

连接方面，第三代骁龙8集成了新的骁龙
X75基带，它是全球首款“5GAdvanced-ready”
基带产品，支持十载波聚合，并承诺在Wi-Fi7
和 5G中实现 10Gbps峰值下行速度，支持从
600MHz至41GHz的全频段。

CPU方面，第三代骁龙8移动平台采用了
“1+5+2”架构，包括1个基于Arm Cortex-X4技
术的主处理器，主频最高可达 3.3GHz；5个最
高 3.2GHz的 Cortex-A720性能核，以及 2个基
于 Cortex-A520的 能 效 核 ，最 高 频 率 为
2.27GHz。相比上一代产品，性能提升30%、能
效提升20%。

GPU方面，第三代骁龙8搭载的是Adreno
750（频率达903MHz）GPU，高通表示其性能和
能效均实现了25%的提升。Adreno750支持
新一代的图像运动引擎，最高可以实现手机端
240FPS超高帧率的手游画面。其同样支持游戏
超分技术，支持最高 8K规格的游戏分辨率。
全新的骁龙8移动平台在支持光线追踪的基
础上，这次又引入了实时全局光照和反射技
术，可以实现更加逼真的光影效果。目前，虚幻
引擎UE5Lumen已经率先支持该技术，并特别
针对骁龙平台做了深度优化。

AI是第三代骁龙8强调的重点，第三代骁
龙8升级为HexagonNPU，高通专门为其配备

了独立的供电电路，能效提升了40％。Hexagon
NPU矢量单元与内存之间增加了直连通道，处
理效率更高。全新的骁龙8移动平台支持包括
MetaLlama2在内的多模型生成式AI，其可处
理的大模型参数超过100亿，每秒可执行最多
20Token。高通还为其提供了全新的一体化AI
Stack开发平台，首发支持20多个不同模型，支
持Pytorch等各种AI框架。

全新的骁龙8移动平台即将集中上市，其
中，小米争得了首发权。小米集团合伙人、总
裁卢伟冰在发布会现场展示了搭载第三代骁
龙8移动平台的全新小米14系列真机，同时也
公布了实测游戏性能表现。按照卢伟冰的现
场 描 述 ，小 米 14运 行 游 戏 时 能 够 在 保 持
59.3FPS的帧率情况下，将机身温度控制在43.2
摄氏度，功耗降低10%。“全新的骁龙8移动平
台是实现手机高性能、高能效的最佳选择。”卢
伟冰表示。

高通推出骁龙XElite

在骁龙峰会期间，高通还推出了面向PC的
计算处理器——骁龙XElite。

骁龙 XElite平台采用定制的集成高通
Oryon处理器，这款行业领先的移动计算处理
器的性能高达竞品的两倍；达到相同峰值性能
时，功耗仅为竞品的三分之一。

骁龙XElite专为AI打造，支持在终端侧运
行超过130亿参数的生成式AI模型，凭借快达
竞品4.5倍的AI处理速度，其将继续扩大高通在
AI领域的领先优势。

这款开创性平台将开启计算新时代，凭借
一流的CPU性能、领先的终端侧AI推理和支持
多天续航的高能效PC处理器，显著提升PC体
验。AI正在变革人们与PC的交互方式，骁龙X
Elite旨在支持未来的高负载智能任务，赋能强
大生产力、丰富创造力和无处不在的沉浸式娱
乐体验。

高通表示，骁龙XElite的性能可以超过英
特尔和苹果的同类芯片。它的性能优于比苹果
的芯片M2Max，同时耗电量更少。

高通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计算与游戏业
务总经理克达尔?坎达埔表示：骁龙XElite标志
着计算技术创新的巨大飞跃，全新定制的高通
OryonCPU性能强悍，将为消费者带来惊人的
能效，并将创造力和生产力提升至全新水平。
强大的终端侧AI将支持无缝的多任务处理和全
新的直观用户体验，赋能消费者和企业的创作
和发展。

搭载骁龙 XElite的 PC预计将于 2024年
面市。

全新音频平台推出

此外，高通宣布推出面向耳塞、耳机和音箱
设计的第一代高通S7和S7Pro音频平台。结
合高性能、低功耗计算、终端侧AI和先进连接，
这两款产品将开启音频创新全新时代，打造突
破性的用户体验。第一代高通S7Pro音频平台
包含超低功耗Wi-Fi，用以扩展音频终端使用范
围，远超目前仅利用蓝牙所实现的连接距离，让
用户能够在家庭、楼宇或园区内边散步边听音
乐或进行语音通话。

高通技术公司副总裁兼可穿戴设备与混
合信号解决方案业务总经理迪诺?贝基斯表
示：“第一代高通S7和S7Pro音频平台为通过
超低功耗实现高性能的音频树立了全新标
杆。其融合与终端侧AI协同工作的顶级技术，
不论用户是在进行会议、社交、游戏、听音乐或
是需要片刻的宁静，都能在任何场景中获得沉
浸且个性化的音频体验，第一代高通S7Pro音
频平台包含超低功耗 Wi-Fi和革命性的高通
XPAN技术，进一步革新音频体验，实现全屋和
楼宇的音频连接覆盖，支持高达192kHz的多通
道无损音乐串流及面向游戏的增强多通道空
间音频。” 综合

咨询机构Yole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
半导体芯片市场将出现强劲增长，预计从2022
年的430亿美元增至2028年的840亿美元，期间
复合年增长率将达11.9%。

YoleIntelligence市场研究总监埃里克?穆
尼尔表示：“到2022年，每辆车包含价值约540
美元的半导体芯片，预计到2028年将增至约912
美元。这是由ADAS和电气化的采用推动的，每
辆车的芯片数量从850个增加到1080个。”

关键驱动因素有很多，包括电气化、需要
SiC等新型基板、用于ADAS组件的小至16纳米/
10纳米的先进技术节点，以及对内存（尤其是
DRAM）和4级和5级自动驾驶汽车的计算能力
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晶圆层面，YoleIntelligence预测晶圆出
货量将从2022年的3740万片增至2028年的5050
万片，包括内存、处理器和MCU，其中12英寸晶圆
领先。由于EV/HEV的采用，SiC器件将继续增长，
而16纳米以下的先进节点将由ADAS技术驱动。

YoleIntelligence高级技术和市场分析师
于洋表示：“半导体供应仍然受到限制，特别是
对于成熟节点而言，芯片制造商的选择包括使
用较小的节点重新设计芯片或与中国代工厂合
作，这些代工厂将在政府的支持下扩大规模，有
可能达到成熟节点33％的市场份额。” 综合

2028年全球汽车半导体
产业规模将达840亿美元

俄罗斯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大学日前公
布，该大学科学家成功研制出一款多通道温度
记录仪MRT-2，该记录仪将被用于2024年发射
的“生物型-M”2号空间实验室中。

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大学建模与控制问题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柳波芙?库尔甘斯卡娅介绍，
MRT-2是一种在装有生物样本的容器中持续监
测特定点位温度状况的系统，这些容器将被放
置在外太空环境下的轨道实验室表面。通过研
究所获得的数据，生物学家能够更准确了解外
太空的温度如何变化，以及由于温度波动导致
实验样本发生变化的过程。

在2014年俄罗斯发射的“光子-M”4号生物
技术卫星上，就曾经使用过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
大学研制的类似温度记录仪。库尔甘斯卡娅介
绍，与上代设备相比，MRT-2进步明显，可更好应
对宇宙辐射的影响，可记录正负150摄氏度范围
内的数据，对每个生物样本的测量精度更高，提
供了更多测量点，总共有28个独立的测量通道，
相关参数在俄国内和世界范围均处于领先。

MRT-2全部使用俄国内电子元件生产，软件
由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大学独立设计。俄科学
家认为，该设备今后有望被指定为标准设备，用
于随后的“生物型-M”系列轨道实验室。目前，
MRT-2的制造和地面测试工作已按计划完成，正
等待“生物型-M”2号空间实验室的最终组装。

“生物型-M”2号空间实验室计划于2024年
7月发射，搭载小鼠、果蝇、真菌、细菌和细胞组
织等实验样本，在轨时间1个月，主要目标是研
究失重和高水平宇宙辐射对生物体在系统、器
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的生物效应，同时测试未
来俄新空间站轨道的安全性。 据《科技日报》

俄罗斯研制出
新型太空温度计

第三代骁龙8移动平台
采用“1+5+2”架构

1个主处理器
主频最高可达3.3GHz

5个性能核
最高频率为3.2GHz

2个能效核
最高频率为2.27GHz

日前，在2023中国国际新型储能发展峰会上，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理事长刘宝生
表示，截至今年9月份，中国新型储能累计招标115吉瓦时，累计中标55.3吉瓦时。
其中，新型储能累计规模14.8吉瓦/39.9吉瓦时。工商业储能方面，累计备案4.1吉
瓦时，超过15个省份峰谷价差超过每千瓦时0.7元。

当前，新型储能技术路线“百花齐放”，不少新技术正迎来产业化发展，技术及商业
模式创新成为储能降本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