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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加入开发 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
■TMT快报

科技创新应用助力快递科技创新应用助力快递““加速跑加速跑””

近日，网易、美团等企业纷纷
开辟了鸿蒙操作系统的开发岗
位。同程旅行、宝宝巴士宣布启动
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在9月25日举行的华为秋季
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常务董
事、终端BGCEO、智能汽车解决方
案BU董事长余承东宣布，鸿蒙原
生应用全面启动，HarmonyOSNEXT
开发者预览版将在2024年第一季
度面向开发者开放。

迄今，软通动力、润和软件、深
开鸿、诚迈科技、拓维信息等企业
已经推出了开源鸿蒙发行版。鸿
蒙产业链人士表示，鸿蒙最终能否
上升到一个高度，主要取决于应用
生态。

鸿蒙将不再兼容安卓

据了解，HarmonyOSNEXT将完全自研系统
底层，不再兼容安卓应用，只能运行鸿蒙原生应
用。HarmonyOSNEXT开发者预览版将在2024
年第一季度面向开发者开放。

在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与近
40家合作伙伴举办鸿蒙生态合作签约仪式，包
括：小红书、招商银行、携程旅行、美图、58同城、
360浏览器、网易有道词典、石墨文档、classln应
用、洪恩识字、汉王科技、作业帮、亿图脑图
MindMaster应用、会见会议、2345好压、宝宝巴
士、喜马拉雅、讯飞听见、浩辰CAD、掌上生活、邮
储银行、钛媒体、驾考宝典、书生电子、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兴业证券、央广网、搜狐新闻、蜻蜓
FM、京东健康、动卡空间、东方财富、天天基金、
大智慧、深圳CA签章、中软国际、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等应用与服务商。

10月26日，包含支付宝、小红书、哔哩哔哩、
滴滴出行、同程旅行、哈啰等十余家知名互联网
企业，参加了华为在上海举行的鸿蒙生态伙伴联
合创新会，了解HarmonyOSNEXT的能力与特
性，现场达成10余个创新场景合作意向。

同程旅行移动端首席架构师俞锦星表示，公
司目前已基于HarmonyOS元服务，根据场景、行
为，智能化进行数据推荐，比如根据时间、地区、
用户偏好进行推荐数据。基于“大模型+旅行算
法”为用户的行前、行中、行后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比如用户旅行前，深度拟合用户站内行为，
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的种草内容，在用户旅行
中，提供给用户关键的出行信息，比如车站大屏、
退改延等关键信息，同时可以提供个性化的行中

服务，比如沿途美景提醒，中转周边推荐等。
中软国际智能物联网军团产品与研发总

裁范强表示：“我们在消费领域已经为鸿蒙生
态提供了350多种品类，以及200多个品牌客
户的服务。”

软通动力助理副总裁、鸿湖万联技术规划&
行业解决方案部部长叶晓宾表示：“鸿湖万联正
构建OpenHarmony的底座，也是鸿蒙操作系统
发行版的厂商。在行业标准上，我们和华为、交
通运输部致力于北斗系统在操作系统上的应用，
与还和搜狗等应用厂商共建软件生态。”

企业急招鸿蒙工程师

美团11月8日更新社招职位动态，公开招聘
鸿蒙基建工程师和鸿蒙高级工程师。职位要求
应聘者具备鸿蒙经验，熟悉ArkTS和鸿蒙上的
主流开发框架，且有鸿蒙APP开发经验。11月
13日，华为宣布与美团以鸿蒙操作系统为基础
进行产业创新、技术应用、商业发展等方面展开
全面合作，全力支持美团启动开发鸿蒙原生应
用工作。

网易11月10日更新了高级、资深安卓系统开
发工程师岗位，职位要求参与云音乐多端多系统
的产品（安卓、鸿蒙等）研发迭代。

今日头条在招聘安卓系统开发工程师也要
求应聘者“需要负责今日头条安卓、鸿蒙系统等
新技术方向调研，技术难点攻克，提供业务未来
发展的技术能力储备”。

宝宝巴士预计在2023年12月完成鸿蒙原生
应用“宝宝巴士”APP的核心功能开发，并计划于
2024年下半年推出HarmonyOSNEXT商用版

本，正式上架华为应用市场；同程旅行鸿蒙原生
版APP计划于2023年年底完成核心版本开发。

鸿蒙应用生态之路漫长而艰辛

“硬件生态对于通用的服务器领域或者PC
领域很重要。一般而言，硬件和软件（含操作系
统）是分开销售的，如果软件支持的应用生态不
够丰富，就是致命的。但鸿蒙应用场景主要是手
机、IoT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硬件和软件一般是
打包出售，硬件的适配主要由产品厂商负责，而
对于使用者（终端消费者）而言，主要还是看重应
用生态。”一位鸿蒙产业链人士称。

开源鸿蒙主要发行版厂商包括软通动力、润
和软件、深开鸿、诚迈科技、拓维信息等。

“做鸿蒙发行版的厂商已经挺多了，甚至一
些行业的非IT企业也参与进来，比如矿鸿、电鸿，
但我个人认为，鸿蒙最终要上升到一个高度，还
是要看应用。”该鸿蒙产业链人士指出，“和安卓
相比，眼下鸿蒙的应用生态还不是一个级别。更
重要的是熟悉、掌握鸿蒙应用开发的工程师需要
很长时期的培养。”

此外，面向应用的鸿蒙生态面临的挑战也有
很多。

“终端应用和服务器领域的应用不一样，无
法像服务器领域应用那样直接做适配迁移，工
期和投入相对可控，这才导致很多厂商去基于
鸿蒙去二次复制开发已有的应用。因此，鸿蒙
有一段比较艰辛的路要走，千万不要走成了诺
基亚symbian、三星tizen的老路。”鸿蒙产业链
人士称。

来源：科创板日报

日前，T3出行宣布与中国电信达成战略合
作。双方将共同打造国内出行行业首个生态大模
型——“阡陌”，逐步推出各类出行场景大模型解
决方案，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为智慧交通和智
慧城市落地注入新动能。

中国电信作为通信行业领军企业，同时也是
拥有全栈自研、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云服务国家
队，目前正在加速推动算力普惠，打造可满足多个
大模型同时训练的公共智算中心。

近年来，中国电信加速布局大模型赛道，构建
星河AI算法平台，推出百亿级参数的星河通用视
觉大模型2.0，并发布中国电信生成式语义大模型
TeleChat。

此次，T3出行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阡陌”出行大模型，为出行行业智能化发展
带来新动力。

在“阡陌”出行大模型支持下，T3出行与中国
电信将在多个场景展开深度合作，打造更优质的
出行服务和产品。

一方面，双方开发应用智能调度大模型，更
加精准和实时地预测出行供需热力变化，为司机
规划更为合理的行驶路线，进一步提升司机和整
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开发应用司乘服
务大模型，有效解决司乘服务中动作及物件影像
识别、语音语义识别等问题，让司乘出行安全更
有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也将合作开展智慧城市
业务，为优化城市道路和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提供
数据和智力支持，助力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高质
量发展。 综合

T3出行联手中国电信
共建出行生态大模型

智能AR眼镜：解放双手提升效率

每当消费者心急如焚地点开电商APP，查询
包裹的物流信息，看到包裹被一个站点接一个站
点地接力运送，内心的焦躁便会得到些许平复。
快递包裹每到一个站点，工作人员就会将相关信
息录入到系统中，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入库，由此
用户便能实时查询其运输进程。

在传统的出入库流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手持
PDA设备，对快递包裹面单上的条形码进行逐个
扫描，以获取包裹信息并将其录入到物流系统
中。操作手持设备需要至少占用工作人员的一
只手，而在出入库过程中，搬货、拣货、理货等环
节时常需要工作人员双手操作，手持设备此时反
而成了工作人员的“累赘”。此外，手持扫描设备
通常一次只能扫描单个包裹，这些因素都限制了
人员的工作效率，延长了快递的在途时间。

不过，随着AR技术及硬件设备的逐渐成熟，
将AR技术与网络信息技术结合起来的智能AR
眼镜如今正在悄悄改变着物流行业的传统工作
流程。

智能AR眼镜支持双目全彩AR显示，透过率
超过95%，在显示高清内容的同时还不遮挡人员
视线，能够实现双手操作和信息获取两不误。更
重要的是，其不仅是一款具备显示能力的AR眼
镜，它还是一台拥有独立计算能力的智能设备。

在拣货出库环节，佩戴这款智能AR眼镜的
工作人员无需再用手持设备扫描货物，他们在找
到货物时，眼镜便可以自动完成扫描操作。在需
要扫描多个货物时，只要货物在这款智能AR眼
镜的“视野”范围内，它都可以对包裹进行快速识
别，并确认货物的箱数与件数，确保拣货过程高
效，避免缺件、漏件情况发生。

该智能AR眼镜不仅能够扫描货物信息，其

还能够将货物在仓库中的具体位置等信息在镜
片上通过AR技术进行显示，快速指引工作人员
找到货物所在位置。同时，佩戴该眼镜的工作人
员还可以边走边查看货物信息，不再需要东奔西
跑，降低了工作人员与仓库内物流车辆等发生碰
撞的可能。

此外，佩戴这款智能AR眼镜的人还可以通
过语音通话功能实现与调度中心及其他工作人
员的对话，高效沟通，进一步提升拣货效率。

智能头盔：守护快递员平安出行

庞大的物流网络中既有“大动脉”也有“毛细
血管”。每一个快递包裹能够被准时送到用户手
中，都离不开一个个快递小哥的辛勤付出。智能
头盔的出现在保护快递小哥安全的同时，还能够
显著提升其派送效率。

在传统头盔基础上，智能头盔创新增加了佩
戴和碰撞检测系统、自感应尾灯、蓝牙耳机、麦克
风等。智能头盔内部嵌有智能检测模块，快递员
在佩戴头盔时，需与头盔进行绑定。借助该功
能，物流平台可以监测快递员的戴盔使用情况，
确保“一盔一戴”。

在配送过程中，快递员常需与商家及用户
进行电话沟通。智能头盔中内置的蓝牙模块，
可以与快递员手机无线连接，快递员可通过单
击或长按2秒方式接听或拒接来电。此外，考虑
到长时间佩戴蓝牙耳机会给耳朵带来不适，该
蓝牙耳机采用外放式立体声，让快递员久戴不
累。同时，智能头盔内置的麦克风具备风噪抑
制功能，即使在雨雪或大风天接打电话，通话质
量依然有保障。

同时，智能头盔还具备语音接单功能。外卖
骑手在配送过程中，手机上相关App会对骑手进

行多种语音提示，比如接单提示、到店确认提示、
顾客打电话提示，以及超速提醒、低电量提醒
等。骑手可以直接语音回复或使用快捷按键进
行确认。当光线昏暗时，智能头盔将开启自感应
尾灯，以提示后车，防止追尾，最大限度保障快递
员安全。

目前，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已经研发
出相关产品并投放应用。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其研发的智能头盔在拥有上述功能的基础
上，还具有诸多人性化设计。例如，该公司研制
的智能头盔能够防风、防水，头围可调。盔顶透
气孔可调，透气性好，头盔配备的磁吸式充电口
能够防止插反，充电2小时可用3天。

包裹分析系统：确保快递完好无损

保证包裹完好无损送达用户，是快递企业的
基本责任。在物流运输途中，暴力分拣、抛扔等
不规范操作是导致包裹破损的主要原因。这不
仅损害用户利益，也给物流行业自身带来了不良
影响。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在包裹分拣过程中出现
不规范操作，除了加强人员管理，科技手段也逐
渐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丰）开发的一系列快递包裹智能分析系统能够
有力保障包裹安全，提升物流效率。其研发的
违规动作检测子系统，能够对覆盖中转场和网
点的几十万个摄像头所拍摄的视频进行实时分
析，自动识别作业人员的违规动作以及违规评
级，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提醒和预警，极大降低了
快递的破损率。

顺丰研发的外包装破损检测子系统则能够
及时发现破损包裹，避免进一步损害托寄物。顺
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子系统通过工业相机
采集快件高清图片，进行外包装破损智能检测，
能够实时发现快递破损情况并介入处理，避免包
裹被进一步损坏。该智能分析系统可以检出肉
眼难以发现的损坏情况，比如穿透性破损、湿损、
皱褶及压痕等。

皮带传输机拥堵停转会造成流水线瘫痪，影
响分拣效率，同时堵转也会导致货物挤压、变形、
损坏等。为了对皮带机堵转现象进行实时监控，
顺丰研发出皮带机堵转检测子系统。该系统可
以通过分析摄像头监控画面，精准定位堵转区
间，实时上报并推送消息，确保堵转问题被快速
处理。 据《科技日报》

当地时间11月13日，英伟达发布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AI）芯片H200，旨在培训和部署各种
人工智能模型。

H200芯片是H100芯片的升级产品，集成
了141GB的内存，更加擅长进行“推理”。在用
于推理或生成问题答案时，性能较H100提高
60%至90%。

据英伟达官网消息，基于英伟达的“Hopper”
架构的H200也是该公司第一款使用HBM3e内存
的芯片，这种内存速度更快、容量更大，因此更适
合大语言模型。

借助HBM3e，英伟达H200以每秒4.8TB的
速度提供141GB的内存，与A100相比，容量几乎
是其两倍，带宽增加了2.4倍。

H200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上市，将与AMD
的MI300XGPU展开竞争。与H200类似，AMD
的芯片比其前身拥有更多的内存，这有助于大
语言模型来运算推理。

英伟达表示，H200将与H100兼容，这意味
着已经在使用H100进行训练的人工智能公司，
不需要改变他们的服务器系统或软件来适应
H200。

英伟达副总裁伊恩?巴克表示：“为了训练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应用程序，必须
使用高效能GPU。而有了H200，业界领先的人
工智能超级计算平台可以更快地解决一些世界
上最重要的挑战。” 综合

英伟达发布H200芯片
性能较上一代大幅提升

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9
月底，全国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突
破1亿千瓦，达到1.05亿千瓦，助推我国光伏发
电总装机规模超 5亿千瓦，达到 5.2亿千瓦。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安装
户数已超过 500万户，带动有效投资超过
5000亿元。

近年来，我国户用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经
济性不断增强、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开发规模
屡创新高，实现了大规模跨越式发展，在保障
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

今年1-9月，全国户用分布式光伏新增装
机3297.7万千瓦，约占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的
一半，超过全国光伏新增总装机的四分之一，
是去年全年户用光伏新增装机规模（2525万
千瓦）的1.3倍。

从区域分布看，截至今年9月底，山东、河
南、河北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居全国前三
位，装机容量分别为 2448万千瓦、2084万千
瓦、1666万千瓦，合计 6198万千瓦，约占全国
的60%。

据有关机构预测，我国农村地区可安装光
伏屋顶面积约273亿平方米，超过8000万户，开
发潜力巨大。 综合

全国户用分布式光伏
装机容量超1亿千瓦

过去一到“双11”，部分快递驿站便会“爆仓”。如今，这一窘境已经基本不再出现，不少
消费者感叹快递“神速”，“物流为什么这么快”甚至登上热搜。

小小快递包裹背后，是一条长长的物流链、一套复杂的物流网络体系，而科技则在其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个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正在显著提升人们收发快递的体验，
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