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 赋能行业应用与创新】

【5G Enabling Industry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269】
课程学分：【2】
课程学时：【32】

面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课程性质：【系级专业选修课程】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使用教材：【无】

参考书目【3GPP TS 38.300: NR; NR and NG-RAN Overall Description】
【3GPP TS 38.401: NG-RAN;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3GPP TS 38.410: NG-RAN; NG general aspects and principles】
【New Directions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ystems】
【5G_mobile communications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 2050091（4）】

二、课程简介 

5G 与其说是通信网络技术，倒不如说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平台，正如搭好平台好唱

戏，依托 5G 平台，实现产业整合、行业融合，再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 
5G 网络不同于传统的移动通信网络，5G 网络可以说是网络能力(上行大带宽、双向低

时延、网络切片、边缘计算、高精度定位等原子能力)的组织和提供形式。 
利用 5G 网络，搭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平台，实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边缘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上述技术

 以 5G 赋能行业应用为中心，

 物联网实现设备及终端中数据的采集与智能感知，

 云计算为 5G 应用提供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及服务，

 大数据为 5G 应用提供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服务，

 人工智能在大数据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数据处理的增强，

 边缘计算满足 5G 高可靠、低时延场景的应用需求，

 区块链构建行业服务产业链及可信应用环境。

5G 与上述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将催生行业大量的新业务、新产品与新应用，推

动行业应用创新发展。基于上述背景分析，为培养具有 5G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能力、

助力行业应用集成创新方面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开设《5G 赋能行业应用与创新》课程。

本课程首先回顾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和通信网络所面临的挑战，引出 5G 的愿景与

需求、5G 的标准化、5G 的性能要求和 5G 应用场景。其次，介绍为满足 5G 性能要求所需要

的无线通信技术，如多址技术、多载波技术、多天线技术、调制编码技术等。第三，介绍 5G
网络架构设计：5G 网络的安全、5G 接入网网络架构、5G 核心网网络架构。第四，介绍 5G
网络支撑技术：移动云技术、SON 技术、D2D 技术。第五，探讨 5G 赋能行业应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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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是一门适用于计算机、通信、电子类大三年级本科的学科选修课，学习基础需要

有模拟与数字电路等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还应该具备团队合作、沟通等综合素

质。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毕业要求 指标点 关联

LO11:结合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知识，能够将高等数学、线性

代数、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等运用到复杂工程问题的恰当

表述中

LO12:能针对一个系统或过程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

LO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LO13:能将工程和专业知识用于计算机系统的设计、管理过

程中，并进行改进

LO21:具备对系统设计、软硬件开发等涉及到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识别与判断，并结合专业知识进行有效分解的能力



LO22:具备对分解后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表达与建模的能力

LO23:具备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求解的能力

LO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

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LO24:在充分理解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开

展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

LO31：对软硬件系统设计遇到的问题能进行调研并明确相

关约束条件，针对系统设计完成需求分析

LO32：能针对需求分析独立进行算法设计和程序实现，并

能测试验证算法与程序的正确性



LO33：能针对特定需求完成计算机应用软件模块的设计

LO34：能针对特定需求有效的实施嵌入式系统或相关模块

的设计

LO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

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

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

现创新意识 
LO35：了解计算机应用对社会、安全、法律等的影响，能

够从系统的角度权衡复杂计算问题所涉及的相关因素，提

出解决方案，完成系统设计、实现，并通过测试或实验分

析其有效性

LO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结合智能制造行业，具有将智

能制造中关于应用系统开发各方面知识集成的能力，并根

据实际对系统设计进行优化

LO42：能够根据系统应用开发方案构建合适的系统环境，

进行系统开发

LO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

LO43：能够对开发的系统进行分析和测试，能够对测试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针对软硬件系统开发中的理论性

和操作性问题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LO51：能熟练运用绘图工具，表达和解决计算机系统工程

的设计问题

LO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

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

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

LO52：能根据具体项目的特点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工

具进行设计开发



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LO61：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的经历

LO62：熟悉计算机专业领域相关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LO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

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

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LO63：能客观评价计算机应用项目的实施对社会、健康、

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LO71：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

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



LO72：能正确认识并评价计算机科学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的

影响



LO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

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LO73：爱护环境：具有爱护环境的意识和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环保理念。

LO81：能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LO82：具备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懂法守法；注重职业道

德修养

LO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

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LO83：富于爱心，懂得感恩，具备助人为乐的品质。

LO91：能够理解团队合作的意义，能与团队成员有效沟

通，用人单位评价好

LO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

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

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LO92：能够在团队中根据角色要求发挥应起的作用，工作

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LO101：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复杂

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LO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

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

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

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LO102：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对计算机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

国际状况有基本的了解，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

交流

LO111：理解软硬件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软硬件项目管理原

则和经济决策方法
LO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

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LO112：能够将软硬件项目管理方法应用到软硬件开发各个

环节和部门协调中

LO121：能够根据课程要求进行自主学习LO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LO122：能够采取适合的方式通过学习发展自身能力，并表

现出自我学习和探索的成效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预期学习成果要可测量/能够证明）

序号 课程预期 课程目标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五、课程内容

第 1 单元 5G 通信网络概述（2 学时）

了解 5G愿景与需求、5G网络的性能、5G应用场景。

重点：5G应用场景。

第 2 单元 5G 网络架构设计（16 学时）

掌握 5G网络架构设计。包括：5G接入网网络架构、5G核心网网络架构、5G网络工作流程。

重点：5G接入网网络架构、5G网络工作流程。

第 3 单元 5G 无线通信关键技术（6 学时）

理解 5G无线通信技术：多址技术、多载波技术、多天线技术、调制编码技术。

重点：多址技术。

第 4 单元 5G 支撑技术（4 学时）

5G支撑技术：移动云技术、SON技术、D2D技术。5G 的频谱需求，5G 网络规划和部署方

面的问题。

第 5 单元 5G+行业应用研究（4 学时）

领域一：金融领域

领域二：智慧城市领域

领域三：物联网领域

领域四：工业互联网领域

领域五：车联网领域

领域六：教育领域

领域七：医疗保健领域

学习成果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1

LO21

具备对系统设计、软硬件开发

等，涉及到的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识别与判断，并结合专业知

识进行有效分解的能力。

课堂教学、

讨论、查阅资料、

分析总结。

课后作业

调研分析报告

2
LO32

能针对需求分析独立进行算法

设计和程序实现，并能测试验

证算法与程序的正确性。

课堂教学、

讨论、查阅资料、

分析总结。

课后作业

分析报告

3

LO71

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

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课堂教学、

讨论、查阅资料、

分析总结。

课后作业

分析报告

4
LO72

能正确认识并评价计算机科学

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的影响。

课堂教学、

讨论、查阅资料、

分析总结。

课后作业

总结报告



领域八：电力能源领域

领域九：环保领域

领域十：农业领域

领域十一：新媒体领域

六、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课程无实验。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景志宏   系主任审核签名：戴智明   审核时间：2023.09.

总评构成（X） 评价方式 占比

X1 课程研究报告 50%

X2 课内讨论 20%

X3 专题总结 20%

X4 考勤、课堂参与度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