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DOI: https://doi.org/信息科学与工程研究·第 04卷·第 04 期·2023 年 10 月 10.12349/iser.v4i4.1669

Research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icai Wu
Yulin Branch,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ommunication Industry Service Co., Ltd., Yulin, Guangxi, 
537600,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y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 on various affairs is 
also growing.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veals the “secret weapons” of technology giant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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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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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随着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
能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各项事务的信息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论文深入探
讨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并揭秘科技巨头们在这一领域的“秘密武器”。

关键词

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吴纪材（1986-），中国广西玉林人，本科，

工程师，从事电子信息工程研究。

1 引言

21 世纪，人类已经步入一个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

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

模拟人脑思维、实现智能决策的技术，逐渐成为计算机通信

与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热点。

2 研究背景及意义

20 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科学的诞生以及半导体技术的

突破。从那时起，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开始以令人难

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到了 21 世纪初，互联网的普及、移动

通信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崛起，让计算机通信与电子

信息技术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

在这个背景下，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

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

的普及，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电脑等终端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让各行各业都迎来了数字化转

型的新机遇。例如，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正

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计算机通信在人工智能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计算机通信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信息传输、存储和

处理的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计算机通信技术主要应用于

数据传输和信息交换，为 AI 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电

子信息技术是指利用电子元器件设计和制造某种特定功能

的电子系统，包括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存储等。在人工

智能领域，电子信息技术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强大的硬件

支持，使得 AI 系统能够高效地运行和处理海量数据。

此外，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的融合为人工智能

领域带来了更多的创新。随着 5G、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的融合将为人工智能领域提供

更多新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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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重要性

3.1 计算机通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性
计算机通信是指计算机系统之间通过各种通信介质和

设备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在人工智能领域，计算机通信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计算机通信为数据传输提供了便

利，使得各种数据能够快速、高效地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之

间传输，对人工智能的训练和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

为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输入，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

和推理。另一方面，计算机通信为分布式计算提供了可能。

在人工智能领域，分布式计算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它可

以将一个大规模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小规模的问题，分别在不

同的计算机上进行计算，最后将计算结果进行汇总。这种计

算方式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缩短问题解决的时间。

3.2 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性

3.2.1 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是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将物

理量（如温度、湿度、声音等）转换为电信号，为人工智能

提供输入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传感器技术被广泛应用于

环境监测、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领域，为这些领域提供了

丰富的数据来源。

3.2.2 芯片技术
芯片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负责数据的计

算和存储。在人工智能领域，芯片技术至关重要，因为它直

接决定了计算机系统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速度。随着人工

智能应用的不断拓展，对芯片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2.3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如 RFID、红外传感器

等）将物品连接到网络上，实现物品的智能化管理。在人工

智能领域，物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能交通、

智能医疗等领域。通过物联网技术，这些领域可以实现数

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来源。

4 计算机通信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4.1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通过对

图像和视频进行处理和分析，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和识别真实

世界。计算机通信技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应用，使得大量

图像和视频数据能够在不同设备之间快速传输和共享，为人

工智能算法的训练和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4.2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主

要研究如何让计算机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计算机通信技术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应用，使得大量文本数据能够在不同

设备之间快速传输和共享，为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和应用提

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4.3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主要研究

如何让计算机识别和理解人类语言。计算机通信技术在语音

识别领域的应用，使得大量语音数据能够在不同设备之间快

速传输和共享，为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和应用提供了丰富的

数据资源。

总之，计算机通信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为科技

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未来，随着计算机通信技

术的不断进步，相信人工智能将更加智能化、普及化，为人

类带来更加便捷、美好的生活。

5 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5.1 智能控制
智能控制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控制系统进行优化

和改进的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智能控制被广泛应用于工

业控制、智能家居、自动驾驶等领域。例如，工业控制可以

应用于生产自动化、设备维护等领域，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

成本；智能家居可以应用于智能照明、智能安防等领域，提

高生活质量和安全性；自动驾驶可以应用于无人驾驶、交通

管理等领域，提高交通效率和安全性。

5.2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和挖掘的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数据分析被广泛应

用于用户画像、金融风控、医疗诊断等方面。

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数据，而电子信息技术正是数据收

集和处理的重要工具。例如，在图像识别领域，电子信息技

术可以大量收集图像数据，并进行有效的数据处理，帮助人

工智能系统进行精准的图像识别。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我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数据是人工智能系统的

基础，是进行精准识别和决策的关键。

5.3 算法的优化
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据的

重要性。数据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是进行精准识别和决

策的关键。

总体来说，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不

仅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

6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融合应用

6.1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融合应用现状
计算机通信技术是将计算机系统与通信系统相结合，

实现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和资源共享。而电子信息技术则

是研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系统及设备等方面的

技术。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融合应

用，表现为数据中心、云计算、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新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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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快速发展。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全球数据量呈现

出爆炸式增长，这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

料”。计算机通信技术在大数据采集、传输、处理等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技术保

障。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将更加智能化、自主化地从海

量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为各行各业提供智能化决策

支持。

随着 5G、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边缘计算逐渐成为计

算机通信领域的研究热点。边缘计算将数据处理、存储、分

析等计算任务从中心化的云端迁移到网络边缘，为人工智能

提供了更快速、高效的计算能力。同时，边缘计算可以有效

降低网络延迟，为人工智能实时应用提供有力支持。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能力，而集成电路

技术为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随着人工

智能算法的不断演进，对计算芯片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电

子信息技术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等方面的进步，将有力推

动人工智能芯片向更高性能、更低功耗的方向发展。

传感器作为人工智能的“触角”，对于人工智能的感知、

决策与执行具有重要意义。电子信息技术在传感器设计、制

造等方面的突破，将推动传感器向更高灵敏度、更多功能、

更低成本的方向发展。这将有助于人工智能更深入地应用于

各个领域，为人们提供更便捷、智能的服务。

6.2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融

合应用的优势
计算机通信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

显著的成果。以 5G 通信技术为例，其高速、低延迟、大连

接的特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自动驾

驶领域，5G 技术可以实现车辆与道路基础设施、其他车辆

以及云端服务器的高速连接，使得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实时获

取大量数据，提高行驶安全性。此外，5G 技术还可以为远

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等领域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支持，使

得人工智能在这些领域得以广泛应用。

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融合应用也具有很大

的优势。以大数据技术为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

分析和挖掘，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发现数据之间的潜在关联，

从而实现对未来的预测和决策。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与物

联网技术相结合，将传感器、智能设备等与网络连接，实现

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这种融合应用不仅可以提高数据处

理的效率，还可以为人工智能提供更加丰富、全面的数据来

源，从而提高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通信和电子信息

技术的“大脑”，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将通信和电

子信息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以深度学习技术为例，通过

对大量数据进行训练，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提取数据特征，实

现对未知数据的预测和分类。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

语言处理等领域，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极大地

提高了计算机通信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

6.3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融

合应用的挑战
尽管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融

合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问题。随着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融合应用，大量用户数据被收集和分析，如何确

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不受侵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

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制定。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涉及众

多领域和行业，如何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实现各

领域和行业的互联互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人

才培养问题。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融合应用，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4 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融合应用未来发展趋势
面对挑战，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融合应用仍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未来，5G、物联网、

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新兴技术将进一步融合，为人工智能的

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基础设施。同时，随着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技术的不断创新，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将得到有效

解决。此外，随着技术标准和规范的不断完善，各领域和行

业将实现互联互通，会在更多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7 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启示与建议

7.1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能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是关键。中国应该加大研

发投入，特别是在计算机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的融合上，以

提升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核心技术能力。

7.2 构建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升级
人工智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

中国应该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升级。

7.3 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发展环境
政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导。中国应该加强政策引

导，优化发展环境，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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