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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日新月

异，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经济第一支柱产业，

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新的历史高度。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新一

代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

争的制高点。

项目概要

信息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概述

1项
目



2

信息技术基础（第二版）

XINXI JISHU JICHU >>>

了解信息与信息技术
任务 1.1

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信息与信息技术已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使

得各行各业都发生深刻的改变，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

术深入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

于处于信息时代的我们来说，了解信息与信息技术相关知识就显得极为重要。

   任务情境

 任务目标

了解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了解信息社会的特征；了解信息系统的组成；了解数制

与编码知识。

 热点前沿

“中国制造 2025”的本质是工业信息化的智能化，其目标是

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最终实现制造业强国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用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的深度融合来引领和带

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制造业所要占据的一个制高点。

  任务实施

一、了解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

1. 信息

信息指音信、消息、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信息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人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信息，但大量信息是人的五官不能直

接感受的，人类通过各种手段，发明各种仪器来感受它们、发现它们。信息的表现形式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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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据、文本、声音和图像。信息具有传递性、共享性、载体依附性、可处理性、价值性、

时效性和真伪性等特征。

2.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是主要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

总称，它主要是应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计、开发、安装和实施的信息系统及应用软件，

也常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它主要包括传

感技术、计算机与智能技术、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

二、了解信息社会的特征

1. 信息数量急剧增长，出现信息爆炸

统计资料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信息量每 20 个月就增加近一倍。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信息量继续以几何级数增长。近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全球

数据量正在无限制地扩展和增加。根据国际权威机构 Statista 的统计，全球数据量在 2019 年约达

到 41ZB（ZB 即 10 万亿亿字节）。国际数据公司统计显示，全球近 90% 的数据将在这几年内产

生，预计到 2025 年，全球数据量将是 2016 年的 16.1ZB 的 10 倍，达到 163ZB。

2. 信息成为重要战略资源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信息资源的获

得、处理和利用直接关系到各项工作的进程和结果。例如，在科学研究中，确定选题、制订技

术路线和工艺方案、实施、总结（鉴定）、推广应用，每个阶段与科技信息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信息是科研工作的前哨；在商务活动中，信息就是金钱和财富；在现代化战争中，信息资

源的获取和利用程度可决定战局的胜负。

3. 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

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4. 信息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信息意识空前强化

信息技术在资料生产、科研教育、医疗保健、企业和政府管理及家庭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信

息的“触角”已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已深入人心，人们主动寻找信息和应用信息的

意识不断增强，网络操作日益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无论是学习研究、

劳动就业，还是寻医问药、文化娱乐、旅游观光、购物等，总是习惯“上网搜一下”，从网络中寻

找相关信息。同时，人们用在获得信息方面的资金，占整个生活总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

三、了解信息系统的组成

信息系统是由计算机系统、通信网络系统、信息资源、信息用户及规章制

度组成的以处理信息流为目的的人机一体化系统。

1. 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由计算机硬件系统和计算机软件系统构成。计算机硬件系统主要由 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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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五大部件组成：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与输出设备。计算机软件系统分为系统软

件和应用软件。系统软件是指控制和协调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支持应用软件开发和运行的系统。操

作系统是最重要的系统软件，用于控制其他程序的运行、管理系统硬件和软件资源，并为用户提供

操作界面。应用软件是指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软件，是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而编制的程序。

2. 通信网络系统

通信网络系统主要包括传输、交换和终端三大部分。传输是传送信息的媒体，传输介质有

光纤、双绞线等。交换是各种终端交换信息的中间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集成器等。终端

是指用户使用的手机和计算机等。

3. 信息资源、信息用户及规章制度

信息资源是信息系统处理的对象，如文本、数据、声音、图像等。信息用户是信息系统服

务的对象。规章制度规定用户如何使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和信息资源。

四、了解数制与编码

1. 数制

数制是指用一组固定的符号和统一的规则来表示数值的方法。按照进位方式计数的数制称

为进位计数制，简称进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采用的进位计数制是十进制，而计算机是

采用二进制的形式存储和运算的。除此之外，人们还常采用十六进制。

十进制是逢十进一，R 进制就是逢 R 进一，如二进制就是逢二进一。任何进位数制 R 中的

任意数 N 可表示为：N=an-1×rn-1+an-2×rn-2+…+a0×r0+a-1×r1+…+a-m×r-m，其中 r 表示基数，表

示 R 进制数可用 r 个基本符号（0，1，2，…，r-1）表示数值。例如，基数为 10，该进制为十

进制，有 10 个基本符号：0，1，2，…，9，计算方法逢十进一，表达式中的 rn-1、rn-2、r-m 称为

位权，指数码在不同位置上的权值，即在进位数制中处于不同数位上的数码表示数值的大小是

不同的。例如，十进制 5045，最左边的 5 表示 5×103，最右边的 5 表示 5×100。

进制数表示可以有以下两种书写方法：第一种用下标表示，如（256）10、（26B）16、（101110）2；

第二种在数值后加特定字母，D、H、B 分别表示十进制、十六进制和二进制，如 256D、26BH、

101110B。

2. 进制转换

（1）非十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将二进制数、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只需按各位的权展开计算，即各位乘以各自对应

的位权数，然后将乘积相加，举例如下。

10110.101B=1×24+0×23+1×22+1×21+0×20+1×2-1+0×2-2+1×2-3=22.625D

2A.2H=2×161+10×160+2×16-1=42.125D

（2）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

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采用除 2 取余的方法，十进制数的小数部分采用乘 2 取整的方法，举例

如下。

125.625D=1111101.1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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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

             2    125                余 1                  低位                                 0.625
              2    62                余 0                                                   ×           2               取整

                2    31              余 1                                                           1.250                  1                高位

                  2    15            余 1                                                   ×           2
                    2    7            余 1                                                           0.500                  0
                     2    3           余 1                                                   ×           2
                       2    1         余 1                  高位                                 1.000                  1                低位

以此类推，若要转换为十六进制，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采用除 16 取余的方法，十进制数的

小数部分采用乘 16 取整的方法。

（3）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采用的方法是“4 位分一组”，即以小数点为界，向两端每 4 位

为一组，不足 4 位时在最高位或最低位补 0，然后按照顺序写出每组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例如：

10110101.11B=1011 0101.1100B=B5.CH

（4）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的转换方法是“一位分为四位”，即将十六进制数的每一位写成

对应的 4 位二进制数。例如：

3A.B6H=0011 1010.1011 0110B=111010.1011011B

3. 了解信息编码

计算机只能存储 0 和 1 两种代码，因此只能以二进制的形式来存储和处理信息。数字、字

母、符号、汉字、语音和图形等非数值信息依据特定规则进行二进制编码之后才能进入计算机。

西文和中文形式不同，使用的编码也不同。

（1）信息编码的存储单位。

位（bit）：计算机中最小的数据单位。计算机中的数据都是以二进制来表示的，多个数码

（0 和 1 的组合）来表示一个数，其中的一个数码称为一位。

字节（byte，B）：计算机中信息组织和存储的基本单位，也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基本单位，

8 位二进制代码为一个单元存放在一起，称为一个字节。在计算机中，通常用 B（字节）、KB

（千字节）、MB（兆字节）、GB（吉字节）、TB（太字节）、PB（皮字节）来表示存储器（如内

存、硬盘和 U 盘等）的存储容量或文件的大小。存储容量指存储器能够包含的字节数。存储单

位 B、KB、MB、GB、TB、PB 的换算关系如下：

1KB=1024B=210B  1MB=1024KB=220B  1GB=1024MB=230B

1TB=1024GB=240B  1PB=1024TB=250B

字长（word long）：中央处理器一次能够并行处理的二进制代码的位数。字长是衡量计算机

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字长越长，计算机数据的处理速度越快。计算机的字长通常是字节的整

数倍，如 8 位、16 位、32 位、64 位等。

（2）西文字符编码。

计算机对字符进行编码时，通常采用 ASCII 和 Unicode 两种编码。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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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学习

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SCII 码（表 1-1-1），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一个 ASCII 码只需要

一个字节，ASCII 码只占用一个字节中的低７位，最高位为校验位。最高位为 0，表示西文字符。

表 1-1-1 标准 ASCII 码

b3b2b1b0

b6b5b4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0000 SP 0 @ P ` p
0001 ! 1 A Q a q

0010 ” 2 B R b r

0011 # 3 C S c s

0100 $ 4 D T d t

0101 % 5 E U e u

0110 & 6 F V f v

0111 ’ 7 G W g w

1000 （ 8 H X h x

1001 ） 9 I Y i y

1010 * ： J Z j z

1011 + ； K ［ k {

1100 ， ＜ L \ l |

1101 - = M ］ m }

1110 . ＞ N ^ n ~

1111 / ？ O _ o Del

（3）汉字编码。

根据应用不同，汉字编码可分为输入码、国标码、机内码、字形码。

①输入码：输入汉字时用的编码，如拼音码、五笔字型码、区位码等。

②国标码：我国指定汉字交换码的国家标准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

代号为 GB2312-80。国标码规定：一个汉字用两个字节表示，每个字节只用 7 位编码，如汉字

“保”的国标码为 3123H。

③机内码：计算机内部进行存储、处理、传输所用的代码。机内码 = 国标码 +8080H，如

“保”的机内码 =3123H+8080H=B1A3H。

④字形码：存储在字库中，用于显示汉字和打印汉字时输出汉字的“形”。字形码是汉字的

点阵表示，显示时通常用 16×16 点阵，打印时可选用 24×24、32×32、48×48 点阵等。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一起简称为“云物大智

移”，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典型特征，人类社会已从“互联网 +”步入“智能 +”

时代。万物互联通过智能化技术为各行业深度赋能，是数字技术发展升级的全新

阶段，并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消费端的成功应用进一步迁移到产业端，催生了个

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等新模式、新业态，重塑了产业结构和生产

模式，激发了效率革命，打造了传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新的岗

位和业务，对科学技术、经济和人才需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项目概要

人工智能12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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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任务 12.1

2016 年 3 月，随着谷歌 AlphaGo 以 4∶1 战胜世界著名围棋九段

选手李世石（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人工智能达到的智能水平在全

球引起轰动，也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热

度，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任务情境

 任务目标

能够准确描述人工智能的定义、特征和理论基础；能够准确描述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及分

类；了解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情况及服务内容。

 热点前沿

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带

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希望到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

技术的全球领导者，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

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AI 行业是继互联网之后的另一个 

“风口”。

看一看

扫描二维码观看人工智能相关介绍。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很火热，但是大部分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还不到位，比较抽

象。通过扫码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机器人的表演，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人工智能。

AlphaGo 与李世石对战

春节联欢晚会 
机器人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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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的定义、特征和理论基础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指利用技术学习人、模拟人，乃至超越人

类智能的综合能力；具体包括使用机器帮助、代替甚至部分超越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

决策等功能的技术手段，如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大数据等。

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互联网行业里出现的新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等，也不同于各个细

分领域和新商业模式，如即时通信、社交、电商、O2O 等。虽然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同

属技术颠覆与变革，但人工智能处在更高阶的维度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互联网及新兴

技术改造的是传统行业，是应用层的创新，但人工智能改变的是互联网本身。这种改变体现了

人工智能的全新交互方式、自进化和去节点化三个特征。

1. 全新交互方式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用户交互层上的革命，真正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让语音交

互、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成为新的传递媒介和对话窗口。

2. 自进化

互联网在 20 多年来的演变过程中，其智能化一直存在并不断提升。从最初的门户、导航，

到百度搜索进化后的阿拉丁、框计算、知识图谱，以及这两年的个性化推荐、千人千面……，

发展到了更高维的深度神经网络学习、机器学习的能力，具备了语音、图像等识别、认知、理

解和交互的能力，是一种累积多年后的突变。这种变化，无论是对用户个体，还是对整个行业

来说，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

3. 去节点化

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互联网信息、服务获取的固有模式，只需要给智能机器人吩咐一声，

其一会儿就完成了人们想要的服务，不需要打开网页或者应用、查找、比价、选择、支付等，

让一切变得简单化了。

去节点化改变的是信息、应用和服务的组织与匹配方式，过去是显性、透明且有用户参与

的行为，而人工智能直接将这个过程浓缩起来，数据处理、逻辑判断及交互表达的动作都在后

台的“黑匣子”里发生，都被电子化、数字化、云化了。毫无疑问，这种改变会对传统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产生不可逆的颠覆，也会让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竞争法则“失效”。

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也是一门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心理学和哲学等知识。总的说

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涉及哲学、数学、计算机、控制学、神

经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所以人工智能不仅知识量大，而且难度高。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及分类

1. 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

人工智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提出，经历了两次发展高峰和两次发展低

谷。之后，随着诸多关键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进入爆发期。其发展阶段如 

图 12-1-1 所示。 人工智能的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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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阶段

2.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的商业化时代已经到来，各类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寻找落地场景。整体上，受政策和市场环境的驱动，人工智能商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1）技术趋势。

趋势 1：强人工智能。虽然在技术上面临极大的挑战，在风险和社会伦理等方面也颇具争

议，但是目前学界和业界还是积极地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之中。

趋势 2：仿生化。一个较受关注的方向是从生物神经系统结构的角度考虑，模拟出大脑神

经元与神经通路的工作模式，即从结构上“仿真大脑”，而后训练出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工智

能算法或应用。仿生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距离应用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2）商业趋势。

趋势 1：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随着各类开源、开放平台的建立，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门

槛逐渐降低。这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场景和行业赋能。

趋势 2：精细化、专业化。在具体场景层面探索技术边界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所能解

决的问题更加精细，所需的产品和技术也更加专业化。

趋势 3：生态化。无论是从技术层深入到场景还是场景层主动引入技术，人工智能企业将

更加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的商业场景，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上下游产业，从数据、算法和算力

等多个层面健全各自的商业生态，这将是人工智能企业核心的竞争壁垒之一。

3. 人工智能的分类

（1）按实力层次分类。

人工智能的概念很宽，所以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如果说人类可以分成儿童、青年和老

人，那么与人类相似，人工智能按照实力层次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

能、超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是擅长单个方面的人工智能，如能战胜象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

AlphaGo。强人工智能类似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但是创造强人工智能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科

学家把超人工智能定义为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聪明很多的人工智能（目前也

未实现），对于超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好好把控。

（2）按实现方式分类。

按照人工智能实现“智能”的方式和发展层次，人工智能还可以分为运算智能、感知智能、

认知智能。运算智能，即快速计算和记忆存储能力，如 1996 年 IBM 的深蓝计算机战胜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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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感知智能，即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能力，如当下十分热门的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认知智能，即“能理解会思考”，如当前具有自学功能的机器人。

（3）按产业层面分类。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链正处于快速完善的过程，从上游基础技术研发到中下游技术应用和用

户习惯的养成，各环节的合作模式逐渐成形，并呈现精细化运营的趋势。根据人工智能大生态

中不同企业提供的技术、产品与服务侧重点的不同，人工智能产业链可大致分为基础层、技术

层和应用层三个环节。

①基础层。

基础层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基础的软硬件和数据支撑，包括技术平台（云平台、开源框架、

开发工具等）、基础硬件（芯片、激光雷达、传感器、服务器等）、数据及相关管理技术、通信设

备等。

②技术层。

技术层包括以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生物识别、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知识图谱、

AR/VR 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为驱动的算法和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及相关技术平台。技术层是目前

人工智能商业化的主力，大量“AI+”方向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由技术层企业来推动落地。

③应用层。

应用层也是方案层，是从具体场景来看人工智能，既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厂商主导推出的各种

“AI+”解决方案，也包括由传统行业或当前较为成熟的商业主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来为产业赋能

的“+AI”。从应用领域来看，人工智能应用层的跨度非常大，几乎渗透了各个产业的各个环节。

应用层是商业化的最前沿，是现阶段最具有创新活力的环节，已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三、人工智能的应用

1. 智能制造

随着工业制造 4.0 时代的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智能装备，

包括自动识别设备、人机交互系统、工业机器人以及数控机床等具体设备。二是智能工厂，包括

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管理以及集成优化等具体内容。三是智能服务，包括大规模个性化定

制、远程运维以及预测性维护等具体服务模式。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尚不能完全满足制

造业的要求，但作为一项通用性技术，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相融合是大势所趋。智能制造的应用如

图 12-1-2 所示（扫码观看工业机器人）。

图 12-1-2 智能制造的应用

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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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主要是基于物联网技术，通过智能硬件、软件系统、云计算平台构成一套完整的

家居生态圈。用户可以远程控制设备，设备间可以互联互通，并进行自我学习等，可整体优化

家居环境的安全性、节能性、便捷性等。智能家居的应用如图 12-1-3 所示（也可扫码观看）。

图 12-1-3 智能家居的应用

智能家居的应用

3. 智慧金融

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智能获客、身份识别、大数据风控、智能投顾、智

能客服、金融云等，该行业也是人工智能渗透最早、最全面的行业。未来人工智能也将持续带

动金融行业的智能应用升级和效率提升。例如，第四范式（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一套 AI

系统，不仅能精确判断一个客户的资产配置，做清晰的风险评估，还能智能推荐产品给客户，

将转化率提升了 65%。

4. 智慧零售

人工智能在零售领域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无人便利店、智慧供应链、客流统

计、无人仓 / 无人车等都是热门方向。如京东自主研发的无人仓采用大量智能物流

机器人，广州图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客流统计等（扫码观看

仓储物流智能化）。

5. 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ffic system，ITS）是通信、信息和控制技术在

交通系统中集成应用的产物。ITS 应用最广泛的地区是日本，其次是美国、欧洲

等地区。目前，我国在 ITS 方面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对交通中的车辆流量、行车

速度进行采集和分析，可以对交通实施监控和调度，有效提高通行能力、简化

交通管理、降低环境污染等。智能交通的应用如图 12-1-4 所示（扫码观看无人

驾驶）。

仓储物流智能化

无人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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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4 智能交通的应用

6. 智能安防

安防领域涉及的范围较广，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区、城市、国家安全。目前，智能安

防类产品主要有四类：人体分析、车辆分析、行为分析、图像分析。智能安防行业现在主要受

到硬件计算资源的限制，只能运行相对简单的、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算法，随着后端智能分析

根据需求匹配足够强大的硬件资源，也能运行更复杂的、允许有一定延时的算法。这两种方式

还将长期同时存在。智能安防的应用如图 12-1-5 所示。

图 12-1-5 智能安防的应用

7. 智慧医疗

目前，智慧医疗在辅助诊疗、疾病预测、医疗影像辅助诊断、药物开发等方面已经发挥重

要作用，但由于各医院之间医学影像数据、电子病历等不流通以及企业与医院之间合作不透明

等问题，技术发展与数据供给之间存在矛盾。

8. 智慧教育

机器通过图像识别，可以批改试卷、识题答题等；通过语音识别，可以纠正、改进发音。

人机交互可以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等。AI 和教育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教育行业师资分布

不均衡、费用高昂等问题，从工具层面给师生提供更有效率的学习方式，但还不会对教育内容

产生较多实质性的影响。教育机器人如图 1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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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 教育机器人

9. 智慧物流

物流行业利用智能搜索、推理规划、计算机视觉以及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在运输、仓储、配

送装卸等流程上已经进行自动化改造，能够基本实现无人操作。目前，物流行业大部分人力分

布在“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环节，京东、苏宁、菜鸟争先研发无人车、无人机，力求抢占市场。

无人机送货如图 12-1-7 所示（扫码观看无人机送货）。

图 12-1-7 无人机送货 

无人机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