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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视角下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在即时通信中的应用

苏洪平

四川科创技工学校

[摘 要] 即时通信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沟通工具，其发展历程见证了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的巨大
进步。从最初的文本消息传递到现在的音视频通话、文件共享和实时协作，即时通信的功能日益丰富，
用户体验不断提升。随着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和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即时通信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新技术的涌现为即时通信带来了新的性。基于此，本文章对新技术视角下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在即时
通信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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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insta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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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communication tool in moder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stant
messaging has witnessed the great progress of compute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From the beginning
of text messaging to audio and video calls，file sharing，and real-time collaboration，instant messag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versatile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user needs and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technical environment，instant messaging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has brought new properties to instant
messaging.Based on thi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insta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technologies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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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先进的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了即时通讯，并满足了企

业、人们各方面的通讯需求。因此，以企业、学生这两个社会

重要组成部分为例，从客观的角度说明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对

即时通讯工具的重要性。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计算机电子

信息技术在即时通信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和深入。这些新技术

为即时通信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体验和更多的性。

一、目前即时通信存在的问题
（一）隐私与安全隐忧

即时通信软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便

捷性和即时性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随着技术的不

断发展，隐私与安全隐忧也日益凸显。数据泄露风险是即时通

信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用户在使用即时通信软件时，会频繁

地交换文字、图片、视频等敏感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不法分

子窃取或滥用，将给用户带来严重的后果。个人信息泄露导致

身份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而商业机密或敏感信息的泄露则

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即时通信软件还常常成为恶意软件和计

算机病毒的传播渠道，进一步加剧了隐私与安全的威胁。

（二）技术挑战与兼容性问题

即时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技术挑战与兼

容性问题，不同即时通信软件之间存在通信协议差异，导致用

户在使用不同软件时无法顺畅地进行信息交换。这种“信息孤

岛”现象不仅降低了用户体验，还限制了即时通信软件的应用

范围。随着即时通信功能的不断丰富，移动终端的能耗和流量

需求也随之增加，而有限的电量和高昂的资费却成为用户使用

的瓶颈。即时通信软件在处理大量并发请求时，也面临着服务

器压力增大、消息延迟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即时通信

软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限制了其在大规模用户场景下的应

用。

二、新技术视角下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在即时通信
中的应用

（一）安全加密技术的革新应用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在即时通信中的

安全加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传统的即时通信软件往往面临

数据泄露、恶意软件攻击等安全威胁，而现代安全加密技术的

应用则有效提升了通信过程的安全性。具体来说，端到端加密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即时通信中，该技术确保信息在发送端和接

收端之间传输时始终保持加密状态，即使数据被第三方截获也

无法解密，从而保护了用户的隐私安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身

份验证和消息验证机制也被引入到即时通信中，通过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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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信度。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

仅提升了即时通信软件的安全性能，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安全

可靠的通信环境。

（二）人工智能与即时通信的深度融

人工智能与即时通信的深度融合，为用户带来了更加智能

化、个性化的通信体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对用户行为的

深度学习和分析，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推荐和个性

化服务。在聊天过程中智能助手可以根据用户的聊天内容和习

惯，自动推荐相关话题或资源，提升聊天的趣味性和效率。人

工智能技术还能够实现对恶意信息和垃圾信息的智能过滤，保

障通信环境的清朗。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和

分析，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过滤掉垃圾邮件、恶意链接等有害

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加安全的通信环境。这些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不仅提升了即时通信的便捷性和效率，也进一步推动了即

时通信行业的创新发展。

（三）5G 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

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和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电

子信息技术在即时通信中迎来了新的变革。5G 技术以其超高速

率、超低时延的特性，为即时通信提供了更为稳定和高效的传

输环境。在 5G 的支持下，即时通信应用可以实现高清视频通

话、实时文件传输等高性能通信需求，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物联网技术的融入使得即时通信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而是拓展到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交互。智能家居系统

可以通过即时通信技术实现远程控制和智能联动，用户可以随

时随地通过手机等终端设备查看家中情况、控制家电设备，享

受更加便捷的生活体验。这种跨领域的融合应用，不仅丰富了

即时通信的功能和场景，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体

验。

（四）区块链技术在即时通信中的创新应用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数据存储和传

输技术，在即时通信中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区块链技术可

以应用于即时通信中的信息溯源和验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

可信度。通过区块链技术，用户可以追溯信息的来源和流转过

程，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有效防止虚假信息和谣

言的传播。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即时通信中的隐私保护。

在区块链网络中，用户可以通过私钥对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处

理，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

也避免了单点故障和数据泄露的风险，为即时通信提供了更加

安全可靠的保障。这些创新应用不仅提升了即时通信的安全性

和可信度，也为区块链技术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有力支

持。

三、新技术视角下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在即时通信
应用中的优化策略

（一）加强数据加密与隐私保护

采用先进的加密算法是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量子密钥分

发技术（QKD）作为一种新兴的加密方法，利用量子物理的原

理，能够提供理论上无条件安全的数据传输。通过量子密钥分

发，即使是最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也无法破解加密信息，从而为

即时通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建立严格的隐私保护政

策是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关键，明确界定个人信息的收集范

围，确保收集目的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对数据处理过程的

透明度。企业应当制定详细的用户数据使用规则，明确告知用

户数据如何被收集、存储、处理和共享，并取得用户的明确同

意。基于个别可对网络通信安全造成威胁的信息具有较高的不

可搜索性，所以，对各种信息实施有效的鉴定以及识别，是有

效促进网络使用安全性提升的重要手段。

（二）推动 5G 与物联网技术融合

5G 技术的出现不仅提供了比 4G 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延

迟，还具备支持大规模设备连接的能力。这些特性为物联网

（IoT）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得 5G与物联网技术的融

合成为。在即时通信领域 5G 的高速率和低时延特性可以显著

提升音视频传输的质量，在视频会议中，5G可以确保高清视频

的流畅传输，减少卡顿和延迟，使得远程沟通更加自然和高效。

5G 还能够支持更多的并发连接，这对于需要同时处理大量用户

请求的即时通信服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结合物联网技

术 5G 可以实现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智能家居领域用户可

以通过即时通信应用远程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如灯光、空调、

安防系统等。在远程医疗方面，医生可以利用 5G 网络实时监

控患者的健康数据，进行远程诊断和治疗。在工业自动化中，

5G 可以支持大量的传感器和机器人设备，实现生产线的智能化

管理。

（三）引入人工智能辅助

智能消息过滤功能利用 AI 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

习算法，能够自动识别并过滤掉垃圾信息、恶意链接、广告等

无关内容，有效减少用户的干扰和负担。对于敏感话题或不当

言论，AI 也能进行智能识别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维护健康

的沟通氛围基于用户的历史对话和常用语句，AI能够学习并理

解用户的沟通习惯，自动生成并发送回复消息，帮助用户快速

响应他人的询问或请求。这种智能化的自动回复不仅提高了沟

通效率，还为用户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AI还能进行情绪分

析，通过捕捉用户聊天内容中的情感色彩，为用户提供更加贴

心、个性化的沟通建议。在检测到用户情绪低落时，AI可以推

荐一些正能量的内容或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在发现用户表达兴

奋或喜悦时，AI 则可以分享一些相关的庆祝或祝贺话语，增强

用户的沟通体验。

（四）优化通信协议与标准

在即时通信领域，通信协议与标准的制定和优化对于提升

信息交换的顺畅度和效率至关重要。随着不同即时通信平台的

不断涌现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制定或采用更加统一、高效的

通信协议已成为促进平台间互操作性和提升用户体验的重要

途径。优化通信协议首先意味着要减少不同平台间的兼容性问

题，制定一套统一的通信协议标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统一的

标准，不同平台间可以实现无缝连接和互操作，确保用户能够

顺畅地进行跨平台沟通。优化通信协议还能够提升信息交换的

效率和准确性，在优化通信协议时需要注重提升传输效率、降

低丢包率和延迟时间等方面。

（五）增强服务器性能与稳定性

硬件方面，可以通过增加服务器的 CPU 核心数、提升内存

容量、使用更快的存储设备（如 SSD）等方式来提高处理速度

和数据吞吐量。软件方面，优化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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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配置，以及采用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都能够显著提升

服务器的并发处理能力。通过实施精细化的消息队列管理，可

以确保消息的快速传递和顺序处理。采用可靠的消息传输协

议，如 TCP，可以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保证消息的完整性。

定期对服务器进行性能测试和压力测试，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

潜在的性能瓶颈。通过在不同地理位置部署冗余服务器，可以

实现数据的实时同步和服务的无缝切换。一旦主服务器发生故

障，备份服务器可以立即接管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服务

中断时间。定期进行灾难恢复演练，可以确保在真实灾难发生

时，能够迅速有效地恢复服务。

（六）实施精细化网络管理

SDN 技术通过将网络控制层与数据转发层分离，使得网络

管理员可以灵活地控制网络资源，实现对网络流量的精细化管

理。通过集中式的控制平台，可以实时监控网络状态，根据流

量模式和业务需求，动态调整网络路径，优化带宽分配，从而

提高网络的整体效率。SDN 还可以实现网络功能的虚拟化，如

防火墙、负载均衡等，这些功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部署在网络

的任何位置，提供更加灵活和高效的网络安全和性能保障。在

即时通信服务中 SDN 可以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和网络状况，智

能地将用户请求路由到最佳的服务器，减少延迟，提升用户体

验。注重提升相关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以及实际操作能力，并

通过对其实施高质量教育以及培训的方式，使其可以更好地了

解以及掌握各种现代化的网络通信技术。

（七）促进跨平台互操作性

在当前的数字时代，用户往往需要在多个即时通信平台间

切换，以满足不同的沟通需求。通过建立行业联盟或合作机制，

鼓励平台间共享技术、资源和经验，共同制定统一的 API 接口

和数据交换标准。这些标准将成为不同平台间信息交互的桥

梁，确保消息能够在不同平台间无缝对接和互通。用户将不再

受限于单一平台，而是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沟通工具，

同时保持与其他用户的顺畅沟通。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先进技术来优化跨

平台通信的过程。通过云端同步技术，可以确保用户在不同设

备、不同平台上的消息同步更新；通过智能推荐算法，可以为

用户推荐最适合其需求的沟通平台或工具。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技术的发展为即时通信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不仅提升了通信的效率和质量，还增强了安全性和隐私保

护。人工智能、区块链、5G 技术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

使得即时通信更加智能化、安全化和便捷化，持续的技术创新、

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有效的用户教育是推动即时通信健康发展

的关键。随着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技术人员也应

实现信息技术在即时通讯中的有效应用，进而不断完善即时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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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设计，使得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了 10%。飞利浦榨汁机

通过优化刀片和过滤网的结构设计，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材料

浪费和工序复杂度，降低了制造成本。此外，通过结构设计与

优化，还可以提高产品的可维护性和可回收性，减少维护成本

和环境污染，进一步降低总体使用成本。

3.3 用户体验提升的实际效果

结构设计与优化不仅可以提高产品性能和降低成本，还可

以显著提升用户体验。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可以使小家电产

品更加便捷易用。例如，戴森吸尘器通过人机工程学设计，使

得产品重量减轻了 10%，用户使用更加轻松便捷。飞利浦榨汁

机通过优化外壳设计，提高了产品的清洁性和维护性，用户在

使用后可以方便地进行清洗和维护，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美的

电饭煲通过优化内胆和加热盘设计，使得米饭的口感更加松软

可口，用户的烹饪体验显著提升。这些改进不仅提高了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还增加了用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结构设计与优化在小家电中的应用，不仅能提

升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还能带来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对

结构设计理论和具体应用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结构设计与

优化在提高小家电的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用户体验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设计师和工程师需要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

展，推动小家电行业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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