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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兵论道谈兵论道

日本“政府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
议”于 6月 21日出台《集成创新战略
2019》，并在附件中正式推出《生物战略
2019》。这是日本政府继 2002年推出
《生物技术战略大纲》和 2008年推出
《促进生物技术创新根本性强化措施》
战略之后，再次推出国家生物技术发展
新战略。

作为生物科技大国，2017年度日本
政府在本领域投入的研发预算高达
2042亿日元，规模仅次于美国，与英、德
并属第二梯队。尽管如此，日本科技智
囊仍普遍认为，由于政府投入少、人才匮
乏等原因，近年来日本生物科技基础研
究相对实力正逐渐下降，产业化方面落
后于美欧和中国。日本科技与学术政策
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 2018》指
出，2014年至 2016年，Top10%论文中生
命科学论文占比大幅减少。日本科技振
兴机构发布报告指出，在生物领域，与数
据相关的专业人才不足，生物技术应用
研究、生物信息技术、“数据驱动型”生物
医学研究相对滞后。

《集成创新战略 2019》再次确认生
物技术战略地位，强调“力争通过发挥日
本的工业制造优势并融合IT技术，为开
拓和扩大市场、解决社会问题及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等做贡献”。在具体发展
路径上，新生物战略将“医疗与非医疗领
域”整合在一起进行通盘考虑，重点发展
高性能生物材料、生物塑料、生物药物、
生物制造系统等 9个领域，并在 2030年
前进行重点资助。同时，在生物资源库、
生物数据科技设施、生物科技人才等方
面也提出重要举措。

《集成创新战略 2019》源于安倍内
阁自2013年以来每年出台的《科学技术
创新综合战略》，但有所不同。文件名
称中去掉“科学技术”，意在扩大驱动创
新主体；将“综合”改为“集成”，强调推
动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创新，加强官
民合作等。另外，《生物战略 2019》提出

“创造生物经济”的目标，设想产官学联
合推进新战略，建设能实现国际广泛合
作的基地，这与日本宏观科技战略高度
一致。

从《生物战略 2019》文本内容看，其
民生色彩较浓，但从宏观角度看，仍有一
些不容忽略的潜在安全和军事指向。

首先，生物技术进步可能诱使日本

恢复生物武器发展计划。早在2000年，
日本防卫厅曾以朝鲜威胁为由，在陆上
自卫队总部设立“生化武器对策会议本
部”，并于2002年实施《中期防御力整备
计划》，强化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防护
能力规划。日本政府对“生化武器对策
会议本部”建设十分重视，当年投入经费
50亿日元。考虑到防生物武器能力与
其研制生物武器的能力成正比，加上近
年来美、英、俄等国发布国家生物安全战
略以及国际生物安全形势的变幻，防卫
省的生物武器防护能力建设将为日本再
次发展生物武器提供新通道。

其次，日本“军学合作研究”开始
加速。二战后，不参与军工科研成为日
本学术界的通行做法。然而，以 2015
年日本防卫省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推进制度”以及日本学术会议设立军
事研究研讨委员会为标志，日本防卫技
术与民用技术的研究分界线逐渐模糊，
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军事技术研究越
来越多。考虑到前沿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本身具有的特殊双面性，很难区分
军事生物技术与民用生物技术，日本
陆上自卫队利用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
研究生物武器防护问题的做法，应当
引起关注。

再次，日本部分政客对待历史缺
乏彻底反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4月，针对日本民进党参议员提出的
生化武器相关质询书，日本内阁会议在
通过的答辩书中表示，“日本宪法未禁
止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同时辩
称“日本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不可能使用生化
武器”。如此强硬态度，加上日本至今
未对在二战中使用生物武器进行彻底
反思，令外界感到担忧。对此，日本

“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有识之士
表示，这种态度绝不可容忍，应予以坚
决抗议。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需要辩证地看
待近20年来日本生物科技战略与经济、
社会的关系，更需回顾历史，理性研判日
本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国防与安
全苗头问题，做到未雨绸缪。

日本《生物战略2019》
潜在指向值得关注

■王小理

欧洲独立的定位系统

卫星定位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
测量卫星到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并
综合多颗卫星数据计算出接收机的具
体位置。时至今日，卫星定位系统已经
深入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车辆、船只、飞机导航、地球资源勘
探、海洋救援、武器制导、卫星定轨等方
面得到广泛应用。

此次闹“罢工”的“伽利略”系统被
视为欧洲各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产
物。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使用美国GPS
卫 星 定 位 系 统 ，在 很 多 领 域 受 其 制
约。为改变这一局面，使欧洲在全球

高科技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同时也
为欧洲防务独立创造条件，1999年 2
月，欧委会在“伽利略-欧洲参与新一
代卫星导航服务”通讯中首次提出“伽
利略”计划，旨在打造欧洲独立的卫星
定位系统。2002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
就实施“伽利略”计划达成共识，该计
划全面启动。

根据计划，“伽利略”系统由空间
段、地面段和用户三部分组成。空间段
由平均分布在 3个轨道上的 30颗卫星
组成，其中27颗工作星，3颗备份星，卫
星运行周期 14小时，单颗卫星寿命不
低于 12年。地面段主要由 2个位于欧
洲的地面控制中心、6个测控站和多个
数据上传站等组成。这次出现问题的
精密定时装置就是属于意大利富齐诺
控制中心的地面任务段。

号称“比其他系统更
具优势”

按照欧洲人的设计思路，一旦“伽
利略”系统建成，将比其他导航系统更
具优势。例如，精度更高。GPS系统对
地面目标的定位误差大约为 10米，而

“伽利略”系统的免费公共服务误差为1
米左右，加密的收费服务误差为 30厘
米，这样高的定位精度与该系统卫星上
搭载的原子钟有密切关系。一位欧洲
官员形容：“GPS只能定位火车在哪个
区域行驶，‘伽利略’系统则能定位火车
在哪条铁轨上行驶。”另外，信号更强。

“伽利略”系统用户无论身处隧道里，还
是高楼群中都能正常接收信号。该系
统对地球两极的定位准确率与其他导
航系统相比更具有优势。

除导航、定位、授时等基本功能
外，“伽利略”系统还能提供搜索与救
援等特殊服务。当用户在野外遇险
时，“伽利略”系统的定位时间能够从 3
小时缩短至 10分钟，定位范围也可从
10米降低至 5米以内，大大提升实施
搜救的效率。据了解，该系统的卫星
上安装有转发器，可以将求救信号从
事故地点发送到救援协调中心，同时

还会发送信号到事故地点，通知求救
人员信号已被接收，相应的救援正在
展开。

可靠性被质疑

尽管“伽利略”系统的预想目标
很完美，现实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从
技 术 层 面 来 讲 ，该 系 统 的 可 靠 性 存
疑。2016年 12月，“伽利略”系统刚宣
布初期服务上线，一个月后，系统组网
卫星上的原子钟出现大规模故障，18
颗卫星上72台原子钟有9台停止工作，
其中有 3台铷原子钟和 6台氢原子钟，
虽然当时由于故障原子钟分布较“均
匀”，对卫星运行影响不大，但这起事
故已经引起外界担忧。

另外，“伽利略”系统星座没有采
用星间链路技术，导致系统性能大打
折扣。星间链路是指卫星之间建立
的通信链路，也称星际链路或交叉链
路。通过星间链路，卫星之间可以实
现信息传输和交换，多颗卫星可以互
联在一起，组成空间通信网络，降低
卫 星 通 信 系 统 对 地 面 网 络 的 依 赖 。
星间链路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实现
卫星之间的精密测距和校时，并以此
自主计算并修正卫星的轨道位置和
时钟系统。此次“伽利略”系统全面
停摆的原因正是位于意大利富齐诺
控制中心的精密授时装置发生故障，
该装置的核心是一个氢原子钟和多
个铯钟，能够生成高精度、高稳定度
的时间数据，对星上时钟进行校准。
该装置出问题后，所有“伽利略”系统
卫星无法实现“对表”，加上卫星之间
没有通信链路，无法自我修正，因此
只能集体“停摆”了。

“伽利略”系统再遭“停摆”危机
■兰顺正

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网站报道，
日本已公布下一代攻击潜艇的设计方
案，预计到 2030年，这款非核动力潜艇
将正式服役。

取代苍龙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超过 20
艘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柴电动力潜
艇，其中，苍龙级潜艇的首艇于 2009年
投入服役。该型潜艇是一种具备低噪音
航行技术的大型常规动力潜艇，采用深
度降噪、自动作战技术以及“不依赖空气
推进”系统，可在水下连续航行数周。
2018年，该级潜艇的最新型号“翔龙”号
下水。

然而，这样一款“正当年”的先进潜
艇却面临“马放南山”的压力。日本三菱
重工目前公布下一代潜艇的设计方案，
新潜艇代号 29SS：“29”指日本平成 29
年，即 2017年；“SS”是国际通用的非核
动力潜艇的字母缩写，新潜艇建成后将
逐步替代苍龙级。

新技术“加身”

29SS型潜艇在苍龙级基础上进行设
计，保留苍龙级标志性的艇艏和外壳，但
水平舵和指挥塔围壳的布置发生变化。

设计图显示，29SS型潜艇在外形设
计方面最大限度地考虑节能要求，比如，
指挥塔围壳体积大幅缩减并与艇身融为
一体，潜水舵也从围壳处转移到艇身上，
此举可以减少水下航行阻力，潜艇在水
下活动时更安静、速度更快，同时更节省
能源，这一点对常规动力潜艇来说非常
重要。

新潜艇设计的另一处不同是采用泵
喷式推进，而非传统的螺旋桨推进。螺
旋桨推进系统靠叶片在水中高速旋转推
动潜艇前进，泵喷式推进器则通过“吸入
水流－高速喷出”的方式获得向前动力，
两者比较，前者产生的噪声更小，机动能
力更强，多用于核动力潜艇上，由此看
来，尽管日本不能发展核动力潜艇，但对
相关技术已不陌生。

武器配备方面。29SS型潜艇的艇艏
将布置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89式重型鱼雷和潜射型“鱼叉”反舰导
弹，潜艇最大携弹量 30枚。不过，由于
日本缺少合适的导弹，潜艇上将不配备
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据报道，29SS型潜艇将于 2025至
2028年进行设计开发，2031年左右首艇
下水，此后该级潜艇将逐步替代苍龙级
进入海上自卫队服役，如果这一过程顺
利，意味着日本将重新成为能够独立设
计先进潜艇的国家之一。

有分析称，日本潜艇的最大特点是
“堆砌”先进技术，将一切先进技术尽可
能应用到一艘潜艇上，并以率先使用新
技术为荣。例如苍龙级最新下水的“翔
龙”号潜艇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锂电池
的潜艇，而下一代潜艇的设计方案更表
明，日本潜艇制造者以技术为核心增强
潜艇战力的思路。

下图：2929SSSS型潜艇想象图型潜艇想象图，，外形最大外形最大
的变化是指挥塔围壳尺寸减小的变化是指挥塔围壳尺寸减小，，并与艇并与艇
身融为一体身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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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近期将
为工兵部队配备新型“船长”机器人
系统，协助执行战场扫雷和侦察等任
务。这一机器人系统目前已通过野
外性能测试，主要任务是在区域范围
内遂行侦察、检查爆炸物、排雷和巡
逻等，未来该机器人系统将成为俄工
兵部队在战场上的“得力助手”。

据俄媒报道，“船长”机器人系统
是个不足半米高的履带式小型装备，
全重 35公斤，长 60厘米、宽 45厘米、
高 22厘米，采用模块化设计，根据需
要可配备扫雷装备、光学侦察系统、
电子战装备或轻武器，并有专门的对
接组件，在几秒钟内完成组装。光学
侦察系统配备的红外相机拥有 40倍
光学变焦镜头，可在任何天气和光线
条件下对房屋、地下室、洞穴和庇护
所等地进行侦察，或查看隐藏在车体
底部的物体。

在自主模式下，“船长”机器人系
统可以在开阔地域 1公里范围内自
主行驶，在城市地区或洞穴中，自主
行动距离最远 500米，并能爬越一定
坡度。该机器人系统还配备一个特
种机械臂，能提起和运载重达 7公斤
的地雷和其他爆炸物，或替代工兵在
雷场中开辟通道，一次充电后可连续
工作 6小时，最快移动速度 5.5公里/
小时。此外，它还配备无线控制系
统，可实施远程操控，需要时，工兵可
通过光纤电缆对其操纵。

近年来，在吸收叙利亚实战经

验的基础上，俄军相继推出多款新
型机器人。除“船长”机器人系统
外，俄工兵部队还曾对“球形”和“圣
甲虫”轻型机器人系统以及“天王
星-6”遥控扫雷机器人进行试验，这
几款装备是专门为在偏远地区和危
险地区执行侦察和扫雷任务而设计
的。“圣甲虫”轻型机器人系统是一
款四轮驱动小型检测机器人，通过
无线网络传输音视频数据，车体前
部、后部和底盘两侧配有 4台高分辨
率摄像机、热成像仪和进行音频捕
获的内置麦克风以及视频发射机。
由于体积小、重量轻，该系统可装入
背包或手提箱内随身携带。“球形”
机器人系统可进入危险区域收集情
报，其搭载 4台摄像机，供操控者进
行 360?全方位观察，该系统可在 50
米内实时传输图片和音频文件，适
用于城市作战行动。

“天王星-6”遥控扫雷机器人是
俄军列装的首款多功能无人扫雷机
器人，曾在叙利亚战场上大显身手。
该机器人车体覆盖 8至 10毫米装甲
板，可有效防止车体被高速飞行的地
雷破片损坏。该机器人能够连续工
作 16小时，每小时扫除 2000平方米
雷区，相当于 20名工兵的工作量。
其操作控制单元非常简单，仅有一个
数据通信背包和一台军用笔记本电
脑改装的可视化操纵设备，最大遥控
距离 1.5公里，可避免地雷爆炸对操
作人员的伤害。

俄罗斯工程兵部队前副司令员
尼古拉?托比林指出，在工程兵部
队，未来轻型机器人将负责一半的
侦察和排雷任务，这将大大提高工
程兵部队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
轻型机器人的使用，将大幅降低人
员伤亡风险。

新型机器人系统成俄工兵新型机器人系统成俄工兵““得力助手得力助手””
■柳 军

近日，欧盟“伽利略”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遭遇

“停摆”危机。据报道，自
7月11日起该系统陷入完
全瘫痪状态，除测试中的
两颗卫星外，其余22颗卫
星全部无法使用，导致使
用“伽利略”系统的电子
装置无法接收时间和定
位信号。欧洲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局 11日至 13日
连续发布预警，提醒使用

“伽利略”系统的企业及
政府机构，该系统服务已
全面中断。直到17日，国
际卫星导航监测评估系
统发布消息，“伽利略”系
统 于 16日 19时 恢 复 服
务。欧洲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局表示，问题出在位
于意大利的精确计时设
施授时出错，最终导致该
系统瘫痪。

��执行侦察任务的执行侦察任务的““船长船长””
机器人系统机器人系统

��配备特种机械臂的配备特种机械臂的““船船
长长””机器人系统机器人系统

欧洲欧洲““伽利略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