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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挖掘的太空“金矿”

早在 2014年 11月，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就提出了搭建全球卫星互联网的
构想。此后付诸实施的“星链”项目，通
过在地球上空组建一个用于通讯的卫星
星座网络，计划在 2024年前让全球都可
以“仰望星空”上网。

众所周知，互联网主要通过交换设
备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网络相互
连接，实现信息与资源的共享。现有的
互联网技术主要通过地面路由器实现互
联互通，卫星互联网用卫星取代地面上
的路由器。这种利用航天器充当“太空
WiFi”，星地链路替代光纤网络的卫星
互联网，可以突破现有互联网技术的限
制，人们将直接利用无线信号就可以“上
网冲浪”。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相继发射了
数以千计的各类航天器，如果借助互联
网思维将每个卫星作为网络节点，就可
以把互联网“搬到”太空上。随着相关技
术的快速发展，目前各类卫星完全有能
力携带有效载荷进行互联互通，并承担
网络交换功能。一星多用、多星组网、多
网协同的卫星互联网，也将进一步推动
信息技术与航天科技的融合发展。

近年来，世界各航天大国纷纷把卫
星互联网视为战略发展项目。美国曾提
出推动地面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的无缝
衔接，加快新一代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
络系统建设的构想，并于 2016年宣布开
展小卫星的研发。澳大利亚也于 2016
年 12月发布“超高速宽带基础设施”立
法草案，其中就包含了为卫星宽带网络
提供长期资金支持。2017年初，英国发
布《卫星和空间科学领域空间频谱战略
报告》，计划进一步放宽非同步轨道卫星
的频谱使用，提高卫星通信频谱的利用
率。

此外，俄罗斯、巴西等国也计划启动
向边远地区、农村和岛屿提供卫星互联

网覆盖的计划。与此同时，以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OneWeb 等为代表的新兴商
业卫星公司也加紧太空布局，抢占发展
先机，争相构建卫星互联网。

燃起联网的“星星之火”

卫星互联网并不是新鲜事物。如果
把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范畴扩展到语音通
话服务，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历史还可追
溯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铱星”计划。
当时，人们希望通过发射 66 颗轨道卫
星，组成一个以提供语音和低速数据传

输为主的“太空网络”。虽然此后“铱星”
计划发展几经波折，但它点燃了卫星互
联网发展的“星星之火”。

如今，卫星互联网再次成为热点，
其自身技术在不断革新。曾几何时，
制约“铱星”计划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
昂贵的造星与发射成本。自 2014 年以
来，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了 6个大型中
低轨卫星星座项目，标准化、模块化的
微小卫星平台日渐成熟，推陈出新的
火箭发射和回收技术也大幅降低了卫
星互联网的搭建成本。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等商业航天企业提供的廉价卫星
发射方案，直接把发射费用砍掉了一
半。

如今，卫星互联网广泛使用的 Ka

波段已使得卫星通信带宽有了大幅提
升。“高速冲浪”的主要障碍就是卫星
通信的延迟，也就是说，当你请求“太
空 WiFi”为 你 找寻一台服务器地址
时，你需要等待的时间会“有点长”。
为减少服务的延迟，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的方案是把卫星放置在比平时低得
多的轨道上，这样就可以提升卫星互
联网的服务质量。但要想实现 WiFi
信号的全球覆盖，就必须发射更多数
量的卫星。

目前，“星链”项目旨在发射 4425颗
近地轨道卫星和 7518 颗极低地球轨道
卫星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上述卫星全
部发射成功，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与
光纤网络相媲美的“冲浪”速度。为数众

多的“太空WiFi”卫星遨游天际，不仅点
燃了卫星互联网的“星星之火”，也使得
频率和轨道资源成为争夺的热点。

“星云”带来的应用风暴

随着“太空WiFi”技术的发展成熟，
卫星互联网也势必在全球掀起一场应用
风暴。虽然国外目前发展卫星互联网项
目的均是商业公司，但可实现全球网络
互联的卫星互联网除商业用途外，还具
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及军事运用潜
力。

本来，卫星通信具有通信距离远、覆
盖范围广、灵活机动、通信容量大等优
势，在信息化指挥控制系统中正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卫星互联网技术
一旦投入应用，将赋予传统武器装备平
台“改变游戏规则”的全新战力。可以
说，谁掌握卫星互联网这个制高点，谁就
将牢牢掌控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目前，世界上尚有一半人口无法
使用互联网，偏远山区、大漠戈壁等部
分区域如今依旧是通信盲区，建立全
球性的卫星通信系统是弥补“数字鸿
沟”、开展应急救援的重要解决方案。
连上“太空 WiFi”这个“隐形光纤”网
络，可实现语音、视频、数据等多种应
用需求的高质量通信。目前正在发展
的卫星互联网技术，已经为在飞机上
上网提供了条件。

如今，太空早已成为延伸的公共领
域，可被人类利用的轨道、频谱等资源也
十分有限。国外研究机构与商业资本之
所以对“卫星互联网”表现出极大兴趣，
背后的动机是想利用“太空WiFi”逐步
取代路由器光纤骨干网，进而争夺互联
网的控制权。如果在卫星互联网发展中
稍微犹豫，就有可能再次错失互联网的
接入管制和管理权，这势必对我国互联
网信息安全与科技发展产生较大威胁与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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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互联网技术通过地面路由器实现网络连接，卫星互联网是用卫星取代地面路由器—

“太空WiFi”就要来了
■许玥凡 张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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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速递

习主席指出，下更大气力推动科

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

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要把提

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

来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

科学知识，使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

军蔚然成风。

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

牢固树立科技兴军思想，是时代发展

的需要，更是未来作战的需要，容不得

半点马虎和一丝懈怠。

科技兴军不仅仅是作战部队和科

研单位的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办

公、运输、医疗、住宿、被装、情报等日

常工作和后勤保障都有科技创新方面

的要求。战时，哪一个环节跟不上都

会影响整个战局。然而，个别单位提

起科技兴军，存在喊在嘴上、写在纸

上、挂在墙上的现象。这种“口号化”

“标签化”的科技兴军，有的简单跟形

势，上面要求抓什么，嘴上就喊什么、

纸上就写什么，上级检查时讲得头头

是道，实际工作中依然我行我素；有的

单位对科技兴军理解不深不透，对本

单位在科技创新方面应当有什么作

为，没有规划。

在个别单位、个别干部身上，科技

兴军呈“口号化”“标签化”现象，主要

还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在长期和平环

境下，和平积弊根深蒂固，不出狠招、

不下猛药，顽疾很难根除。枕戈待旦

不是喊出来的，必须要坚持练兵备

战。一旦产生当“和平兵”的错误思

想，那就表明深中“和平积弊”之毒，就

不可能做好关于打仗的任何事情。科

技兴军也是这样，没有紧迫的战争意

识倒逼，就不会有科技创新方面的真

抓实干。

如何破解科技兴军“口号化”“标

签化”现象？首先，领导带头学。各

级领导、尤其是单位主官，要切实以

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站在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高度，认真学习领

会科技强军的重大现实意义，真正把

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牢固树立科

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其次，认真

抓督查。机关各部门通力合作，把科

技发展、科技创新、科技练兵作为检

查评比的重要内容，以检查督促落

实，让基层部队在思想上重视、在行

动上落实，切实推动各级、各单位科

技兴军向深里做、往实里抓；第三，配

套措施实。科技兴军是一项复杂的

工程，既需要科研单位的立项专攻，

更需要各个单位的真学、真练、真用，

制定配套措施，激发部队科技练兵热

情，是科技兴军“落地”、向实质战斗

力转化的关键环节。否则，再先进的

科技装备也只是“花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科

技兴军的征程中，没有哪一个单位和

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只有上下齐心一

起使劲，强军目标才能如期实现，人民

军队捍卫国家安全、人民利益的“铁

拳”才会越来越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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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鱼侦察兵“以假乱真”

不久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款柔性机器鱼，该机器鱼利
用水平舵和活塞位移浮力控制系统保持
稳定，通过向鱼尾两侧注入机油实现摆
尾，从而驱动鱼前进；还可改变两侧注油
比例，实现机器鱼转向和调头，具有良好
的隐蔽性和机动能力。

机器鱼头部前端安装有鱼眼摄像
头，可录制视频并利用传感器感知周围
环境，潜水员可通过单向声学信号终端
实时控制机器鱼航行，隐蔽观测其他鱼
类。并且，机器鱼在复杂海况、电机噪声
等条件影响下，仍能保持较强的有效通
信距离。 （王 浩、李果霖）

数字化探雷更安全高效

据美国陆军网报道，美国陆军正在
开发一项新技术，让探雷器与计算机相
结合，使探雷更精确。这项技术被称为
实时空间定位追踪技术。将探雷器与平
板计算机链接后，士兵在扫视时，屏幕上
会出现该区域的地下状况，其中金属物
质会以橙色呈现出来。

这项系统可以说是探雷技术的电子
数字化提升，不但可以目视地雷的可能位
置，还能通过GPS定位实时回传信息共享
给其他人。相比以往工兵在危险区域插
上旗子来作为标示，现在通过GPS定位更
加安全高效。 （盛子程、陈洪佳）

近日，在一项发表于《自然》杂志
的最新研究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塞
思·谢普曼用基因编辑工具，将一段编
码了图像和视频影像的 DNA 序列导
入大肠杆菌的基因组，并从活体细菌
细胞的基因组中读出了相应的图像和
视频。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
突破。DNA存储技术是利用 DNA作
为存储介质，将文件数码化后的二进
制编码转化成由 4个碱基构成的DNA
编码，从而制成相应的 DNA 序列，获
得储存有数据信息的DNA片段。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和互
联网的普及，网络数据、移动数据、社交
数据等数字化信息数量飞速增长,迫切
需要比现有储存系统更高效的新系统，
DNA存储技术恰好能满足以上需求。

事实上，DNA存储技术已经引起
了电影公司、档案馆等有长期信息储存
需求机构的兴趣。微软公司曾宣布购
买1000万条DNA，用于研究数据储存。

在军事领域，DNA存储技术更具备
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实
质上是一场信息的争夺战，夺取制信息权
对于决胜未来战场至关重要，诸多信息化
要素所生成的集群通信、导航定位、文电
数据、音视频信息等数据量呈井喷式增

长，这对拓展战场信息掌控提出了更高要
求。而DNA存储技术在有效获取信息、
掌握信息控制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一是容量大。DNA存储技术作为
数字存储媒介的显著优点是容量大。
普通硬盘是以二进制的形式记录信息
的，每个字节要占 200 纳米的空间，而
DNA 记录一个字节只需 0.2～0.3 纳
米。目前比较普遍的存储介质是磁带、
闪存盘、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内存大
小一般在 1TB～2TB，难以满足未来战

场巨大信息量的存储需求。
二是体积小。未来战场信息交织，

每一秒都会生成十分庞大的信息量，要
实现对这些信息数据的储存，需要大量
的存储介质。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为
了储存数据，需要建立多个面积数倍于
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数据中心，而且非常
依赖于电力支持。而DNA分子是一种
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存储介质，1 克
DNA就能够储存 700TB 的数据，相当
于 1.4万张 50GB容量的光盘。

三是稳定性好。当前存储介质容
易遭受外界破坏，保存时间有限，并且
随着硬件设备的老化，信息读取难度
也越来越大。而用 DNA 存储数据性
能稳定、保存时间长，且无需经常维
护，不涉及兼容问题。美国 Agilent 公
司曾将带有文件信息的 DNA 片段样
品横跨大西洋邮寄到欧洲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研究人员采用标准的测序机
器解读其中的代码，结果发现能够完
全恢复这些文件。

四是可复制性强。对数据进行复
制传输，是进行战场信息融合处理的重
要环节，但其安全性一直亟待提高。一
方面，数据在进行复制的过程中容易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数据信息损
坏；另一方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容易
被干扰窃取，致使核心机密泄露。而
DNA存储介质进行信息的复制传递时，
是通过双链结构的半保留复制，能够产
生与原双链结构完全一样的结构，有效
保证了信息的安全与完整。

DNA存储技术的优势使得其发展
前景广阔。尽管现阶段用它存储信息
还十分“奢侈”，但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
发展，相信DNA硬盘迟早会“进入寻常
百姓家”。

图片由作者提供

人类将迎来一个数据存储的新时代——

DNA存储技术：掌握信息控制权的利器
■强天林 王佳乐

输入密码，你就能连接上来自太空的WiFi信号，甚

至还能收到卫星发来的“问候”信息。这些科幻电影中

的场景，目前正在加速变为现实。作为卫星互联网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将首批2

枚试验卫星发射升空，标志着该公司卫星互联网计划的

正式启动。据悉，该公司计划发射超过1.2万颗卫星组

成太空“星链”，向全球用户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卫星互联网好比把WiFi“搬到”了太空中，只要在

信号覆盖范围之内，人和装备都可通过卫星直接实现

互联网接入，进而搭建起“全球无线网络”。作为未来

信息技术与航天技术融合发展的新兴领域，卫星互联

网将赋予传统武器装备“万物互联”时代的战场新角

色。争夺“太空WiFi”的控制权，势必成为未来大国博

弈的战略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