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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是网络应用与计算的崭新
模式，是分布式处理和并行计算的外延
发展，它通过网络集成计算机形成一个
功能强大的系统。目前，军事专家意识
到，应建设基于云计算的军事网络信息
系统，以实现军事信息管理、资源及服
务的高效统一调度，最终建立符合信息
化战争需要的复合型信息系统。

实现不同作战单位

协同作战

云协同作战，是指将广泛分布的
战场资源相互连通而形成的一个云作
战网络。它能够实时进行数据传递、
资源共享和指挥控制，实现不同作战
单位的协同作战。

首先，借助云计算的云端服务，可
实现指挥信息系统中的海量数据存储，
并使信息实时共享。利用功能强大的
云终端，各级指挥员不仅能够获悉敌我
力量分布、运动状态以及武器装备情
况，而且能够共享战场气候、地理位置、
温湿度等自然环境信息，制定出科学的
协同作战决策。

其次，云计算可增强指挥信息系
统的协同决策能力，加速兵种间横向
联合，真正促进联合作战高度信息

化。云计算中心可动态调控，因此能
被广泛部署于军事网络信息系统
中。数据信息经过高效处理后快速
反馈至各级网络，让战场态势、武器
装备与作战人员实时联合，实现部队
协同作战。

此外，云计算为用户解决复杂的协
同问题奠定了基础。其分布式特点十
分适用于战争环境，即当某个局部单元
遭受攻击并最终失效，整个“云”不会因
此崩溃。同时，分布式的特点也使得云
协同作战系统能够合理调度资源，并通
过多点计算、相互印证的方式提高计算
可信度。

构建基于“云”的军

事训练体系

长久以来，军事训练系统互不连
通、各自为战，云计算为打破这种局面
提供了良好契机。

借助云计算，构建基于“云”的军兵
种多元化军事训练体系将变得切实可行，
有利于克服训练系统不兼容、训练标准不
统一等“顽疾”。

有别于以往跨部门、跨兵种军事训
练复杂、繁琐的运行模式，各军事单位依

托云计算中心搭建全景训练环境，可以
跨越地域限制，从而真正实现异构作战
单元、要素的有机聚合，为一体化联合训
练构筑坚实的支撑平台。同时，云计算
还可大幅提高系统和信息资源的利用
率，避免系统逐级重复建设、信息资源冗
杂等问题，从而有效降低训练成本。

提升后勤管理与保

障效率

通过云计算技术建立起一个覆盖后
勤全范围、贯穿保障全环节的后勤网络
信息系统，将助力高效后勤管理的实现。

后勤系统各个部分综合集成，一方
面有效避免了保障需求和保障资源的
脱节，另一方面能精准测算作战部队的
需求。云计算可防止数据丢失，使信息
安全系数得到较大提高，存储于云计算
中心的数据信息将得到合理分配，实现
硬件负荷均衡、软件应用友好、数据安
全可靠的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统一的云端服
务，云计算可促进后勤相关技术标准与
体系统一化，最终达到软件通用、系统
层级交互和信息实时共享的效果，实现
各类后勤保障系统和资源利用最大化。

后勤管理与保障着眼于资源分配、
数据共享和信息处理,让云计算技术为
现代作战所用，有利于构建军队信息化
建设安全、高效、智能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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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为信息化战争助力
■魏文辉 张晓冰 李仁波

近日，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
人员设计出一种自我修复材料，可在极
端机械损伤条件下进行自我修复。

这种软性复合材料由悬浮在柔软
弹性体中的液态金属液滴组成。一旦
受到损伤，液滴会破裂并与邻近的液滴
形成新的连接，不间断地重新修补电
路。当被切断、穿刺或者切除时，由这
种材料制成的电路板可以保持完整连
续的运行状态。

因为材料在受到拉伸时不会改变其
高导电性，所以它是电力与数据传输的
理想材料，未来将广泛应用于可穿戴军
用设备中。 （林 铎、连 煌）

新型修复材料

可自发修复机械损伤

新技术——

产品性能高

“未来战场上有了这套系统，指
挥员便可稳坐中军帐，决胜千里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参展负责人在向
参观者介绍全息作战指挥系统(AR)：
“这种混合现实（MR）眼镜，采用位置
感应技术、手势捕捉技术和远程人像
全息传送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场
景叠加，在视野中重建全息场景沙
盘，并将远程指挥官全息影像实时投
射到视野中，能够实现跨地域、跨军
兵种协同作战指挥，不再需要人员集
中。”

据了解，全息作战指挥系统中有广
域作战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指挥模式。
在大规模联合军演中，机动指挥所及在
外执行任务的指挥官，可通过该系统与
万里之外的联合作战指挥部实时沟通
共同会商作战方案，大大提高指挥决策
效率。
“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便是狂

风大作。”变幻莫测的天气系统令人叹
为观止。那么，如何在野战环境下“玩
转”天气预报？
“C波段多波束相控阵天气雷达”

便可以实现这一目的。该雷达能够对
半径 400 公里内危险天气系统的生
成、发展、消散、移动状态进行实时
跟踪，对 200 公里范围内的风暴、冰
雹等进行检测，非常适合野战环境下
使用。

在海上移动领域自动识别系统方
面，甚高频数据交换系统将于 2019年发
布，该系统集通信、导航、监管等于一
体。据展品负责人介绍，该系统具有大
带宽、多用户、广覆盖的实时通信能力，
有助于舰船指挥人员快速了解周围船
舶航行情况，增强舰船航行的安全性和
高效性。

本次展会上，记者还领略了生物
采样机器人、高端柔性显示屏、固态风
速风向仪、“智慧天眼”激光定位导航
系统等一批高新成果的魅力。未来，
这些高新成果在国防建设方面的应用
值得期待。

新材料—

防护性能高

矛与盾的较量由来已久。二战时，
为抵御口径不断增大的炮弹，战舰、坦
克不断加厚装甲，钢板厚度动辄数百毫
米，不仅大量消耗金属资源，也极大影
响装备的机动性能。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防护装
甲有了新变化。展会上，一块漆黑的
车辆盖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一
家新材料公司带来的装甲防护解决方
案——新型结构增强涂层。通过调整
原材料配方，产品耐磨、防爆、防腐、吸
能等特性大大提升。

今年 4月 14日，美军对叙利亚军事
设施实施精确打击，导弹发射车亦成为
目标之一。“现代战争中导弹的大规模
运用，使前方与后方的区分不再明显，
不论是面对空袭还是敌特种作战力量

的渗透破坏，导弹发射车和普通军用车
辆基本处于防护不足的‘裸奔’状态。”
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这种材料可
迅速硬化成形，涂有该防护涂层的钢板
在抵御步枪弹射击和破片杀伤方面效
果显著，符合军队车辆载具的基础防护
需要。另外，该材料还可应用于混凝土
掩体增强、地下工程防腐、直升机及登
陆艇地板防护等。

如何避免油箱被击中的战车成为
“打火机”？一款防护材料——智能抗
冲击自修复夹层结构，通过运用智能自
修复材料，结合夹层设计，在遭遇子弹
侵彻、冲击碰撞等大变形损伤时能够迅
速启动自修复机制，在短时间内修复损
伤部位。

展会上，多家单位展出了石墨烯材
料、单晶涡轮空心叶片、高压涡轮盘、整
体叶盘、高性能碳化硅纤维等产品实
物，显示出我国航空发动机从基础材料
研制到关键部件设计制造等方面的技
术突破。

新能源—

环保性能高

野战环境下的军事行动，电池“电
量不足”是一大隐患。为增加背负式电
台的续航能力，即便携带几块数公斤重
的备用电池，通信兵依然需要随时为电
池充电。
“我们的目标就是‘消灭’备用电

池。”北京一家新能源企业带来了柔性
薄膜太阳能移动电源系列产品，包括
单兵移动电源系统、班排移动电源系
统、发电伞等。单兵移动电源系统可
对电台电池直接充电，在定制化接口
的配合下，还可为各类便携式电子设
备充电。

自然界随处可取的自然资源，比
如热能和水都可以用来发电。上海一
家户外用品公司展出的热发电设备和
注水电池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特点

非常突出。热发电设备就像个大号的
杯子，采用热能直接发电，在野营做饭
时使用发电野营炉烧煮开水或食物，
可充分利用烹煮食物的热量来发电。
而注水电池，则具备利用液体（包括动
物尿液）启动发电装置的特点，可解决
野外条件下单兵装备的电源应急续航
问题。

今年 4月 28日，由俄罗斯制造的世
界首个漂浮核电站——“罗蒙诺索夫院
士”号被拖出圣彼得堡造船厂，意味着
人类在核电能源应用方面又向前迈进
了一步。

近年来，随着各国对海洋经济的倚
重以及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运用，“全球
最强移动电源”——海上浮动核电站被
纳入视野，未来或将破解海上能源供给
难题。展会上，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推出的浮动式核电站模型颇为“抢
眼”，它可为岛屿、海上钻井平台、海上
资源开发或偏远地区提供绿色安全的
能源支撑。

本届“高交会”高在哪？
—直击第九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现场

■关媛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中国国防报记者 鲁文帝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

竞争力，也是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

“加速器”。如今，向科技创新要战

斗力，在全军已蔚然成风。值得注

意的是，只要提到科技创新，许多

人就只会想到专家、大师，而忽略

那些同样为科研创新发光发热的

基层“小字辈”。诚然，专家、大师

往往有着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技

术，确实能攻破一些别人不能解决

的科研难题，但有更多的事例证

明，科技创新绝不只是专家、大师

们的“专利”。

翻开人类科学史，哥白尼的“天

体运行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

德尔的“遗传学定律”都是科学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但在

创立这些伟大理论的年代，他们也

并不都是当时的知名大师。

农民发明家王衡，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已研发出“地下工程水害

防治新技术”，但直到近20年后，经

过多名院士的联合推荐，他才最终

登上国家领奖台，获得国家科技发

明二等奖。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农民

发明家，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

物”，却依然取得了突出的科技创新

成果。

在实现强军目标的征程中，通

过科技创新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

势在必行。要想研制出服务打赢

的创新成果，首先要做好了解基

层、通晓一线这门功课。必须熟

知部队建设的基本情况、洞悉制

约武器装备效能发挥的瓶颈短

板、把握影响战斗力生成模式转

变的难题，这样才能让创新成果

真正服务于未来战场。相反，即

便是专家、大师，一旦脱离了部队

实际和实战需求，其创新成果就

如同空中楼阁，不仅基层一线不

欢迎，更经不起实战的检验。

基层一线官兵位于军事斗争准

备最前沿，是军事科技创新的实践

者、参与者。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

装备，最终都要由官兵操作，而往往

在使用装备的过程中，创新的“金点

子”就会应运而生。由于更了解装

备特性、战场所需，基层官兵的小发

明、小成果虽然并不“高大上”，却能

直指部队战斗力建设所需，在实战

中发挥大作用。

基层一线是创新富矿。部队

各级应主动作为，积极激励官兵立

足本职岗位创新创造，广泛开展

“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活动，指

定技术骨干全程指导，让一线官兵

“创新有方向、创造有帮带”。同

时，应不断完善奖励措施，建立容

错机制，对遇到挫折的官兵提供帮

助支持，解除创新者的后顾之忧，

鼓励官兵勇于创新、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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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至24日，“第十三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九届

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在重庆举行。本届展会以“军民融合·

创新发展”为主题，通过技术成果对接，促进军民两用技术转移转化，

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国内外参展参会代表团达216个，1012家企

业和政府机构带来2037个参展项目，新技术、新成果令人目不暇接，

一大批可运用于军事领域的高、精、尖技术成果出现在展会上。

热点追踪

新成果速递

欧洲航天局近期与意大利公司Sitael
合作研发了吸气式电驱动卫星推进装置
原型机。其原理是，在大约200公里高度
上，少数空气分子可被用作燃料，而不需
要在卫星上携带多余的燃料。空气颗粒
被全新设计的进气口电离，在电场中加
速运动并最终喷出，通过反冲产生推力。

除了作为近地卫星驱动系统的备选
解决方案外，欧洲航天局还考虑将其用于
太空探测器。因为这些探测器将会面临
在极端环境中航行的情况，例如可将火星
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作为燃料来驱动探
测器。 （马德骏、张 驰）

欧洲航天局

开发新型离子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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