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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战地智能手机

成时尚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应用软件的不断丰富，智能手机
性能日新月异，扩展功能愈发丰富。
就在智能手机深刻影响日常生活的同
时，美国军方也敏锐地捕捉到智能手
机的潜在军事应用价值。

早在 2009 年，美国陆军一位高级
将领就曾公开表态：“智能手机可以帮
助美国陆军实现部队及装备的快速移
动部署。”美国国防部用以代替黑莓手
机的苹果智能手机，也将成为美军新
一代通信设备，美军计划使其成为构
建“云作战”模式、保证战场数据和
信息顺畅传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高科技民用电子产品“改头换
面”后推向信息化战场，美军一向
把“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美国
陆、海、空三军都制定了各自的军
用智能手机发展规划，美国国防部
打 算 使 用 超 过 60 万 部 移 动 通 信 设
备，其中包括已经配发航空部队使
用的约 4.1 万部苹果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成为美军的“战场神
器”，还是近些年的事。2008 年，美
军曾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执行任务的
部分官兵配发了 iPad 平板电脑。这些
“制式” iPad 电脑中详细储存了任务
清单、当地人日常用语和地图等信
息。利用平板电脑中储存的语音，美
军官兵甚至可以直接与当地军民开展
交流。美国雷神公司还曾研发过一款
名为“雷神智能战术系统”的智能手
机，能通过向官兵传输图片和视频的
方式，有力提升单兵从信息枢纽中获
取战场态势的能力。

近年来，美军对于研发战地智能手
机的投入不断增加。2010年，美国国防
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对智能手机应用
软件进行招标。美国陆军也通过“军队
应用”挑战项目，进一步丰富智能手机
的军事应用。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
究计划局还专门立足“安卓”系统打造
高安全保密性的战场军事通信终端，载
体同样是智能手机。

在美军列装的“内特武士”单兵
移动云通信指挥系统中，同样可见智

能手机的身影。“内特武士”系统由一
个酷似智能手机的触屏面板和无线电
装置组成。安装在胸前或前臂的“智
能手机终端”可用来发送短信和语音
通话，还能显示周围地形、友军和目
标位置。

那些“脑洞大开”

的战场应用

近年来，智能手机在美军的军事
行动中频繁“现身”。

在美国陆军举行的“远征勇士”
演习中，无人机摄像头捕捉到对方设
伏的情况后，美军士兵通过智能手机
快速接收到从无人机传回的坐标。在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的智
能手机应用研究中，还出现了帮助狙
击手计算射击数据、通过地图软件追
踪目标、协助战地医疗诊断等“脑洞
大开”的应用，有的应用早已被美军

实地测试。目前，军用版苹果手机已
经开始了多样化线上应用支持，最受
士兵欢迎的应用软件包括用手机拍摄
街道照片获取相关信息、嫌疑目标生
物数据库比对等。

智能手机上战场的优势在于，它
能驱散战场迷雾，成为战场态势感知
的得力“参谋”。通过使用智能手机，
作战人员可实时接收各种侦察系统获
取的情报信息，形成综合、全面的战
场态势感知。美军目前已具有通过智
能手机获取 2公里范围内所有卫星图像
及空中、地面侦察情报的能力，甚至
还能与战友实时共享战场态势，更好
地协同作战。美国波音公司已经研发
出战场嫌疑目标专用抓捕程序，只要
打开手机拍下待抓捕人员的照片，就
能将相关信息与战术作战中心和情报
人员实时共享。未来，手握智能手机
的士兵不但可以用短信报告战场周边
环境，还能配合卫星导航进行“战场
直播”，远在千里之外的指挥部可以据
此完成对打击目标的匹配制导，从而
开启战场远程打击的新模式。

其实，智能手机还是武器火控和

射击瞄准的“掌中宝”。美军已经研
制出将苹果智能手机与扳机控制系
统融为一体的智能瞄准器，可在感
知各项参数后修正射击诸元，甚至
还 能 将 射 击 弹 道 在 屏 幕 上 显 示 出
来，让“人人都可以当神枪手”成
为现实。同时，给智能手机安装专
用软件后，还可以作为无人机、无
人战车和机器人的遥控器。当你看
到士兵在战场上“玩手机”，说不定
他正在操控无人机作战。

此外，智能手机还可广泛应用于
战时物资管理、战场装备抢修、战地
卫生救护等领域。大量应用软件，可
以让士兵在手机指导下进行体能锻
炼、调整饮食和获取心理援助。

为智能手机戴上安

全“紧箍咒”

智能手机虽好，并不意味着在战

场上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使用它。俄
罗斯国防部之所以从今年 3 月 1 日起
抛弃智能手机，要求军人只能使用
简单的按键手机，就是智能手机泄
密惹的祸。

喜欢自拍的俄罗斯士兵先后泄露
了俄军进入乌克兰作战、“库兹涅佐
夫”号航母机库内细节和俄军驻叙利
亚赫梅明空军基地装备损坏等诸多秘
密信息。帮了西方情报部门“大忙”
的智能手机，自然被俄军拒之门外。
无独有偶，热衷于上传健身数据的美
军也在智能手机上栽过跟头。一款健
身软件的“热力地图”竟然把美军的
诸多海外秘密军事基地公之于众，对
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安全产生了不小
的影响。

智能手机上战场，就必须时刻为
其戴好安全“紧箍咒”。智能手机的
安全远不是终端用户所能决定的，
真正的安全核心由无线服务供应商
和操作系统发行商共同掌控，必须
确保软件和数据传输的安全稳定。
苹果手机之所以迟迟未能成为美军
的“制式手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操作系统一度没有通过安全检
测，无法正常连入军用网络。此前
采购的近 3000 台 iPad 平板电脑之所
以 被 美 国 空 军 特 种 行 动 部 队 “ 退
货”，就是因为这款平板电脑中安装
了由俄罗斯研制的阅读软件。美军
对操作系统和软件安全的重视程度
由此可见一斑。

为确保智能手机只有本人才能使
用，美军已经开展了指纹或虹膜扫
描等生物识别技术研究。除程序安
全和使用安全外，美军还计划在智
能手机中运用防破坏技术等安全手
段，通过完全锁住装置和遥控数据
归零等手段确保带入战场智能手机
的安全。

战场上使用智能手机，更需要一
个安全稳定的网络覆盖。战火纷飞
的战场上，传统基站很难为手机提
供稳定的信号。目前，美军已经研
制 出 一 种 在 手 机 上 配 置 的 天 线 触
角，可提高接收地面基站或空中网
络信号的能力。为确保能在恶劣战
场环境下使用，参加实战的智能手
机往往还需要进行防风沙、抗摔打
等加固处理。军用智能手机离战场
还有多远，还有待观察。

制图：徐 鹏

功能越来越丰富的智能手机，将在未来战场扮演指挥控制、通信导航、侦察监视等多种角色—

军用版智能手机离战场还有多远
■张玉民 许妍敏

人类抗争艾滋病的几十年时间里，
一直对这种新型病毒束手无策，艾滋病
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绝症。不久前，美
国《分子治疗》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成果
给这场艰苦卓绝的抗争带来了希望。

科学家在长期研究中发现，艾滋
病毒感染人体T细胞需要和T细胞产
生的某种分子结合，如果将编码该分
子的基因组进行修改，就相当于断了
艾滋病的感染通道。于是，他们对造血
干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制造出的T
细胞无法编码出该分子，让艾滋病毒
面对改造后的T细胞无从下手，新型T
细胞也就对艾滋病毒攻击产生了免
疫，成为灭杀艾滋病毒的中坚力量。

在实验中，科学家发现改造后的
造血干细胞能长期存活在骨髓中，并
源源不断地制造具有艾滋病毒抗性的
T细胞，并明显抑制了艾滋病毒在试
验动物体内的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这项技术将会不断完善，最终能彻
底消灭人体内艾滋病毒。

重新编码除“艾滋”

云计算被看作继个人计算机变
革、互联网变革之后的第三次信息技
术浪潮，已成为全球信息产业关注的
焦点。云计算的应用和发展将推动低
成本、泛在、智能、便捷的信息服务
体系建设。对云计算工作者来说，在
实践中应认清以下五个特点。

大的数据中心还不是云数据中

心。有人认为数据机房摆满各类服务
器，拥有大量计算、存储设备就可以
对外宣称是云数据中心，这是不了解
其弹性、可计量、按需自助以及资源
池化的特性。云数据中心融合数据中
心和云计算技术的优点，可实现信息
技术资源的高度虚拟化和各类服务管
理程序自动化。如果只是一个大的数
据中心，没有实现云计算基础架构，
只能提供托管服务，就无法应对突然
爆发的工作负载。

非云应用迁移至云端不是易事。

将应用软件托管至数据中心，就好比
一座雕像整体从 A处搬到 B处，相对
来说比较简单；而迁移至云端，需要
拆解组装，过程复杂得多。传统应用
软件对硬件和软件平台有很强的依赖
性，无法迁移至云端，进而享用云基
础设施的好处。军队云数据中心初期
不能全盘云化，要考虑到军队系统软
件的实际情况。随着军队软件逐步推
广云架构设计，同步推进云数据中心
的全面云化工作。

云计算资源可以无偿使用但不能

无限制。云计算资源通过网络以按
需、易扩展的方式提供，像水、电资
源一样能够被方便获取。地方云计算
资源参照水、电的商业模式计价收
费，但军队云数据中心只为军事单位
服务，地方商业模式无法照搬。地方
云数据中心能做到按需提供且不加限
制，是因为用户会考虑成本因素，不
会无节制申请。军队云数据中心在正
式运转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对外的运维
模式，否则后患无穷。

云安全不是云数据中心单方的

责任。在云计算发展早期，云计算
被认为非常不安全，不少人拒绝考
虑 公 有 云 ， 选 择 搭 建 自 己 的 私 有
云。后来，人们认为云数据中心会
为他们考虑所有的安全问题，便放
心地将各种带有安全漏洞的软件部
署在云中。云安全需要建立在好的
软件设计基础上，如果有适当的软
件安全架构，公有云比绝大多数本
地数据中心更安全。各单位软件开
发团队一开始就要对云安全有足够
多的认识，多些未雨绸缪，少些亡
羊补牢。

不能低估云计算推广难度。虽然
人们普遍认识到云计算是信息技术发
展的必然趋势，会给单位工作带来益
处，希望云计算尽快落地。但云计算
在推广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工作流程、
人员编制等多方面改变。组织的变革
如果迟滞，将给云计算推进带来巨大
阻力。特别是已有大量信息基础设施
和维护人员的单位，云计算推广的难
度更大，各项配套的法规制度、政策
措施必须跟上。

云计算：没那么容易
■林岩峰

这是一个颇为矛盾、颇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受健身软件泄露军事基地位置影响，美国国
防部正计划禁止相关人员使用智能手机；另一方面，考虑到智能手机出色的软件运算能力，美国
国防部近期又决定为美军发放苹果手机，以便为单兵提供及时准确的战场信息。据悉，这也是美
军构建“云作战”模式、保证战场数据信息共享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日前

发布《科研诚信倡议书》，在全军倡议

科研诚信，不仅是对科研人员的一次

思想洗礼，还是对科研工作的一次除

污清流，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强调科研诚信，本质是坚守科研

的底线。科研的目的就是探索和揭

示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

其基本态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

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科研工作的逻

辑起点。如果科研工作做不到诚信、

做不到实事求是，不能一切从客观实

际出发，那么也就失去了其存在和运

行的内在逻辑，科研工作及其成果也

便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只有坚守诚

信底线，科研工作才具有科研行为的

基本特征，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强调科研诚信，核心是科研人员

要讲诚信。科研失信行为的背后，是

科研工作者态度和思想上的模糊和

认知偏差。要确保科研成果真实可

信、科研行为干净可靠，关键还是要

引导科研人员树立“科学最重、名利

最轻”的正确职业道德观。只有科研

人员思想诚实可信，科研行为才能实

事求是，科研成果才能真实可靠。

强调科研诚信，关键是清除科研

的“毒瘤”。科研诚信并不是新要求、

高要求，而是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工作

的最基本要求。在全军范围内倡议

科研诚信，说明科研失信行为在全军

科研工作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

在。强调科研诚信，就是要彻底根治

科研人员思想浮躁化、功利化，科研

工作商业化、表面化，科研成果虚假

化、交易化等不良倾向，还原风清气

正的科研生态。

科研是强军兴军的重大动力牵

引，事关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事关

能打仗、打胜仗，容不得半点虚假。

科研失信行为不仅败坏了科研风

气，也容易挫伤科研人才的积极性，

阻滞科研创新，甚至影响到强军兴

军进程。强调科研诚信，根本目的

就是要挤干科研成果的水分，保留

和激励具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才，

调动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夯实强军

兴军的根基。

让科研生态风清气正
■范瑞洲 张宏烨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本期观察：崔功荣 黄武星

论 见

热点追踪

高技术前沿

如果把癌细胞比喻成不法分子，肿
瘤就是不法分子拉帮结派组成的不法
组织，它不仅能无限增长、危害生命，人
体免疫系统和药物治疗还难以攻破其
壁垒。目前对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副
作用比较大，无论是化疗还是手术，都
难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能安
插“间谍”携带药物打入“不法组织”内
部，消灭肿瘤岂不轻松许多？

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还真找到
了“间谍”癌细胞的研制办法，并将研
究成果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上。他
们筛选出一种能与多种癌细胞表面特
定受体结合且能诱导癌细胞死亡的配
体分子作为武器，再寻找没有这种死
亡受体的癌细胞作为“间谍”，将“武
器”基因植入“间谍”基因序列中，一个
释放致命“武器”的“间谍”癌细胞制作
而成。由于癌细胞具有“归巢”特性，
“间谍”癌细胞注射到体内，它将通过
循环系统自动找寻肿瘤区域驻扎，释
放配体分子将肿瘤消灭光。

植入到“间谍”癌细胞基因序列里
的不仅有“武器”基因，还有自毁程序，
一旦体内肿瘤清除，只要注入对应药
物，“间谍”癌细胞便集体毁灭，以防二
次致癌。

植入“间谍”驱癌魔

控制血糖不再打针吃药，只要一
个小小的皮贴片就能解决！不久前，
刊登在《自然通讯》的一项研究成果让
这样美好的愿景可能成为现实。

他们以人体肾脏细胞为改造对
象，通过加入不同功能的基因，得到一
种能实时监控血糖含量并释放胰岛素
的多功能细胞。该细胞对血液中的葡
萄糖十分敏感，一旦监测到血糖异常
升高或者超过阈值，就会立刻释放胰
岛素，促使血糖含量恢复正常。为避
免被人体免疫系统“错杀”，研究人员
利用纳米多孔胶囊将这种细胞“捆”在
一起，制成皮贴片植入病人皮肤。

这样检测和补偿“一条龙”服务的
强大功能，可以与胰脏中的胰岛相媲
美，甚至能完美地替换胰脏的部分功
能。目前，皮贴片在人体内的有效时
间约为三个星期，研究人员正努力延
长有效时间，让患者生活更方便。

让糖尿病“一贴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