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追踪

论 见

新看点

提起“水下间谍”，您可能首先想
到的是无人潜航器。它在搜集他国海
域环境信息和海军情报中，扮演了极
其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一些国家对
搜集和掌控情报需求的不断增加，无
人潜航器功能的不足逐渐凸显，“水下
间谍”家族急需新成员的加入。

据报道，美军正计划将鱼鳖虾蟹
等海洋生物变成“水下间谍”。海洋生

物千千万万，不仅有对声、光、电、磁等
具有独特的感知能力，还能动态地适
应周围环境。美军这一大胆设想，正
是要利用这些海洋生物的感知能力来
捕获传统情报搜集技术可能遗漏的信
号，帮助监测敌方船只、潜艇的活动。

这一计划被称为“持久性水生生物
传感器（PALS）”项目，由美国国防部高
级研究计划局（DARPA）负责管理。该
项目主要研究自然生物和改造后的生
物，通过不断的试验，以确定哪些种类
的生物能支持传感器系统，有效探测到
潜艇和无人潜航器的活动。PALS项目

将重点研究海洋生物对这些潜艇、无人
潜航器的反应，并对它们的行为变化或
产生的信号进行一定的表征，以便被传
感器网络捕获、处理和转发。

DARPA 资助的团队负责开发或
应用可记录生物体刺激反应的技术，
并开发一体化的系统来解释这些反
应，筛选出误报信息，将分析结果传输
给远程终端用户。这些研究团队目前
正在进行 5项研究计划：记录和分析鼓
虾的声音和发光生物体的光学活动；
将微生物整合到一个传感器平台，以
探测和表征天然微生物对水下航行器
磁性特征做出反应的生物信号；分析
并记录热带和亚热带环境大石斑鱼的
发声线索；利用鼓虾作为远程探测、分
类和跟踪水下航行器的机会来源；利
用传感器紧密跟踪黑海鲈鱼，追踪受
水下航行器干扰鱼群的深度和加速度
行为。

该项目经理罗瑞·阿多尔纳托博
士表示：如果能利用海洋生物体先天
的感知能力，就可扩展追踪对手活动
的能力。这一方法更具隐蔽性和持续
性，也有足够的精确度来表征敌方船
只、潜艇等的大小和类型。

然而，研发团队实施 PALS项目的
挑战不仅仅是评估海洋生物的感知能
力，而且还要开发相关算法、软硬件及
一系列配套设施，将生物的行为转化
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同时能转发
给一定距离以外的用户。最终的传感
系统还须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区分
有效目标和其他刺激源，如残骸和其
他海洋生物，以降低虚警率。

鱼鳖虾蟹成“水下间谍”
■钟翔超 侯俊石

脊髓受损，必然会影响运动功能，

科学家一直在努力研究高效的修复方

法。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

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出模仿中枢神

经系统结构的脊髓支架，成功帮助脊髓

严重受损的大鼠恢复了运动功能。相

关研究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这一支架模仿中枢神经系统结构

设计，中间为H型结构，周围则是数

十个微小通道，用于引导植入的神经

干细胞和轴突沿着脊髓损伤部位生

长。研究人员将装有神经干细胞的支

架移植到大鼠脊髓严重损伤的部位，

几个月后，新的脊髓组织在损伤部位

完全再生，并与宿主脊髓有效连接，大

鼠后腿的运动功能得到显著改善。

研究人员称，3D打印支架提供了

一种稳定的物理结构，能够保证植入

的干细胞免受损伤部位毒性及炎症环

境的影响，并帮助轴突完全穿过病变

部位。这一实验的成功，表明他们已

向修复人体脊髓损伤的目标迈出了关

键一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方

法也可应用于人类。

脊柱嵌“管”—

恢复运动功能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世界军事

革命的深入推进，科技对提升部队战

斗力的作用愈发凸显，引起各国的普

遍重视。有媒体披露，俄军组建的科

学连已达14个，主要任务是解决俄军

在作战指挥、建设发展方面的科技运

用问题。正是牢牢抓住了科技这个军

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

和核心战斗力，俄军在国家战略布局

中统筹谋划，用一次次重大科技进步

和创新发展，引领着战争形态和作战

方式的深刻变革，在电磁弹射、高超音

速武器、下一代隐身战机等装备科研

领域不断“出彩”，成就其在多极世界

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未来战争，已从以信息技术和精

确打击武器为核心的“初智”阶段，逐

步向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的“高智”

阶段发展。迎接挑战，亦步亦趋不行，

甘于追随也绝非上策，需要争当“桅杆

上的瞭望者”，瞄准军事科技前沿，见

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主动去发现、

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前沿尖端技术，捕捉军事能力发展

的潜在增长点。只有坚持捷足先登，

迎着科技兴军浪潮的“风口”奋起，迅

速登上战略前沿技术制高点，填补尖

端技术空白点，争取后来居上、弯道超

车，才能赢得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战场制胜的关键，不是“秀科技肌

肉”，而是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科技

既要“化”装也要“化”人。我们在关注

科技英才，加快推进战略性、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同时，更要站在军

事竞争的时代高度，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学科技、用科技，熟悉手中高技术

装备，不断提高科技成果推广对军队

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只有把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放在同等重要的

位置，驱动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开启

高科技装备从操场到战场的“加速

跑”。

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

强“智谋”的同时，更应强“技谋”。毛

泽东同志早在战争年代就强调，各级

指挥员必须首先是军事技术专家。20

多年前，钱学森同志在展望21世纪时

大声疾呼：未来在挑战，军人比任何时

候都需要科学，我们要有紧迫感。然

而，由于受传统的“重道轻器”等思想

的影响，导致部分指挥员“智谋”有余、

“技谋”不足。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科

技是问鼎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大引

擎”，技术决定战术仍然是制胜铁律，

各级指挥员不重视“技谋”就无法有效

形成实战能力。惟有那些科技知识的

博学者、科学技术的领跑者，才能对军

事谋略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

境界，才能在未来战场上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

“技谋”不可弱
■权 朴

起点非凡，书写“金

字招牌”

作为我国主力高轨道运载火箭，长
三甲系列运载火箭（由长三甲、长三乙
和长三丙三种低温液体运载火箭组
成），承担着发射北斗导航卫星、月球探
测器和通信卫星等重要任务。自 1994
年 2月 8日长三甲运载火箭首飞以来，
这一系列运载火箭始终奋战在国家重
大航天任务一线。截至目前，北斗工程
从一期到三期，探月工程从嫦娥一号到
嫦娥四号，全部由其实施发射，共将 48
颗北斗导航卫星、4颗嫦娥探测器成功
送入预定轨道。
“为什么这一系列运载火箭能有如

此长期、稳定、可靠的表现呢？”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龙乐豪介绍，
这正是因为在设计之初就坚持了国际
一流的标准。

为使这一系列运载火箭的总体技
术性能达到一流，设计人员在继承长征
三号运载火箭成熟技术的同时，在设计
中采用了超过60%的新技术。其中重要
项目共108项，重要技术创新项目22项，
重大关键技术项目 4项，使这一系列运
载火箭真正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跻身海外，练就“国

际范儿”

1985 年 10 月，我国宣布长征火箭
投入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当时国
际市场上最为活跃、需求最大的是能发
射高轨道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火箭，
而我国能够发射这种卫星的只有长征
三号火箭。它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
载能力最大也只有 1.5 吨，在国际市场
上缺少竞争力。

我国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的实施，使
我国火箭发射服务跨出了走向世界的
第一步。紧跟国内外市场需求，将发射
外国的重型商业卫星作为我国大型运
载火箭研制的牵引力，为长三乙运载火
箭的诞生提供了“新动能”。

龙乐豪院士说：“长三乙运载火箭
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可以说是长征火
箭走向国际市场的硕果。”

按照长三甲系列化研制的思路，长
三乙是三级大型液体捆绑式高轨道重型
运载火箭，是我国当时运载能力最强、技
术最先进、构成最复杂的运载火箭，可满
足当时国内外发射通信卫星的需要。

1992 年，在长三甲运载火箭尚未
首飞、长三乙运载火箭国家尚未立项
的情况下，技术团队携带长三乙运载
火箭的设计图纸，奔走于美欧航天大
国游说。努力终得回报：国际通信卫
星组织与之签订了发射服务合同，决
定用中国的长三乙运载火箭于 1995年
底前后，将美国制造的卫星发射至地
球同步转移轨道。

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用同样的
方式签订了多个发射美国、欧洲卫星的

合同，从而牵引长三乙运载火箭在不到
3年时间内完成国家立项。

伴随改革开放，长三甲系列运载
火箭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在用中国火
箭技术服务世界的同时，也在国际合
作中不断提升长三甲系列“金牌火箭”
的综合性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在接口设计上充
分考虑了与国际卫星的兼容性，实现
了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制造的
卫星完全兼容，在发射、服务、技术等
方面能够满足国内外用户的需求。同
时，依靠火箭可靠性高、履约能力强等
优势，在国际发射市场上占据了一席
之地。

据统计，截至 2018年 12月，长三甲
系列运载火箭已先后承担 16次国际商
业发射任务，为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射卫
星，全部取得圆满成功。

当前，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正借力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双边多边合作机
制，积极拓展航天应用领域，探索从航天
制造、发射、地面到系统应用的全产业链
“一站式”服务，面向全球提供发射服务、
整星出口、技术转让与培训、地面站建设
等商业航天一揽子解决方案，以更加自
信、更加开放的形象，在国际商业航天市
场的激烈竞争中抢得先机。

需求牵引，打造“生

命工程”

随着中国探月工程和北斗导航工
程的立项研制，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迎
来了更大挑战。
“正是靠‘需求牵引、创新驱动’，才

使得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成为名副其
实的‘金牌火箭’。”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三甲系列运
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表示，在探月工程
中，火箭实现了“零窗口”发射技术、“多
窗口”发射技术、地月转移轨道发射技
术等突破，拓展了长征火箭发射能力；
在北斗工程中，火箭又突破了多项关键
技术。

近些年，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势头迅
猛，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功不可没。
2018年，其执行 14次年度发射任务，创
造了中国航天单一型号年度发射次数
最多的纪录。在 80天内执行了 5次发
射任务，单发任务周期 16天，创造了中
国航天单一型号高密度发射纪录。

研制团队不断开展运载火箭技术
改进和产品设计，工艺和过程质量严格
控制，增强火箭的技术适应性和强壮
性，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可靠性水平。
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我国运载火箭的研
发模式，提出了火箭“去任务化”组批生
产、多任务并行出厂发射等创新模式和
有效方法。这一努力，为高密度发射任
务的圆满完成和运载火箭管理技术的
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功勋卓著，但其发展并非一帆
风顺。1996年 2月 15日，长三乙运载火
箭首飞遭遇重大失利：因一个焊接点虚
接，导致控制整个火箭的惯性平台失
效，火箭按照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
纠正，最终坠毁。

卧薪尝胆，重整旗鼓再战。研制团
队围绕设计、生产、产品控制、研制管理
等工作进行全面复查，完成了 12类、122
项试验，提出 44项、256条改进措施，从
而确保了后续飞行试验皆获成功，也由
此衍生出了著名的“双五条归零”制度。

1997年 8月 20日，仅仅过了 1年多
时间，长三乙运载火箭又一次矗立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上，以
连续 3次的成功发射，扭转了中国航天
的被动局面，挽回了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声誉。

100次发射仅仅是个里程碑。未来，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还将不断创新，为
成就中国航天强国梦想做出更大贡献。

上图：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第100

次点火发射。

史 啸摄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实现第100次发射—

“金牌火箭”是怎样炼成的
■王伟童 本报记者 韩阜业

2019 年 4月 20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北斗三
号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一刻，长征三号甲（简称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100”，并由
此成为我国首个发射次数突破 100次的单一系列运载火
箭。

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
总指挥岑拯介绍，其几乎包揽了我国绝大多数高轨道航
天器发射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强密度发射的主
力，是我国目前高轨道上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
“金牌火箭”系列。 ■本期观察

李 涛 薛 天 杨 飞

在现代医疗实践中，通常使用的

组织植入物并非来自患者自身，因而

存有潜在的免疫系统排斥反应及相关

风险。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团队

成功地用转化患者自身干细胞创造了

器官的组织植入物，从而最大限度地

降低了上述风险。

这个团队将脂肪细胞转化成干细

胞，并将其培养成用于治疗心脏和大脑

等各种器官损伤的组织。基于完全取

自受试者的细胞，他们已培养出首批个

性化的组织植入物。在动物实验取得

成功后，他们希望很快进行人体试验。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有能力将脂

肪组织细胞分化为不同的细胞类型，

并将其培养成用于心脏、脊髓、皮质等

各种组织植入物来治疗不同的疾病。

相信这项新技术成熟后，可用于获取

任何组织植入物，有效再生任何患病

或受伤的器官，如有病的心脏、受创伤

后或患帕金森病的大脑、受损后的脊

髓等。

自身藏“宝”—

修复损伤器官

体内装盏“灯”就成功恢复了大鼠

的神经功能是不是很神奇？美国西北

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称，他们开发了一个微型生物

光电子系统，可用于治疗器官功能障碍。

研究人员将这个系统和若干互联

组件，包括一个传感器、一对微尺度

LED等，植入患有膀胱功能障碍的大

鼠体内，再“引入”对光信号敏感的视

蛋白。借助病毒载体，这些视蛋白得

以在神经细胞中表达，使神经细胞的

活动能够被光信号开关所控制。

实验显示，该系统能够实时自动

识别病理类型，并触发LED以光遗传

学方式刺激特定的膀胱神经做出反

应。尽管体内有盏“灯”，但大鼠并没

表现出不适应，还真靠着这套系统恢

复了正常膀胱功能。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需要进一

步的测试和适当的比例扩展，才有可

能将该系统应用于人类。如果光遗传

学的方法真能用于临床，该技术原理

就有望带来较为广泛的生物学应用。

体内装“灯”—

激活神经细胞

制 图：董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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