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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连着你我他

当地时间 4月 15日，法国巴黎圣
母院发生火灾，整座建筑损毁严
重，就在人们为古迹伤心流泪时，
一则消息让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
巴黎圣母院早在多年前就进行了 3D
激光扫描。在国外的一家网站上，
完整保存了巴黎圣母院的全部数字
化资料。这将为修复古迹提供珍贵
的数据支撑，而这一切只是 3D 激光
扫描技术的“冰山一角”。

在传统测量概念里，测量数据的
输出形式一般都是二维的。技术人员
在使用常规仪器进行测量时，往往需
要大量耗时来测量一个点的坐标，而
且不够形象直观。随着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传统扫描方式已经
满足不了需求，3D 激光扫描技术由
此应运而生。

3D 激光扫描技术是一种利用高
速激光快速获取被测对象三维数据的
技术。它运用激光测距原理，通过快
速记录被测对象的表面特征，准确、
实时地匹配物体纹理和尺寸，实现高
精度三维成像。目前，3D 激光扫描

仪的扫描速度已经达到百万点每秒，
每点的测量信息不仅包含空间坐标信
息，还包含颜色和物体反射率等内
容。将这些信息进行融合，就能使观
察者得到与实物一致的视觉体验。因
此，3D 激光扫描技术也被称为实景
复制技术。

虽然激光技术到 20世纪末才得到
较大发展，但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军
事、航天等领域。20世纪 60年代，世
界上第一台激光器研发成功，美国航
天局也在 70年代启动了激光雷达技术
研究，用于获取大规模场景的高精
度、高密度三维坐标数据，这极大地
促进了三维军事地理信息系统的发
展。

美国在测绘领域广泛运用 3D 激
光扫描技术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在军
事领域的应用研究。自20世纪 80年代
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直
致力于运用3D激光扫描技术研发虚拟
战场环境——基于真实战场环境的三
维地貌模型系统，从而提高坦克协同
训练的效费比。此外，3D激光扫描技

术在3D打印和逆向工程等领域也得到
广泛应用，美国一家公司就曾使用3D
激光扫描仪成功制作了F-15战斗机模
型。

2010 年，融合了激光扫描、影
像数据和多种定位定姿数据的 3D 激
光扫描技术进入到实际应用阶段。
波士顿动力公司和哈佛大学等单位
共同研发的四足军用机器人，就采
用了 3D 激光扫描技术，精确的三维
模型能够帮助机器人分辨道路与目
标特征，从而为无人装备的自主决
策提供了支撑。此外，波士顿动力
公司的双足人形机器人、美国宇航
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四足猿类机器
人等都采用了 3D 激光扫描技术，这
也标志着 3D 激光扫描技术逐渐从实
验室走向战场。

随着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3D 激光扫描技术将打破现
有战场态势生成方式，把“不可
见”的物质一一呈现在指挥平台
上，或将使作战指挥方式产生革命
性变化。

3D激光扫描：塑造未来战场新态势
■陶 帅 武建华

今年3月，意大利一家公司展出

了一款未来单兵系统，模特头戴钢盔

与四目夜视仪，身着铠甲手拿机枪，

比游戏中的打扮炫酷多了。除装备

突击步枪和手枪外，单兵系统特别装

备的加特林机枪每分钟射速可达数

千发，使用凯夫拉材质头盔、胸甲和

护肩等覆盖住关键部位，实现全方位

防御。

为给士兵提供更好的装备，

世界各国纷纷将最新的信息技

术、材料科技应用在单兵系统研

发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

军就提出“士兵现代化计划”，

并研制出“陆地勇士”系统，这

也成为单兵系统发展的开端。随

后，英国、法国等国纷纷斥巨资

研制单兵系统。

集最新科技成果于一体的单

兵系统，不仅配备步枪、手枪、

机枪等多样化武器，并且还能伸

缩和折叠，在确保火力的同时，

尽可能便于携带。如美军“超级

盔甲”采用了特殊工艺材料，此

种材料可浸透在织物上，平时处

于柔软的平衡状态，一旦受到刀

刃、枪弹或弹片的冲击，就会改

变粒子间结构，变得十分坚硬，

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现代化单兵系统，不仅体现

在攻击和防护能力的提升上，单

兵的战场感知能力也得到全面加

强。例如，“全能战士”的背包

里装有微型电脑，头盔配有各类

传感器，在协助士兵分析情报的

同时，还能随时召唤火力支援。

俄罗斯陆军新装备的一款单兵装

备系统“战士”，配备了最先进

的通信系统，加上具有隐身效果

的迷彩装和多种先进武器，士兵

在战场上的生存和作战能力均得

到有力提升。

单兵系统
打造“全能战士”

■车东伟 黄武星

我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

为实。”日前，一种被称为“深度

造假”的技术，却使我们眼见也未

必为实。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曾用奥巴马的音频和视频资料，

创造出一个他的“替代者”。

“深度造假”技术是人工智能

最新发展的产物。它通过提供一

个人的形象、声音等信息，开发

计算机程序指令，使计算机能模

仿人说话。谷歌公司就利用这一

技术为其搜索引擎开发出了强大

的图像分类算法。一家公司声

称，他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使

因疾病而丧失发音能力的人恢复

讲话能力。

由于“深度造假”技术能逼

真地对音视频的数字信息进行操

控，描绘某件从未说过或做过的

事情，因而该技术受到某些情报

组织的格外青睐。其最极端的应

用，很可能是在国际政治事务

中，通过“合成人”制造谎言和

动乱，令某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

机构名誉扫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已开

始从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

获取信息。这些平台存在大量未

经过滤的内容，人们热衷于传递

他人所分享的信息，而不用去核

实这些信息是否属实，从而使

“以讹传讹”大行其道。最终的

结果是，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传

播得都快，这也极大地增加了信

息情报鉴别的难度。

“深度造假”
能以假乱真？

■陶 昱 刘玉钊

平日里，我们常常见到金属材料生锈，却习惯性地认
为诸如坦克、战斗机、航空母舰等武器装备生来就是天不
怕地不怕的“铜头铁脑”。殊不知，这些“大家伙”在上演
激情与力量的背后，更需要有一副“好身板”。

抗腐蚀一直是武器装备保持长久运行必须解决的难
题。日前，美国国防系统信息分析中心公布了美国海军航
空系统司令部正在研究富铝底漆的消息，并指出这种材料
一旦得到应用，将对战斗机的抗腐蚀工作带来重要影响。

新成果速递

高技术前沿

“硬汉”也有柔弱一面

驰骋在大洋上的舰艇最怕什么？
恐怕答案正是这些“钢铁硬汉”下面的
一片汪洋。原来，海洋是地球上最大、
最严酷的腐蚀环境。海上大温差、高
湿、高盐雾等气候条件大大加速了材料
老化、腐蚀的进程，海水、泥沙、油气、海
洋生物等也都是形形色色的腐蚀介
质。武器装备长期处于这样的“炼狱”
环境之中，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蚀。

腐蚀不仅会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
性能，还会大大降低其使用年限。据粗
略统计，美军每年因金属锈蚀而报废的
军事设备与材料占总装备的 5%以上，
仅美国海军每年因锈蚀问题就要损失
数十亿美元，因腐蚀导致的维修作业致
使美国海军现役战机平均每年有 2个月
处于不可用状态。

如果说“钢铁侠”们在海上易被腐
蚀，那把它们放在陆地上总不会再这么
“柔弱”了吧。事实上，坦克、装甲战车
等“陆战之王”时刻都在经受着腐蚀的
“折磨”。士兵们平时在给坦克“洗澡”
保养的时候，就常常见到许多螺栓因
“锈死”而被拧断，甚至有些火炮的炮塔
电机会因座圈锈蚀导致载荷过大，最终
被烧毁。

即便是广袤无垠的太空，也不是
抗腐蚀的“世外桃源”。宇航员出舱行
走都要穿着厚厚的宇航服，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复杂的太空环境里有着许
多“无形杀手”，对航天器“外衣”、光机
电系统等都是严峻考验。美国在对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进行调查
后，虽然排除了航天器遭遇严重腐蚀
的可能，但也提出了要采取长期腐蚀
检测措施的议案。

可以说，武器装备所面临的腐蚀无
处不在。为了精心呵护武器装备，腐蚀
控制与防护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否则稍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表面材
料就可能出现锈蚀、斑点或凹坑，进而

大面积“毁容”。

各有各的“保养秘方”

正如人的皮肤经历风吹日晒会出
现损伤一样，武器装备的表面也会受
到腐蚀。为有效应对潜在的损失，战
斗机、舰船和航天器等武器装备可谓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打赢“抗腐
蚀战役”中各自拿出了“保养秘方”。

说起战斗机的保养，人们一定听说
过战机“洗澡”的故事。通常情况下，战
机在沿海地区执行完低空飞行任务后，
都要及时返场“洗澡”，而且洗的还是
“淋浴”，通过地面上喷水口喷出的水

幕，用淡水把机身上下冲洗个遍。这么
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大气中的废气和氯
盐附着在机体表面，进而对战机造成腐
蚀。美国空军明确规定，在战机降落后
就必须及时进行清洗作业，美军还给这
项作业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鸟
浴”。

当然，飞机的保养远不止“洗澡”
这么简单，通常包含着多重工序，进行
多层涂装，有时还需要实施“整容”手
术。其中，最常见的“保养秘方”就是
给飞机敷上一层“面膜”。一般而言，
飞机各类零部件在制造成型之后，大
多要涂上底漆、面漆、防腐剂等多层涂
料，最后还要给飞机加上外层涂装。
以美军为例，F-14“雄猫”舰载战斗机
机身就采用高抗腐蚀涂层。美军还使

用聚硫化物密封剂用于减少机身表面
和链条密封处的水浸入，比如含六价
铬的铬酸盐底漆等。包括 F/A-18 舰
载战斗机、C-130 运输机、C-5 运输
机、F-16 战斗机、H-60 直升机等军机
的大量底漆均含六价铬。

航空母舰等舰船使用材料种类繁
多，工作环境复杂。舰船抗腐蚀主要
依靠舰船涂料，除能提升防腐蚀能力
外，还能有效助力舰船隐身。其中，
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涂料，不但要承
受舰载机尾钩的冲击、阻拦索的研
磨、飞机和车辆的碾压，还要遭受潮
湿盐雾的海洋大气环境侵蚀、甲板清
洁剂与油污的腐蚀。因此，对于大型
水面舰艇而言，抗腐蚀工作更是不能
有丝毫马虎。

未来更重“强身健体”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进步，提高
武器装备的抗腐蚀性也不再像“美容
术”那么简单。采用表面防护以及再
制造等技术可以有效防止或延缓腐
蚀，包括高速电弧喷涂防腐技术、纳米
电刷镀防腐技术、等离子喷涂防腐技
术、非晶态合金化学镀层防腐技术、纳
米防腐涂料及涂装技术等新技术层出
不穷。就拿最近几年出场的隐身战机
来说，都用上了隐身涂料这一最新“护
肤品”。美国 F-35“闪电”战斗机使用
的涂层更加结实耐用，再也不需要经
常“补妆”。

近年来，美国一直在防腐蚀涂料领域
加以探索。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正
在研制的富铝底漆，可用于对飞机的铝和
钢零件进行防护。这种富铝底漆能进一
步提高整体防腐蚀性能，目前已经在H-
60直升机和C-130运输机上进行了初步
试验，未来极有可能对战机的防腐蚀工作
带来变革性影响。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局还针对舰载机高温尾流喷射
带来的甲板变形问题，专门研发出耐高温
的抗冲击防腐蚀涂料。

有人在涂层涂料上下功夫，也有人紧
盯着材料性能不放，试图在“强身健体”上
做文章。俄罗斯的AK系列镍铬加钛合
金钢，堪称世界上屈服强度最高的材料，
同时也有不错的抗腐蚀能力，可用于舰船
和潜艇制造。美国近期正在研究碳/碳复
合材料，正是看上了其出色的耐高温、耐
热冲击和耐腐蚀性能。此外，石墨烯防腐
涂料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目前已
经应用于舰船、海上风电塔筒等设备的防
腐蚀，未来极有可能在武器装备领域得到
大规模应用。

未来，还有很多“黑科技”将助力人
们提升抗腐蚀技术水平。超疏水表面
具有防水性质，可以阻断水分与金属材
质的接触，进而解决水面舰艇的氧化腐
蚀难题。美国海军还在研发一种新的
涂料添加剂，旨在使军用车辆的涂层具
有自愈合功能，即便遭遇划伤也能自动
修复，从而有效防止车辆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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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腐蚀—

武器装备修炼“金刚不坏之身”
■张瑷敏 玥 凡

纸飞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但
你能相信空气真的能控制飞机的飞行
吗？近日，英国一家公司就展示了一
款通过“吹气”技术来控制飞行姿态的
无人机。

该无人机之所以能够实现“吹气”
控制，源于两项创新技术。一项是机
翼控制技术，发动机不断吸气，之后将
气流通过机翼两侧的狭窄气道“吹
出”，从而控制机翼的飞行姿态。另一
项是尾部射流控制技术，通过“吹气”

来改变飞机尾部射流的喷射方向，进
而使飞机“转弯”。研究人员表示，这项
研究将为下一代隐形飞机的飞行控制
系统提供借鉴。 （何嘉豪、王成滨）

“吹气”控制飞机方向

废弃卫星等太空碎片一直是令各国
科学家头疼的问题。近日，英国萨里航
天中心宣布，他们成功完成了世界首次
用“鱼叉”捕获模拟空间碎片的在轨实验。

实验中，一根铅笔大小的“鱼叉”
从一颗试验卫星上射出，成功刺穿了
距离其 1.5米的靶板。此次实验中的
靶板和试验卫星之间用柔性支杆相
连，实验的难度并不大。下一步，他们
将研究如何捕获运动中的目标，最终

实现用机械臂、“鱼叉”等装置捕获废
弃卫星。 （周小辉、何博帅）

“鱼叉”捕获太空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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