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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灵感，军事伪装的

科学启迪

善于伪装，自然界里有很多物种借
此生存壮大。这些生物不仅了解自己周
围的环境，而且会将自己恰如其分地融
入环境之中。
“善变”的爬行类动物变色龙，常在

不经意间改变身体颜色，以逃避天敌或
接近猎物；“拟态章鱼”依据所遇到的危
险，至少能模仿 15种海洋生物的模样，
可以做到瞬间“消失”；乌贼则把伪装术
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肤色多变更胜于变
色龙。这些生物“伪装”的背后，是“适者
生存”的自然法则：在进化过程中，各种
生物不仅努力使生活习性更适应自然，
也让外形色彩更趋近自然。

将“保存自己”作为战场法则的军
事斗争也不例外。自然界生物运用“拟
态”和“保护色”巧胜天敌的“仿生”意识，
是军事伪装器材的灵感来源。军事伪
装可追溯到上古时代。比如，《荷马史
诗》中提及的“特洛伊木马”就是军事伪
装的早期表现，即将人员和装备伪装成
无害的事物，使得战术行动出其不意。

可以说，古往今来，军事伪装在战
场上的作用尤为重要。巧妙地运用军
事伪装技术，隐藏自身真实的作战意
图，往往能取得令人称奇的胜利。当今
战场，“发现即摧毁”早已成为现实，兵
家不仅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应
懂得“发现敌人，伪装自己”。

你“探”我“隐”，伪装技术

出神入化

随着侦察监视与打击技术的飞速
发展和有机融合，尤其是反伪装技术手
段与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传统伪装方式

正面临着空前挑战。但现代侦察绝非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给战场伪
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达到更高境
界。一方面，在高分辨率的侦察卫星和
红外、微波、激光、热成像等先进技术装
备面前，再靠插几棵小草、几束树枝进
行伪装显然不行了，必须提高伪装的技
术含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促进侦
察技术发展的同时，也给伪装技术注入
了新的活力，给隐真示假手段插上了翅
膀，使伪装更加出神入化。现代伪装融
电磁、光学以及信息技术于一体，进入
陆、海、空、天、电磁以及网络等全维空
间，堪称“战场魔术师”。

近年来，原始的自然伪装经发展演
变，形成了以伪装网、伪装涂料、假目标、
伪装烟幕、伪装迷彩、角反射器、单兵伪
装器材等为代表的伪装装备体系，构成
了现代军事伪装隐真示假的物质基础。

以先进技术为牵引，现代伪装技术正加
速向多谱性、多样性、自适应和智能化等
方向发展。例如，纳米和等离子体等新
材料技术的出现，使目标更难以被发现，
生存能力也随之提高；自动化技术的发
展，提高了各类伪装器材的机动性和作
业效率；生物工程仿真技术和隐形技术
的发展，更使伪装变得“随心所欲”。

尤其是涉及等离子体物理学、磁流体
力学、材料学、现代雷达等多学科知识的
等离子体隐身技术，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
潜在应用价值，已成为世界各军事强国竞
相研究的焦点。这也使得等离子体隐身
技术逐渐从实验室走向武器装备工程化
应用，应用范围也从航空领域逐渐走向舰
船以及地面武器装备。

有的国家等离子体隐身技术已进
入实用阶段，开发出了等离子体隐身天
线。特别是俄罗斯已历经三代等离子

体隐身产品的研发，可将飞机周围的空
气变成等离子云，借此来吸收和散射雷
达波，使战机达到隐身效果。去年，俄
罗斯的克尔德什研究中心还在研究可
供人体携带的离子发生器，既能躲避雷
达侦察，又对红外侦察有很好的伪装作
用。该产品还有一个神奇的特性：能使
飞行中的子弹攻击路线发生改变，从而
确保战斗员不被子弹击中。

此外，各国伪装部队在高技术条件
下的隐真示假技术发展迅速，不仅具有
对各种兵器、机场、码头、永备工事等重
要目标实施反光学、反雷达、反热成像侦
察的隐真能力，还具有构筑假阵地、假车
场、假炮场、假指挥所、假城镇、假道路等
点状、线状、面状目标的示假能力，正在
实现从静止目标向运动目标、从简单伪
装技术向全波段伪装技术、从战术目标
伪装向战役战略伪装的全面转变。

因势而变，透明战场适者

生存

因势而变发展伪装技术，有利于在
未来战场上知己知彼、抢占先机。英国
研发电子伪装技术，通过将周围环境影
像反向投影到车体外部，达到隐身效
果；多国科学家联合研制新型石墨烯伪
装系统，可在不同温度下，重塑自身热
成像系统，完成伪装；俄罗斯装备特种
工程伪装车辆，可清除运行轨迹，确保
不被发现。

在等离子体隐身技术方面，各国的
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飞行器、雷达天线
及导弹等方面，而在陆军部队的应用研
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专家指出，
如能抢占先机，率先将该技术运用于陆
军装备的研发，将会在这一领域处于国
际前沿水平。

随着伪装与反伪装技术及其装备
的发展，“伪装”的内涵与外延也正在
发生质的变化。未来作战，技术伪装
所带来的战术优势正在日益缩减，如
果不能实现行动的隐秘，将无法达成
作战的突然性。因此，对“伪装”的理
解应当是：通过技术、战术等多种途
径，实现作战力量、作战行动的全过程
伪装，力求实现技术伪装与行动伪装
的有机统一，通过周密的战术行动规
划，降低被探测的概率，以弥补伪装技
术上的不足。

先进的信息技术虽然能使对手看
到“山那边的事情”，却未必能及时看懂
真实的意图。如果能够在装备技术上
应用到位，在战术谋略上运用得当，并
在时机选择上恰到好处，多法并举巧摆
“迷魂阵”，则完全可能骗过对手的“大
脑”，大大提高军事行动的成功率。“假
作真时真亦假”的伪装魅影，将在未来
战争舞台上发挥愈来愈大作用。

上图：在电磁环境复杂的信息化战

场上，武器装备通过科技手段扭曲折射

电磁波，达到隐身突袭的目的。

制图：刘 程

战场伪装加重“战争迷雾”
■史 飞 程 雪

科普笔记·AI⑥

随着高分辨率侦察与精确打击系统的威胁日益加剧，
伪装作为提高部队生存力的重要手段，不仅是世界各国军
队关注的热点，也是伪装装备建设与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

据外媒报道，一些军事强国正在研究开发能规避覆盖

整个地区精密传感器的新一代伪装网系统，并装备部队。
可以预见，未来高新伪装器材的研发将在世界范围

内持续升温，并给伪装技术及其装备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与挑战。

高技术前沿

嗨，大家好！我是小白，咱们又见
面了。上两期我们一起领略了 2035年
的世界，那时的AI能开车、当导购。这
期要告诉大家，当年的它还能当“边防
战士”。不信？请接着往下看！

这是2035年的一天。一回到家，徐
杨就接到孙子王文炳打来的视频电话。
“最近怎么样？训练累不累？”
“都好都好，奶奶您不用担心，现在

的边防军人，跟我爸那个时代可大不一
样啦……”

听着孙子的话，徐杨也想到了儿子
王军……

王军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军校。毕
业分配时，王军毅然选择某边防部队，
坚定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在边防的哨位上一站就是 10 年。
这10年间，巡逻路上的峭壁没变，宿舍窗
外的雪山没变，但外面的世界时刻在变。

“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正
加速进入军事领域。”王军喜欢读书看报，
尤其是AI“火”了之后，他对AI在军事上
的应用尤为关注。手机上的各种新闻媒
体APP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他仿佛看到了
未来智能化战争的模样。

AI的加入，使无人战车、无人潜航
器、无人机成了作战编组新成员，对环
境有一定的感知能力，能轻松应对恶
劣、残酷的战场环境。

AI甚至走进中军帐，可对敌我兵力
对比、兵力部署、战场环境等因素进行
分析整理，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提供参
考，成为指挥员的得力助手。
“人与装备已经高度一体化，重视装

备因素也就是重视人的因素。”读到《解
放军报》上的一段话，王军思绪万千：如
果用AI设备、无人装备取代人力巡逻该
多好。既可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控，又能
节省人力，可谓一举两得。

又经过近 20 年，王文炳子承父业
走上边防，AI 与军事的联系也愈加紧
密，智能化无人作战力量已成为一些国

家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边防顺
应时代大势，让AI当“边防战士”，为戍
边固防贡献力量。

比如“边防战士”静态监控系统，不分
昼夜地监控着整条边境线，其白天“目光
如炬”，夜晚依然“心明眼亮”，24小时“忠
于职守”。

再比如“边防战士”动态巡逻系统，
执行任务主要由巡逻机器人完成。它和
变形金刚类似，可实现轮式足式自由切
换，适应不同地形需要；具有良好的防水
性能和攀爬能力，可涉水以及攀爬近乎
垂直的峭壁；采用高能锂电池供电，续航
能力强且无噪声；遍布全身的传感器能
使其自动寻找目标，规避障碍物。

无人巡逻并非无人参与边防工
作。王文炳和战友们“隐居幕后”，数百
公里的边境线上，任何可疑情况都别想
逃过他们的眼睛。

系统搜集的各种数据，都会实时上
传至边防数据库。AI能从中及时发现
可疑目标，并在第一时间向战备值班人
员发出警报信号，待巡逻机器人、无人
机等再次确认情况后，边防部队会迅速
前出进行处置……
“奶奶，在边防，现在虽然很多工作

是AI‘当家’，但我们也经常去一线熟悉
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前不久，我还路
过了爸爸当年工作过的哨所……”
“锻炼了半年长大了，也壮实了不

少啊！”徐杨笑着说。
“这可要归功于我们的 AI‘教练’

了。”王文炳接着给奶奶讲新鲜事儿，“我
们训练时都会戴一个手环状的传感器，
如心率、呼吸频率、脂肪消耗量等数据都
会上传至训练数据库，AI会根据每个人
的身体状况，为我们量身订制训练计划。”

确实，军人在每天的训练、生活中会
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训练AI
“教练”的“养料”。经过训练的AI能为
军人的日常训练提供指导，反哺部队战
斗力生成。

不知什么时候，王军回来了。听着
儿子的讲述，回想自己难忘的军旅岁月，
得知边防部队的变化，他显得异常兴奋。

最后，小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AI
当“边防战士”，只是未来部队发展变化
的一个缩影。事实上，AI技术正改变着
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

畅想AI当“边防战士”
■谢啸天 张旭日 计佳富

“你好！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服务？”
目前，智能语音助手正在借助手机

这一媒介实现快速普及，尽管并不完
美，但它依然应用广泛。

你可将语音助手看作是一个生活
在各种智能设备里的机器人大脑幼体
程序，你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去
探索并包容新生事物，去相信它的无限
可能性。

事实上，语音助手是一种语音控制
程序，它通过智能设备上的收音硬件听
见你说的话，进行判断后在前台迅速做
出回应：通过扬声器和你聊天，或者听
从命令帮你操控智能设备。语音助手
从被唤醒、听明白到会说话的过程，靠
的是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算法和语音识
别等技术的应用及数据库的云端支持。

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应用成熟的
语音助手尚为数不多。值得一提的是，
我 国 科 大 讯 飞 的 灵 犀 语 音 助 手 和
Robin力推的度秘技术十分成熟，并在
中文识别方面更胜一筹。

2月 27日，一家权威科学杂志《麻

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了 2019 全球十
大突破性技术榜单，菜鸟智能语音助手
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技术上榜。菜鸟
智能语音助手由菜鸟快递在 2018全球
智慧物流峰会上正式推出。它能帮助
快递员在派件过程中与消费者沟通，准
确识别消费者的包裹接收点，并将结果
反馈到快递员的手机端，极大地提高了
快递员的派件效率。

应当看到，各种语音助手出于平台
需要、发展战略等原因，被包装成不同
个性和生存技能的应用产品。但从本
质上讲，判断一个语音助手强不强，还
得看它的大脑模型是否聪明，语音识别
是否准确。

当然，智能语音助手还存在识别方
言困难、操作系统整合程度不深、理解
情景和文本内容能力不足、技术开发与
整合成本较高等问题。

目前，实际使用智能语音功能的人
还不多，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直接使用
搜索引擎。也许在未来，智能语音助手可
成为个性订制的全能信息处理者，就像科
幻电影中屡屡出现的“智能管家”那样，可
主动判断、预知需求。

那时，人们如配上这个“助手”，该
会很贴心了。 制图：史 双

配个贴心语音助手
■杨宝升 董彦均

■本期观察：徐弘源 王路加 任增荣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多年来，使用寿命短于预期一直

是心脏起搏器等植入式医疗器件电池

供能的“硬伤”。据英国《自然·通讯》

杂志发表的一项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文

章显示，一个跨国科学家团队研发了

一种无需电池、可收集心跳产生的能

量的装置，并以此给心脏起搏器供能。

这种装置为可植入式发电机，能从

心脏搏动中收集足够的能量。它具有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机械耐久性，另配

有一个电源管理单元和一个起搏器。

研究团队通过动物试验证实，这个可植

入系统不仅能进行心脏起搏，还能纠正

窦性心律不齐，防止病情恶化，从而避

免可能导致的死亡。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技术在组织工

程、神经再生和干细胞分化等领域，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自驱动心脏起搏器——

靠心跳聚能

糖尿病是一种多因素复杂疾病,

近年来一直呈高发趋势。不久前，国

外的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一款真正可

植入皮下的可持续血糖监控芯，为糖

尿病患者带来福音。

他们采用荧光方法进行血糖检

测。简单来说，在植入体内的微传感器

上，用来与组织间液接触的部分不再是

电极探针，而是一种对葡萄糖浓度敏感

的荧光高分子聚合物。在葡萄糖浓度

较高时，这种荧光聚合物会有较高的量

子效率。反之，在血糖浓度较低时，这种

材料的量子效率就会降低。由于荧光

信号需要被外界光源激发，这种芯片里

内置了一枚小型的特定波长LED光

源。荧光信号产生后通过芯片内集成

的微型光敏元件转化为电信号。在激

发光强度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传感器接

收到的荧光信号强度，与血糖浓度大致

呈正比。

当体内植入的芯片读出血糖水平

后，它会将这一示数通过蓝牙传给离

他仅有几毫米之隔的贴皮式信号中转

器，并通过它输出到用户的手机上。

如果浓度显示过高或过低，设备会报

警。即便设备不在身边，传感器自身

也能进行振动提醒。

植入式血糖传感芯——

用荧光监测

为了更好地治疗高血压，医生需

要对病人血压进行长期监测。现

在，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传感器，

可以植入股动脉，这样对病人血压

的监测就更加容易了。

德国一家研究机构开发出的这种

新型的血压感测系统，能像心律调整

器那样植入病患的体内。医生可直接

将这一血压传感器安置在病人腹股沟

下的股动脉中。这个传感器连同封装

外壳，直径仅1毫米左右，却可在1秒

钟内对血压进行30次测量。它通过

一根可以弯曲的微型线缆与同样被植

入腹股沟皮肤下面的信号发射单元相

连。发射单元先对传感器产生的信号

进行模数转换和编码，然后将其发送

到病人随身携带的接收器中。最后，

接收器再将信息发送到医院的监测电

台。这样一来，医生就可在办公室里

随时观察分析患者的血压了。

由 于 研 究 者 使 用 了 特 殊 的

CMOS器件，因而整个系统的能耗非

常低，而且不需内置电池，靠感应式电

力传输即可无线供电。

植入式血压感测器——

可无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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