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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会钻会爬墙的“蜘蛛侠”、能在空中
悬停的扑翼“大昆虫”、超长续航的炮射无人
机“闪电鸟”、瞬间洞察秋毫的“智慧眼”……
8月下旬，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二届“空天
杯”全国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国
2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交的 50件决赛作
品，一一展现在评审专家和观众面前。

本届大赛由国防科技工业空天防御

创新中心、中国宇航学会和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学院联合主办，共设“飞行器创
新创意设计”“探测识别算法挑战”“防御
体系创新构想”等 3个专题，吸引了来自全
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15支代表队近千名
选手参赛。大赛旨在为航空领域的优秀
人才搭建一个创新平台，促进创新创业教
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经 3名“两院”院士、

近 40名资深专家对入围决赛的作品进行
严格评审，共有 18件作品分别获得一、二、
三等奖。

异想天开的创新思路、奇特巧妙的结构
设计、颠覆传统的技术探索，再次印证了爱
因斯坦的那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本届“空
天杯”全国创新创意大赛。

论 见

■本期观察：李定乾 方潇澎 马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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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连着你我他

飞行器创新设计令

人“脑洞大开”

无人机在飞行途中撞到墙壁，会产
生什么结果？不用说，当然是机毁墙
损，酿成事故。

现在，这一传统认知需要改变了。

在第二届“空天杯”全国创新创意大赛
决赛现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潘佳义等
3名参赛选手带来的“跨维度飞行机器
人”，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在飞行
过程中一旦遇到墙体，即可自动减速、
贴近墙面，转换为爬行模式，这让现场
的评审专家和观众无不称奇。

这款能飞又能爬的飞行机器人，其
奥秘就在于具有“跨维度运动”的特殊
功能。大家知道，普通的飞行器只能在
空中飞行，不能在墙面等不同空间表面
运动，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受限。突破
无人飞行器的运动维度，关键是要让无
人飞行器能在不同维度环境中，实现运
动模态的自动转换和自动控制。潘佳
义等参赛选手自主研发出一种基于矢
量推力的运动控制算法，围绕该算法设
计出完整的硬件控制平台、软件系统、
机械结构和远程控制终端，最终研制成
功了这款“跨维度飞行机器人”，有效拓
展了无人飞行器的应用领域。

与“跨维度飞行机器人”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的，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
坤等 5名参赛选手设计的“仿昆虫可悬
停扑翼飞行器”。这款像昆虫一样通过
扑翼运动飞行的飞行器，最大特点是具
有空中悬停功能。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扑翼飞行器空
中悬停是业内公认的一大技术难题，迄

今为止全球能研制出可悬停扑翼飞行
器的研究团队屈指可数。然而，参加这
届大赛的 5名年轻人通过在动力、结构
和控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设计，实现
了飞行器垂直、偏航、俯仰、滚转、悬停
的灵活控制与自主飞行，还能搭载有关
机载设备，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在本

届大赛中，一系列新颖独特的飞行器创
新创意设计，打破了人们对无人飞行器
的传统认知，令人“脑洞大开”。

探测识别算法敢于

挑战“不可能”

“探测识别算法挑战”是本届大赛
新增的一项竞赛内容。命题面向低空
无人机探测难点问题，要求参赛者围绕
目标检测、跟踪与识别算法进行创新设
计。这个技术难度大、挑战性强的竞赛
项目，一共吸引了 90支队伍报名参赛，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智力
大比拼。

在精彩纷呈的创新作品中，由国防
科技大学宋永坤等 5名参赛选手完成的
“雷达对弱小目标检测跟踪”创新作品，
受到评审专家的格外青睐。因为，对低
空弱小目标检测跟踪一直是雷达信号

处理的一大难点和研究热点。在现代
化战争中，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武
器装备具有飞行高度低、速度慢、雷达
反射截面积小等特点，使其雷达回波常
常淹没在极强的地物杂波中，检测跟踪
的难度极大。
“参赛不是目的，创新才是根本。”

宋永坤说，报名参赛就是要利用这个创
新平台，探索解决实际问题。为此，宋
永坤等 5名参赛选手针对传统的“相参
积累算法”无法处理具有加速度目标的
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距离－速
度－加速度相参积累方法”，可最大程
度地改善系统信噪比，提高小目标检测
概率。在线实测结果证明了这一创新
成果的有效性，不仅能以较高检测概率
捕获到复杂场景下的弱小目标，而且具
有极高的计算效率。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另一件参赛作
品“红外小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设计”，
则围绕传感器虚警高、抖动和目标坐标
系不统一等 6个技术难题，提出了“基于
双阈值帧差法”的目标检测方法，极大地
提高了目标轨迹连续性，较好解决了在
复杂环境下的目标检测与跟踪问题。其
算法有望在多种嵌入式侦察设备中推广
应用，提升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

有关专家指出，本竞赛单元命题来
自探测识别算法领域的挑战性问题，从

提交的参赛作品来看，效果超出预期，
显示出参赛选手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突
出的创新能力。一些算法根据装备需
求定制后，可迅速投入实际应用，提升
装备对“低慢小”目标探测的性能。

“空天防御构想”激

发出创新灵感

“构建陆、海、空、天多层防御体系；
构建物理防御、电磁防御、网络防御多
域协同防御系统……”在“防御体系创
新构想”专题评审现场，这些充满创新
思维、具有独到见解的空天防御体系构
想，给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未来空天防御
的新画面。

针对空天领域面临的多种安全威
胁，本届大赛设置了“空天防御体系创
新”的命题。大赛组委会原本以为这个
命题过于“高大上”，会让这些年轻参赛
者望而却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该
命题共收到 27件参赛作品，选题涉及太
空卫星武器防御、高功率微波武器防
御、高超声速飞行器防御和无人机集群
防御等前沿领域，且大多数参赛作品具
有较高技术含量和可操作性。这让许
多评审专家惊诧不已。

北京理工大学李佳丽等 5名参赛选
手提交的“智能化多层多域集群防御系
统”，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集群、无人机
集群杀伤与干扰等新型威胁，应用信息
融合、智能学习等新技术，提出融合电
子、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传统防
御力量，着力增强空天防御系统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向人们展现出智能
化多层多域集群防御的新构想。来自上
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的周春华等 4名参赛
者，则针对当前设计飞行器大多没有考
虑面向空天防御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空
天飞行器负载防御系统研究的新思路，
设计出集网捕、抓获和干扰功能于一体
的“空天智能机械手防御系统”，构建起
一个飞行器负载系统的空中交互防御体
系，具有结构简单、机械集成度高、环境
适应性强的特点，作为一种高效驱动、稳
定可靠的空天智能防御利器雏形，为未
来开展空天飞行器负载防御系统研究开
辟了一条新途径。

逐梦空天，创新无限。本届“空天
杯”全国创新创意大赛，为航空航天领
域优秀人才搭建起一个创新实践、学习
交流的平台。今天播撒的创新种子，未
来有望结出丰硕的创新之果。

图为第二届“空天杯”全国创新创

意大赛决赛现场。 杨 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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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军事理论

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军事科研工

作组织模式创新，把军事科研创新

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随着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军事大数据已深度融入军事科研创

新的全要素、全流程和全领域，成

为识别军事科研创新方向的新借

鉴、催生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新

动力、推进军事科研“理技融合”

的新手段。

当前，全球海量科技信息鱼

目混珠，信息价值密度下降，仅

依靠个人或群体的认知与经验，

已无法快速精准识别军事科研创

新方向和重点。一些西方军事国

家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超强、

超深、超细的国内外科技发展态

势全维感知与分析，解决军事科

研创新方向识别和立项过程中存

在的信息搜集范围受限、分析研

判手段欠缺、结论片面性主观性

较强等诸多问题，为我军军事科

研创新看清现状趋势、透视创新

迷雾、走出主观陷阱、选准自主

道路等提供了借鉴。

随着军事数据规模、要素和内

容爆发式增长，以及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成熟发展，军事科研创新正从

先模型假设后搜集数据的“人脑+

电脑”计算科学范式，向以数据为

中心的“数据+电脑+人脑”数据密

集型研究范式转型。军事科研创新

的“轨道”，是在掌握大量军事科学

数据基础上，通过模型和超级计算

能力，提高数据的精度和纯度，挖

掘数据关系和价值，推理得到未知

的理论和结果，从而可以有效破解

传统军事科研主观导向、认识偏

差、统计有限、量化不足等问题，

提升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和

可靠性。

军事大数据正引领军事理论研

究驶向“新大陆”，必将带来研究

方法手段的蜕变，实现军事理论的

颠覆性创新。长期以来，我军军事

理论研究缺乏“硬”数据支撑，研

究成果难以有效支撑作战和管理决

策。应加大军事大数据技术与军事

理论研究的融合应用，使之既能传

承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又能用数据描摹抽象概念、特点规

律和知识本体，实现从经验研究向

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向全面研究、

孤立研究向关联研究、表象研究向

深度研究的转变，奏响定量分析与

定性研判深度融合的军事理论创新

研究交响曲。

为军事科研创新赋能
—军事大数据推动军事智能化发展系列谈之二

■军事科学院 李晓松 刘 天

热点追踪

智能手机给人类带来了很大便利，

不过你可想到它也能像机器人一样“动

起来”？近日，法国巴黎萨克莱大学的

博士生马克·泰西尔开发出一种功能强

大的手机配件——名为“Mobilimb”的

机械手指。

该机械手指利用手机USB接口

供电，主体结构为黑色硅材料，采用了

5个伺服电机、1个微控制器和1个感

应器。其装配到手机上，能实现移动、

消息提醒、人机互动等功能。

研究人员称，机械手指的作用就

像一只真正的援助之手，可把人们的

智能手机从一个坚硬冰冷的砖块变成

一个朋友：它能在一定平面内移动手

机；若有新消息，它则会上下移动，提

醒机主；当用户收到或发送表情符号

时，它可在机主手上模仿表情符号的

表情；还可通过改变“皮肤”变成“猫尾

巴”，触摸手机屏幕上的“猫尾巴”就能

自然摆动。此外，它也可充当支架、握

把，甚至模拟个性与情感。

智能手机长出“手指”

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纸传

感器和纸电路板，在体积、电容量、使用

寿命等方面均有进展，然而其始终是由

传统电池或是简单的化学反应供能。

近日，国外某大学研究人员在这一方面

实现了突破，发明出一种用细菌“发电”

的纸电池。

该电池由蜡纸制成，配备一小袋

液态细菌食品，上有一层薄金属和一

层聚合物，用以容纳细菌、收集电子。

电池常态下处于冻干状态，以使细菌

休眠，当电池受到挤压时，电池内的液

态细菌食品会使细菌复活，同时细菌

开始“吃”细菌食品。通过一系列反

应，电子被细菌从所“吃”的分子中抽

出，并转移到细胞外，最终被吸收到电

池中，从而产生电能。

研究人员称，此电池的保质期约

为4个月，可为低功率设备提供电能，

如一个小计算器、LED灯，或是一次

性环保设备。但其应用前景很广，或

将替代传统电池，大大降低用电成本。

纸电池用细菌“发电”

人类很难察觉出地下水中是否存

在危险物质，利用纳米技术改造的菠

菜却能做到。近日，国外某大学的研

究人员通过在菜叶中嵌入碳纳米管，

将菠菜变身为能探测爆炸物的“传感

器”，并可将探测信息通过无线电信号

传递到智能手机等手持设备上。

研究人员借助一种被称为“血管

灌注”的技术，先将化学传感器和可发

射恒定荧光信号的碳纳米管放入溶

液，再将溶液注射到菠菜叶背面，完成

传感器和碳纳米管嵌入。若地下水中

存在爆炸物分子，传感器10分钟左右

便可感应到，研究人员通过比较两个

荧光信号，便能确定传感器是否检测

到了爆炸物。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利

用转基因技术对植物进行基因改造，

让植物不再生成叶绿素，而是随周围

物质成分的不同改变叶子颜色。这样

的植物不需红外传感器等额外装置，

自身便能完成检测任务。

“菠菜传感器”探测爆炸物

“屏幕像纸一样，柔软轻薄可折
叠。”这一科幻电影里曾出现的场景，如
今已走进现实。

2019年 1月，国外某公司发布了全
球首款可卷曲电视，随后各大手机厂商
纷纷顺应潮流，发布了各自的折叠屏手
机。国内一家手机厂商更是发布了一
款可穿戴设备——努比亚阿尔法。

努比亚阿尔法给人的第一印象，就
是未来感十足，整块可弯曲的屏幕镶嵌
于仿形设计的机身上。它最主要的构
件来自于一块 4.01 英寸的可弯折柔性
OLED显示屏，既是用于触摸和视觉交

互的屏幕，也是机身表带结构的构成之
一。相较于传统穿戴设备，无论是可显
示面积还是可操作面积都有了大的扩
展，能给人带来全新的体验。

所谓柔性屏指的是柔性 OLED 屏
幕，用有机材料代替传统玻璃做基板，
并附加上各种功能层所制作的显示
屏。它具备可弯曲、部分可折叠、柔韧
性佳的特性。由于 OLED 采用塑料基
板，而非常见的玻璃基板，借助薄膜封
装技术，并在面板背面粘贴保护膜，让
面板变得可弯曲、不易折断。

它具备体积更轻薄、耗能更低的特
性。采用了OLED技术的柔性屏，不仅
在体积上更加轻薄，功耗上也低于既有
器件，有助于提升设备的续航能力。

它对比度高，在色彩亮度和清晰
度上都更胜一筹。还能通过外力拉伸

达到卷曲伸缩的效果，可切换大小而不
影响显示清晰度。

不过，柔性屏的研发还面临许多
“瓶颈”。一方面，OLED有一个致命的
弱点，怕氧怕水，一旦有氧气或者水汽
进入到器件里，就会引起器件寿命的衰
减。所以，对于柔性 OLED器件，其寿
命取决于柔性基板及封装技术对于氧
气和水汽的隔阻。如何在基板的柔性
和气密性上找到最佳的协调点，做到既
不让水、氧渗透到器件内部，同时又能
保证器件的柔软性，是摆在研发者面前
的一道难题。另一方面，上游制造技术
尚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技术层面仍有较
多问题有待解决。如高解析度、模组解
决方案、耐久性、柔性触控等，且终端消
费需求尚需时日养成，成熟的产业链也
未形成。

目前，柔性屏主要应用于智能手
机、家用电器、智能手表、VR设备等产
品，其中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占比最
高。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
物联时代信息交互的重要端口，柔性
屏在智能家居、车载显示、消费电子、
运动时尚、虚拟现实、航天航空、军用
装备、人工智能等终端产品领域，都存
在着十分广阔的应用空间。搭载了柔
性屏的产品，会为人们带来一种全新
的视觉体验，感受柔性屏所具有的柔
性魅力。

我们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电
视机不需要挂在墙上，显示屏可做得像
一个画卷，随时随地展开，只需一按键，
它就能自动显示出五彩斑斓的画面。

图为柔性屏效果图。

显示屏柔软轻薄可折叠
■陈灵进 李孝杰 卢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