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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生物安全实验室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移动生物安全
实验室作用明显。该实验室的基本设备
包括高压灭菌器、实验台、生物安全柜、
超低温冰箱、污水处理罐和发电机组等，
并特别装备了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实时
荧光核酸扩增仪和高速冷冻离心机等病
原微生物核酸检测设备，实验室的生物
安全等级达到三级标准。抵达火神山医
院后，迅速发挥功用，每天处理核酸样品
检测量达 500 份，基本满足了整个火神
山医院的日均检测需求。

该实验室具有移动灵活、快速反应、
安全可靠等特点。同时可有效保证工作
人员不受实验对象感染，安全密闭地排
放所有生物污染物。

多功能防控无人机

防疫期间，无人机频频现身楼宇间、
村庄里、城市街道、高速路口，在无接触
测温、消杀作业、物流配送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远程测温，变身医护小助手。通过
在无人机上安装红外无线测温设备，可
在 3至 5米距离内对通过高速路口、高层
楼房隔离区等各类人员实施无接触筛
查，准确快速测量体温并及时记录。一
旦发现高体温者随即报警。

喷洒消毒，化身消杀小卫士。无人
机能全方位、大面积、长航时进行消杀作
业，一架无人机 5分钟便可完成 7000平

方米的消杀任务。它可按系统生成的航
点及路径，执行厘米级精度飞行，实现精
准喷洒，还能实现“一控多机”的编队喷
洒，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物流配送，秒变快递小能手。无人
机大量运用于样本运输、物资配送等，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流动，避免了人为
接触和二次传播。特别是通过“无人
机+无人站”的方式，搭建起“城市空中
运输通道”，实现了从医院到疾控中心之
间的无接触医疗物资配送。

智能搬运机器人

智能搬运机器人主要在医院的半污
染区内“忙碌”，协助医护人员做配送工
作。护士在平板电脑上操作，机器人就
能自动把药品送到指定的病房门口，并
通过语音系统呼叫里面的医护人员。医
护人员刷卡取完配送物品后，机器人即
回到原位等待新的任务，或自动适时进
行充电。

智能搬运机器人主要集成了激光雷
达、3D视觉传感器、指纹识别技术、语音
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等，可实现自
主路径规划和自主导航。一旦路遇行人
或障碍物，会自动避让。

智能搬运机器人中的医疗废物搬运
机器人，能把病房里的废弃物直接送至
垃圾处理点，运行全程为信息化管理，可
追溯每批次医疗垃圾的源头。

负压监护型救护车

被称作“移动 N95 口罩”的负压监
护型救护车，在新冠肺炎患者的转运、监
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车上的负压发生器可控制车内空气
流动方向，车内气压会比车外大气压小，
确保车外空气向车内单向流动，同时车
内会形成由上往下的定向气流，保证医
护人员能最先呼吸到新鲜空气，而病人
呼出的气体会被过滤器吸收，消毒设备
可杀灭99.97%以上的病菌。

负压监护型救护车可发挥三重防护
作用：第一重防护来自救护车医疗舱，在
保证新鲜空气输入的同时，将舱内气体
过滤消毒后排出车外；第二重防护是负
压担架舱，舱内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空气
流场，空气始终由清洁区流向感染源区，
再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排出；第三重防护
是随车配备的医护人员、驾驶员、担架员

的个人防护装备。

正压生物防护头罩

正压生物防护头罩是我军自主研发的
防护装备，为开展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手术
等高危操作的医护人员提供高等级保护。

它主要由正压风机、空气软管、人体
塑料软头罩3部分组成。正压风机内有4
个小型高效空气过滤罐，可在 150L/min
的风量下实现 99.995%的过滤效率。工
作时，正压风机将空气抽入风机，在过滤
装置内进行过滤，通过空气软管将清洁
安全的空气输送到人体塑料软头罩内。
头罩内的气压高于头罩外，因此可保证
病毒不会侵入。

该头罩通过有效降低风机阻力，使
装备的使用时间大幅延长；对风道流体
力学的优化设计，使装备噪声降至 70分
贝以下。其广泛运用于包括火神山医院
在内的众多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
院，视野好、穿戴舒适，成为一线医生放
心使用的防护装备。

无线电子听诊器

听诊器是进行呼吸系统、心血管等
疾病诊断的重要工具之一。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穿上防护服后，现有的机械式听
诊器无法使用，给救护工作带来了极大
不便。我军科研团队发挥前后方科研联
动优势，组织应急科研攻关，研发出的无
线电子听诊器，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该听诊器通过蓝牙发射技术，能够穿
透隔离衣，清晰听到患者心音和呼吸音，
为一线医护人员了解病情带来了极大便
利，有效避免了医患间的直接接触。听诊
器探头采用悬浮膜技术，可在互不干扰的
情况下，在同一部位采集两种不同频率的
生物电信号，使病情分析更为准确。

穿戴式连续体温监测仪

战“疫”中，一种可穿戴式连续体温监
测仪成为亮点。这款设备外形如同一片
创可贴，是一种可穿戴的无线温度监控
器。专有的薄型柔性电池使佩戴舒适，尤
其适合烦躁不安的患者。

该设备不需充电，贴在腋下就可
连续 96 个小时监测患者体温，测温误
差在 0.1℃上下。如在家中使用，它会

将数据通过蓝牙技术或 4G 信号发送
到被监测者的智能手机上，人们通过
手机就可实时看到体温数据；如果作
为临床监测系统的一部分，则可将数
据传输到云平台，安全可靠地存储在
被监测者的医疗保健数据库中。该款
体温监测仪还增加了被监测者的用户
信息，包括所在社区的名称、楼栋号、
联系方式等。这样，不用工作人员上
门测体温，就能对居家隔离观察的居
民进行体温监测。

医用防雾护目镜

在患者救治过程中，一线医护人员
如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常会出现水雾，导
致视线模糊不清，影响精准操作。我军
科研团队研发了医用防雾护目镜，很好
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该款护目镜采用主动防雾和辅助防
雾相结合的处理模式，对护目镜片进行
镀防雾膜处理，防雾直接快速。同时在
护目镜框上下安装形小质轻的单向呼吸
阀体，比KN95口罩防护精度还要高，能
够平衡护目镜内外环境温度，有效减少
水雾形成。

智能体温筛查系统

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和正常生产生
活的逐步恢复，在机场、火车站、地铁、工
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体温测量速度成
为影响人流通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普
通的耳温枪、额温枪等测量方法效率较
低，且需要检测者和被检测者近距离接
触，增大了交叉感染风险。而智能体温
筛查系统使该问题迎刃而解。

该系统采用武器装备中广泛应用
的红外热成像技术进行体温检测，只
要人在摄像头可采集的范围内出现，
体温就能随之显示出来，不需再专门
测量。系统适用于大范围人群测温，
具备人脸自动检测功能，在 4 至 10 米
范围内实现全天全自动连续实时测温
和超温识别预警，同一界面内最多可
同时检测 40人，测温效率每分钟约 500
人次。

对体温超出一定阈值，甚至未正
规佩戴口罩的流动人员，该系统还会
发出异常报警来提示工作人员，并快
速显示出相关信息，便于及时进行疫
情排查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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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疫”，世界见证中国力量。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学技术。战“疫”，某种

意义上拼的是科技创新能力。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等
相关重点科研领域以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
术提供的有力支持，为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充分发挥各自优长，开展
科研攻关，汇聚科技力量，移动生物安全实验室、多功能防控无
人机、负压监护型救护车等多种高科技医疗装备纷纷登场，闪耀
着夺目的科技之光。

这里，为您盘点——

热点追踪

3月16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院士陈薇领衔的科研团队研

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

床试验；4月12日，该团队研发的疫

苗开展二期临床试验，成为全球首个

启动二期临床研究的新冠疫苗品

种。战报传来，国人振奋！

自今年大年初二抵达武汉开始，

陈薇团队一天也没休息，与时间赛

跑、与病毒较量，不顾风险、全力攻

关，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科研速度。我

们既感叹于他们高超的科研水平，又

感佩于他们无畏的科研血性。

血性，是军人的精神之刃，是八

一军旗飘扬之日起就赓续下来的宝

贵品格。军事科研领域是不见硝烟

的战场，平时就是战时，既需要智慧

与技术的比拼，也需要精神力量的较

量。欲赢得主动、挺立潮头，须臾不

可无血性。

回顾历史，哪个科研国士，不是

铁血战士！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失事

前，把科研资料护在胸前，与警卫员

紧紧相拥，决然坠向大地——这是忠

诚的血性；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日

子里，身插导管、头戴氧气罩，争分夺

秒整理电脑里的学术材料——这是

执著的血性；黄旭华，笃定“一万年也

要搞出来”的信念，隐姓埋名30年，把

毕生心血献给核潜艇研发事业——

这是坚忍的血性……在他们看似文

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一股不信邪、不

畏难、不服输的胆气，升腾着一种许

党、许国、许军的精神，这正是军事科

研人独有的血性！

习主席历来对推动军事科研工

作高度重视，深刻指出，“科技是现

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当下，军

事科研领域加速演变、迭代发展，

为争夺理论和技术制高点，各军事

强国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演着一

幕幕“生死时速”。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军事科研事业实现了历史性

的跨越发展，但与未来战争要求相

比尚存差距，还有诸多“短板之忧”

“锁喉之痛”。慢一步就可能慢一

代，松一篙就可能退千寻。借着科

技兴军的东风，广大军事科研工作

者更应当让激情勃发起来，奋力攻

关、不胜不休。

——再多一些敢打必胜的血

性。拿出志气豪情，闻战则喜、迎

难而研，敢于自我革新、敢与龙王

比宝，敢教日月换新天，特别是对

备战打仗急需解决的现实课题，要

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

的担当精神，坚决扑下身子钻进

去、攻下来。

——再多一些全速挺进的血

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摒弃亦

步亦趋、拖沓懈怠，做到快马加鞭、奋

起直追，努力实现理论和技术上的突

破，取得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

——再多一些勇攀高峰的血

性。紧盯战略性、前沿性课题，竭尽

所能发挥聪明才智，敢为天下先，誓

争第一流。不做则已，做就做于国于

军真正管用的东西，为添国之重器、

军之利器贡献自己的力量。

——再多一些忘我奉献的血

性。科研创新是艰辛的，也是有风险

的，往往需要为常人之所不能为、忍

常人之所不能忍。越是如此，越要牢

记个人的一切都是党、国家和军队给

的，越要开阔格局、淡泊名利，吃得了

苦、舍得出来、豁得出去。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血性

源自忠诚、落在担当。面对新时代、

新机遇、新挑战，军事科研人更应胸

怀大局、血性满格，争当科学报国、科

技强军先锋，用实际行动谱写无愧无

悔的奋斗篇章。

点燃科研血性
■张映辉

论 见

5G，无疑是这两年科技界的热词
之一。前不久，我国首个 5G微基站射
频芯片YD9601研发流片成功，进入封
装测试阶段。有网友发问，到了 5G时
代，为什么要建微基站？它和我们平时
看到的那些高高的信号塔有什么关
系？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

聊到基站，你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画
面可能是布设在室外的大铁塔。架设
在这样铁塔上的基站叫作宏基站，是基
站家族中的“老大哥”，有着大块头，可
承载的用户数量很多、覆盖面积很广。
据了解，宏基站是如今应用较为广泛的
通信基站，然而在商场、机场、酒店等人
群密集的区域，仅靠宏基站无法满足
5G时代大流量数据的传输需求。

根据 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组织的规则，无线基站依据功率和容量
可划分为4类，分别是宏基站、微基站、皮
基站和飞基站。宏基站主要适用于广域
覆盖，微基站偏向局域覆盖，皮基站相当
于企业级WiFi，而飞基站则相当于家庭
路由器。后三种统称为微小基站。

区别于架设在数十米铁塔上的宏
基站，微小基站就是一种可以安装在商
场、车站、办公楼内体形小巧的基站。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微小基站正好
能弥补宏基站的不足。这是因为，从2G
到5G时代，无线信号的频率越来越高，从

而导致信号传播距离变短，单个5G基站
发出的信号覆盖面积变小，因而需要部署
更多的基站。同时，无线信号的传输速率
与穿透性不可兼得。具体来讲，随着无线
信号频率的提高，其穿透性变得更弱，这
使信号穿过建筑物后衰减得更厉害，从而
造成大量弱覆盖区域或盲区，无法满足用
户正常用网需求。然而，这些问题很难通
过密集部署宏基站去解决，原因除了选址
困难外成本也十分高昂。

此时，微小基站“身板”小、结构简
单、成本较低，就有了用武之地。它可
被灵活地部署在人群或建筑群密集的
地方，解决宏基站信号覆盖不足的问
题。此外，在人群密集的热点区域，由
于功率小，微小基站能在更小范围内提
升频谱利用效率，加快数据传输速率。
它甚至可以藏身于路灯杆、公交站牌等
不起眼的角落，根据需求在人群密集、
信号较差的地方建设。

不过，微小基站由于其发射的信号
是散射的，各微小基站之间的信号会相
互干扰，造成资源浪费。且微小基站尚
不能稳定应对室外环境，因此目前主要
用于解决室内覆盖。

但总的来说，以宏基站为“面”，在
其覆盖范围内的室内外热点区域，密集
部署低功率的微小基站，方能有效消除
信号盲点、改善网络覆盖环境。正如业
内专家调侃的那样：“‘宏微’搭配，5G
‘不累’。”只有微小基站与宏基站建设
齐头并进、搭配使用，才能“织”出一张
立体化、全覆盖、高功效的5G网络。

“宏微”搭配 5G“不累”
■梁忠春 张 曦

科普笔记

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和《机械战
警》中，都展示了一种由机器打造的超
级水母。现在这种超级水母正逐步由
科幻走进现实。

近期，国外一家科研团队研发出

一种游泳控制器，它能够让普通的水
母变成“极速水母”，并且不会损害水
母的健康。

研究者将海月水母作为改造对象，
并给水母植入了“起搏器”，只不过它控
制的不是心跳，而是水母游泳的频率。

水母通过环形肌肉的收缩来控制游
泳。当收到来自神经起搏点的信号时，
肌肉带动整个伞体内腔收缩，将伞体内
的水喷出，为水母提供向前运动的推
力，而外来的电流刺激同样可以激活这

一动作。
研究者为水母植入的控制器组件，包

括电子起搏器、锂电池和两个电极，以及便
于观察电流脉冲的LED灯。控制器被插
入水母的伞体内进行固定，两个电极嵌入
伞形边缘的肌肉组织。在脉冲电流的刺激
下，水母运动频率明显加快，游泳速度随之
显著提升：从每秒2厘米变为每秒4至6厘
米，但能量消耗并没有增加太多。

未来，“极速水母”的研究应用将进
一步深入。目前人类勘测到达的水域只

是海洋的很小一部分，现有的基于各类
船舶的勘测技术效率非常有限并且成本
昂贵，而水母在更大范围内的不同深度、
盐度、温度、氧浓度的海域中都能存活，
具有成为广域“海洋探测员”的潜质。

该项目研究负责人表示，如果能找
到一种方法来引导水母，并为它们配备
传感器来跟踪诸如海洋温度、盐度、氧气
含量等方面的信息，这些高速运动、“四
面出击”的水母群就可创建一个真正的
全球海洋监测网络。

水母变身“海洋探测员”
■陈灵进 邓和芳

新看点

胡三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