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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显著智能化特征的未来战
场上，3种“心”科技正在改变着军事心
理学的研究范式与运用领域。

AI“读心”技术

传统的心理测评方法，主要依靠自
我陈述和行为测试进行。由于人的主
观性和随意性，信效度并不高。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像验血、拍CT
那样直接进行心理活动识别呢？随着
人脸识别、情感分析等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AI）技术的兴起，AI“读心”开始进入
人们的视野。

AI“读心”，并不是真的去观测人的内
心活动，而是通过一个人外显的语言、表
情、行为，来判断这个人内在的心理和精
神状态。哲学家西塞罗说，“世间一切尽
在脸上”。研究人员通过摄录设备和视线
捕捉设备，记录测试对象的社交和个体行
为，比如面部表情、视线方向、与他人眼神
对视的频次与时长、语速、语调及停顿等，
再通过视觉、音频等特定算法，分析其行

为和心理特征，从而得出结论。
除了具备对细微动作的高速捕捉

能力，AI“读心”同时具有对多维度信息
的整合分析能力。如 AI“读心”能在不
同时间维度上，进行动态追踪分析。结
合人的短期心理状态（疲劳、专注、亢
奋、无聊、恐惧、愤怒等）、长期的精神健
康状况，可为自闭症、抑郁症、焦虑狂躁
等精神性疾病诊断提供依据。

AI“读心”还能通过机械学习进行自
我迭代。以情感分析为例，基于特定的
情感计算算法，通过采集人的生理、姿态
等特征，机器可在反复学习后逐渐建立
这些信息与人类情感的算法连接，从而
具备感知、识别和理解人类情感的功能。

目前，在辅助诊断精神性疾病方面，
AI“读心”已有较多应用。在军事领域，这
一技术除了能满足筛查合格兵员、军事人
员选拔、战场心理危机干预等多场景运用
需求外，还可用于战场士气实时感知。

如结合高效算法，开发出基于数字
化可穿戴设备的士气感知系统。官兵在
执行任务时穿戴一些传感器，其心率、血
压、呼吸、体温和排汗情况等生理指标和
面部表情信息，就会被实时监测并传
输。指挥员可掌握前线作战官兵的生理
和心理状态，判断其是否处于疲劳、寒
冷、疾病、恐惧等不良状态。这些参数反
馈给随军医生后，便于及时干预治疗，确
保一线官兵的战斗力和生存率。

控脑技术

“控脑”，即根据大脑自身功能和生
理活动的运行机理，采用物理和化学手
段，增强己方、攻击对手“脑战斗力”的
对抗行动。

控脑技术已成为一种辅助作战手
段。实验证实，无论是化学药物刺激还
是脑部的电磁刺激，都会影响人的认知
和情感过程——

作战中，针对对方使用失能剂等认
知神经类药物，可使对方人员精神活动
（如知觉、情感、思维活动）异常和产生
躯体功能障碍（如机体运动失调、瘫痪
等），从而暂时丧失战斗能力。

利用逆转药物和预防药物，可保护

和增强己方官兵战斗力。这类药物能改
善人体内分泌环境，特别是能改善在各神
经元间传递电信号的化学物质——神经
递质的总量与活性。有一些比较成熟的
神经增强药物，如治疗多动症和嗜睡症的
药物利他林，对照实验证实，对于没有认
知缺陷的人可改善记忆力、注意力和积极
性；治疗嗜睡症的莫达非尼，具备双向调
节作用，对于睡眠充足的人可增强执行
力、记忆力、注意力，对于缺少睡眠的人可
帮助消除睡眠不足症状。

利用电磁波进行脑干扰和信息认知
损伤。脑干扰通过采集特定对象脑电
波，分析其频率、波幅等特征后，发出特
定电波，先耦合再引导，从而影响和改变
特定对象的脑电波，控制其思想和行
为。如利用电磁波等手段控制人的感
官，产生听觉视觉偏差，从而迷惑、拖延、
阻止或误导其行为。未来利用这种非肉
体杀伤性电磁武器，引起大脑释放某种
化学物质，影响信息传递关键部位——
突触的连接和功能，以控制敌军官兵行
为。同时，还会引起同流行感冒一样的
症状，伴有恶心、头痛，甚至可使人处于
昏迷状态。

利用经颅磁电刺激技术改善认知功
能。这一磁电刺激技术作用方式有两
种：一种是浅脑刺激。即外用接触性的
电磁作用颅部，可使人感到平静或者感
到有活力，类似于在深夜开会时喝上一
杯咖啡、在演讲前冥想几分钟的状态，实
现对大脑短时调节效果。另一种是深脑
刺激。即在人大脑中插入电极，如同给
大脑加装起搏器一样，能够显著改善人
的认知情绪和意志品质。实际上，这可
以认为是对人脑部神经结构的重塑。

在军事领域，利用经颅磁电刺激技
术，可提升指挥员决策能力，及飞行员
等特定作战人员的注意力和认知思维
水平。

随着我们对大脑功能理解的加深，
这些技术的使用方式会更加丰富、便
捷，作用领域也会更加宽广。

意念控制技术

意念控制技术，又被称为脑控技

术。通过机器或内置芯片设备，精准感
知大脑活动，对脑电波进行精密分析，
并可理解部分思维活动，再根据解析出
的“想法”做出外部响应。

意念控制技术最开始是出于对残疾
人、老年人这类失能或行动不便人群的
关怀考虑，利用意念控制机器的方式赋
予他们行动能力。上个世纪 70年代，人
类就开始了相关研究。最先利用猴子开
展实验并取得成功，使意念成功控制了
机械手臂。接着，瘫痪病人用意念控制
光标实现在屏幕上移动。而在军事医学
领域，这类技术为因作战行动造成肢体
残疾的军人恢复正常功能带来了福音。

当前，意念控制技术已取得突破
性进展。在这方面最新的“脑机交互”
技术，可通过意念控制玩具、机器人、
无人机、智能家居等，还有基于意念控
制的 VR 虚拟现实游戏也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人们身边。除了医疗行业，意
念控制技术在教育、交通、无人驾驶、
救援、极限探索等应用场景，都将有大
的发挥空间。

如在交通运输应用场景中，人们可
对客车、货车司机、火车司机的脑电波
进行监测和分析，一旦发现司机出现睡
觉想法，就会在第一时间做出预警，相
当于在司机身边安置了一个永不疲劳
的“监工”，辅助行驶安全。

在教育应用场景中，通过对学生脑
电波的采集和分析，让老师实时监控学
生的注意力，确保学生在上课期间“不
走神”。

再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发生车祸，
大多因遇到系统之前没有经历过的场
景而导致计算错误造成的。引入该技
术，则在可能发生事故的瞬间，用意念
及时发出各种警示和模式切换指令，紧
急接管汽车或设备操作等。

未来，意念控制技术在军事领域的
应用前景会越来越广阔。如执行作战
任务和警戒任务的官兵，利用此技术可
提高具体操作的精准度和注意力，减少
纰漏；以意念远距离操控危险武器、远
离极端恶劣环境，减少伤亡和不适等。

上图为脑部神经递质等生化物质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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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意识与行为的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
手段、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学术领域。科学技
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带给心理学的有时不仅仅是先进的实
验条件和应用手段，而且是一种改变心理学研究与发展进程

的全新思维范式。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作战样式不断变
化，心理学在战场上的作用亦有所改变和凸显，“心”科技正
在成为一种服务军事斗争任务的“利器”，受到各国军队高层
的普遍关注。

今年 8月 6日上午，伴随着响亮的
汽笛声，一辆加挂 6节功能车厢的卫生

列车驶出军专站。这标志着我军拥有
了首列卫生列车。

据悉，由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开发
的卫生列车，由指挥车、医疗护理车、手术
急救车、重症监护车等车厢组成，最大编
组19节，可一次性装载近500名伤员，在

运输途中能展开继承性救治、手术急救、
重症监护等医疗服务。该卫生列车具有
“接收批量大、机动速度快、区域跨度广、
医疗设施齐、救治能力强”等显著优势，特
别适用于我国地域面积辽阔、铁运网络发
达条件下的伤病员后送转运和途中医学
保障，相当于一所流动的“二级医院”。
“在卫生列车研制过程中，获得国

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15项。特别是
为解决铁路客车断面空间与现行空气
净化装置的矛盾，利用车厢顶部狭小空
间，在空调机组内部设置中低效过滤
器、风道前端设置高效过滤器、手术台
正上方设置低阻亚高效过滤器三级净
化过滤装置，保证了列车手术区内空气
洁净度达到Ⅲ级医疗环境标准要求。”
卫生列车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那么，这列专列里主要有哪些医护
用的特殊装置呢？
——手术操作定位架。在快速运

行状态下，列车的震动及晃动，会影响
医护人员稳定的手术操作。为解决这
一技术难题，本专列设置了包括定位
板、调节支柱、人体固定装置在内的手
术操作定位架，可在列车运动时保证手
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进而保证手术成
功率。

——悬挂式担架辅助装置。这是根
据卫生列车伤病员上车乘车需要设计
的。它采用滑轮和支撑结构，悬挂于列车
窗口，滑轮轮距与军用四折担架宽度相
等，主要用于高站台条件下辅助伤病员通
过担架方式，上乘至卫生列车车厢，增加
上乘过程的平稳性，减少搬运人员数量。
——骨折伤牵引装置。这一装置

占用空间小，可实现列车卧铺上对骨折
伤患者的牵引，且能在高速运动的列车
里使牵引保持稳定，实现对患者的牵引
止动，不易给患者造成二次损伤。
——轨道式输液架。该输液架的

悬挂杆能在导轮安装架和止动升降组
件中作任意旋转运动，实现输液架在轨
道中的相对位置固定，可有效解决运动
状态下输液架随撞动、震动、晃动而产
生移位的问题。
——电动双层升降床。设备通过

遥控调整病床水平位置，减少伤病员人
工搬运环节，方便重症伤病员安置和诊
疗。同时，预设上铺下降的最低限高，
防止对下铺伤员造成损伤。
——车载伤员转运推车。设备可

将伤员以“站姿”方式进行转运，同时兼
具横向平移功能，满足伤员在列车车厢
狭窄空间内进行转运的现实需求。
——下滑式轨道手术床。设备在

传统手术台下方加装滑轨，使手术台具
备平移滑动功能，与手术区侧开门和伤
员转运推车配合使用，可增大伤病员转
运空间，更方便将伤员转运至手术台接
受手术治疗。

左图为一次模拟手术演练在全军

首列卫生列车里进行。

带您看看我军卫生列车
■徐国斌 吴刘佳 本报记者 孙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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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今年9月11日召开的科

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坚持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

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一重

要论断，对军事科技发展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科学技术是世

界性、时代性的，发展军事科技亦须有

全球视野、紧扣时代脉搏，加快构筑支

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

在“四个面向”中，“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起着基础和引领作用，是管

根本、管长远的。从钱学森、钱三强、

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马

伟明、陈薇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

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加紧推进科技研发、竭力抢占世

界科技前沿的典范。他们的成功实

践告诉我们：只有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同时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攀上世

界科技的高峰。

面向“前沿”首先要看得远、瞄得

准。钱学森曾告诫我们：国防科技创

新决不能满足于“追尾巴”“照镜子”。

自古以来，中国人大多时间走在了世

界科技的前列，这是中华文明历久不

衰的重要基因。军事科技竞争历来就

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谁见事早、动作

快，谁就能在创新上赢得主动权。

同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要求

我们，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切忌妄自

尊大、沾沾自喜，要立足本职主动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

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须有一股子

“干，就要瞄准世界最前沿；做，就要做

最出色的那个”的精气神，敏锐抓住科

技革命新方向，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

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我们就

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

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当前，我们正

处在世界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

展、强军兴军事业深入推进的历史交

汇期。作为军事科技工作者，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就是紧盯新质战斗力建

设发展方向，瞄准未来作战释放创新

活力，提高科技对战斗力建设贡献率；

就是加快推进从跟踪型研究向开创

型、引领型研究转变，特别是需要加强

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不断创造

和拓展新的优势领域；就是厚植创新

文化、优化创新生态，更好发挥国内外

人才资源作用。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作为军事科技工作者，应积

极弘扬科学家精神，将自强不息融入

血脉，以时不我待的精气神向世界军

事科技前沿发起冲锋，力争让每一项

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战斗力，争当勇

攀科技高峰的领头雁和先行者，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贡献智慧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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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争，无网不胜，无智不赢。可
以预测，5G网络未来支持的设备远不只
是智能手机、电视网路，其军事应用前景
广阔，必将催生基于人工智能作战计划
的“战争云”。

关于“云”，有外军这样表述：作为全
球基础设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将
使军人拥有数据，对保持军队的技术优
势至关重要。今年，俄军为数个军区和
诸兵种合成部队的指挥员，配备基于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支撑的“作战指挥
信息系统”，即所谓的“战争云”。
“战争云”，从字义上解释就是，能为

各种作战体系提供云服务，各种作战单
元能实时共享战场信息和数据，各种作
战平台能通过云计算实施自主攻击和协
同作战。

从系统构成来看，“战争云”主要由
云计算和云存储两个部分构成：云计算，
就是指分布式计算，通过一个远程服务
器网络驻留在互联网上，存储机密军事
数据和处理数据，通过网络为各个作战
单元提供不同的智能应用；云存储，就是
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云计算系统，把作
战数据存储在云端，所有作战人员都可
实时共享共用机密信息，使云计算为决
策者提供精准计算能力，实现基于人工

智能战争计划、设计战场。
“战争云”核心要素是智能新算法。

作为研究战术问题的一门新学科，智能
新算法本质是将战术的基本规律抽象出
来，演绎出一套交战双方战术运用效果
原则。智能新算法在作战中的运用，促
使战争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从而对作战认识趋于系统化、精确
化、定量化。

随着 5G网络、智能技术的发展，各
国军队开始运用智能新算法，对部队战
斗力要素和战斗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系
统研究，快速得出战斗力评估指数，为科
学指挥提供决策依据。“战争云”将通过
5G网络，把陆地作战机器人、海洋无人
舰队、无人机蜂群、人机结合协同作战部
队等无人化作战力量有关情况，在最短
时的数秒内传递给指挥员，让其作出最
终决策——在三维电子地图上，直观显
示数种作战单元排兵布阵方案；提示指
挥员如何调兵遣将、合理用兵，才能化险
为夷、打击敌方；己方部队应怎样伪装欺
骗，才能瞒过敌方侦察，等等。

如俄罗斯正研制一种无人机，在获取
目标坐标后，机载电子设备便根据相应算
法，甄选出最优的飞行进攻路线和投弹
点，精准摧毁120公里以内的目标。与此
同时，它在飞行时可将从指挥部实时获取
的敌方防空系统位置信息纳入考量。完
成任务后，无人机能为自己挑出一条最为
安全的路线，自动返回巡逻区。

“战争云”
■魏岳江 王威澄 孙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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