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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怎么过，旅行是个不错的选择。可
往往是，一到小长假，旅途上、景区里，堵车
堵人又堵心。

不过别急，这里介绍一款新潮的 XR 技
术，能带给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021 牛年春晚舞台上，刘德华和伴舞演
员在绚丽的灯光中唱歌跳舞，周杰伦在节目
中开着一辆粉色飞车在海滨城市享受夏日风
情。观众们惊呼美轮美奂的同时，却没想到
刘德华根本不在春晚现场，而周杰伦正身处

数千里外的台北！原因就在于春晚舞台运用
了当下很火的 XR 技术。

人们大都知道，XR 技术是一种融合了
AR、VR、MR 技术的拓展现实技术。今天，
我们就一探究竟。

VR 技术：让你看到
“远方的景色”

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旅游就是为了

去看看远方的风景。那么能不能足不出

户就能领略景色呢？当然可以，你只需

要用到 VR 技术。

VR（Virtual Reality）技术全称叫作

“虚拟现实技术”，它能用计算机模拟出

虚拟环境，带给人三维立体的沉浸感。

也就是说，利用成像原理，通过软、硬件

结合的方式优化图像，把场景展现在你

眼前。你只需戴上一副成像设备和感应

设备，便可畅游在虚拟的场景中。

这样的应用有很多，各大商场常设

有 VR 体验馆，VR 游戏也十分火爆。宇

航员可利用 VR 技术进行训练，建筑师

可将图纸制作成三维虚拟建筑物，房地

产商能让客户更好地参观房屋。

早在1968年，世界上就诞生了第一款

头戴式VR产品——“达摩克利斯之剑”军

用头盔显示器，堪称头盔显示器的“处女

作”。不过，由于当时技术限制，该设备非

常笨重，需要悬挂在房顶上使用。于是，这

款产品被戏称为“达摩克利斯之剑”。

目前，VR 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构建虚拟战场环境、单兵模

拟训练、网络化作战训练、军事指挥人员

训练等。

军人戴着 VR 头盔和感应设备，就

仿佛在一个高度真实的战场环境战斗一

样，既能锤炼实战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又

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训练成本。

当然，当你戴上了这副VR设备之后，

虽然在你看到的世界里，仿佛是畅游在景

色之中，但别人看你的时候，可能会认为你

像个蒙着眼睛、手舞足蹈的怪人。

AR 技术：给你的旅
途增添指引

什么？景色太美，想去现场？别担

心，AR 技术将助你圆梦。

AR（Augmented Reality)也叫作“增

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实时计算摄影机影

像 的 三 维 位 置 ，并 加 上 相 应 图 像 的 技

术。简而言之，就是在现实场景中扩充

叠加额外信息。

比如，当你打开手机，透过摄像头

来看旅途上的风景时，AR 技术会在画

面上为你标注路标、注解、箭头等，也会

突 然 有 一 只 可 爱 的 卡 通 动 物 蹲 在 路

边。如果说 VR 技术是让你视觉穿越，

看到“远方的景色”，那么 AR 技术就是

让你在高楼林立的现实中，再现“海市

蜃楼”。

AR 技术的应用更为广泛，大部分

手机软件就有这一功能。你可打开手

机 摄 像 头 ，用 软 件 来 测 量 镜 头 里 实 物

的 长 度 。 当 你 在 旅 途 找 不 到 方 向 时 ，

手机里的实景导航软件将会给你提供

帮助。

2018 年，美国陆军曾一次性采购 10

万 台 AR 眼 镜 用 于 训 练 。 在 美 军 开 发

的 TAR 作战辅助系统帮助下，士兵戴

上 AR 眼 镜 后 ，眼 前 就 能 浮 现 出 地 形

图，还标注着队友和敌方的位置、距离

等信息。这款眼镜还能帮助士兵选择

最优突击路线，提升团队协作以及作战

效率。

MR技术：可互动的、
一个人的“风景”

走到半路感觉太累、太无聊了怎么

办？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 MR 技术了。

MR（Mediated Reality）技术相当于

VR 技术和 AR 技术的结合体，可合并现

实和虚拟世界后产生新的可视化环境。

其最大特点在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可以互动。

比如，当你在旅途上戴着 VR 设备

时，由于看不到现实的路而太危险；使用

AR 设备时，虽能透过镜头看到小动物，

却无法与它互动。MR 技术就综合了以

上两者的优点，让你既能看到远方虚拟

场景，还能与之互动——就像走在真实

的路上，而路的两边却是北极的冰天雪

地，突然一只北极熊跳到你面前张牙舞

爪，你还能与它“搏斗”。怎么样，刺激

吧！

如 果 环 境 都 是 虚 拟 的 ，那 就 是

“VR”；如果展现出来的虚拟信息只是

与事物的简单叠加，那就是“AR”。从

概念上来说，MR 技术与 AR 技术更为

接 近 ，都 是 一 半 现 实 一 半 虚 拟 的 影

像。正如智能硬件之父 Steve Mann 所

说 ，“MR 和 AR 的区别在于 ，MR 通过

一个摄像头让你看到裸眼都看不到的

现实，AR 只管叠加虚拟环境而不管现

实本身。”

微软曾在一次发布会上，向人们展

示了用户可在自家客厅里大战入侵的外

星生物的情景。

去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曹

庆东教授手术团队，就成功地运用 MR

技术完成了一次手术。“以往手术效果

依赖反复的透视和医生对解剖结构的

熟 悉 程 度 ，就 像‘ 闭 卷 考 试 ’。 而 如 今

MR 技术让医生仿佛有了‘透视眼’，手

术区域一览无余，变成了‘开卷考试’。”

曹庆东说。

XR 技术：一群人的
穿越时空互动之旅

刺 激 归 刺 激 ，但 正 如 MR 技 术 的

有 关 介 绍 所 说 ，你 看 到 的 终 究 是 你 自

己一个人的“风景”。那只北极熊把你

吓 得 半 死 ，可 是 旁 边 人 并 不 知 道 你 看

到 了 什 么 。 那 么 ，怎 样 才 能 带 着 家 人

朋 友 一 起 穿 越 时 空“ 到 远 方 旅 行 ”呢 ？

那 就 要 靠 我 们 今 天 话 题 的 主 角 ——

XR 技术了。

XR（Extended Reality）技 术 叫 作

“拓展现实技术”，是由计算机图形和可

穿 戴 设 备 生 成 的 所 有 真 实 和 虚 拟 环

境。简单来说，就是 AR、VR 和 MR 三

种技术的交集。

XR 技术能强大到给所有观众构建

一个可视、可嗅、可触、可品的假象，且把

这些假象与真实的物体相混淆。刘德华

和周杰伦在春晚上的出色表演，就归功

于强大的 XR 技术所创造的“奇幻世界”。

去年底，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

器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的时刻，央视

新闻频道、央视新闻新媒体通过 XR 虚

拟演播，进行了同步科普讲解，让观众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大洋万米深处的美丽

景色。而在此几天前，英雄联盟全球总

决赛的舞台上，XR 技术也同样向观众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赛事直播方式。

未来，在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

技术支撑下，通过 XR 技术在军用领域

的运用，同样能实现构建真实战场环境、

组织实装模拟训练、开展实景展示教学

等功能。

美军高层认为：XR 技术将改变士

兵训练和作战方式。2020 年，美陆军研

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利用 XR 技术实现辅

助战斗人员决策的系统，美空军已通过

XR 等技术将训练一名飞行员的时间从

12 个月减至 4 个月。2021 年 3 月，随着

微软正式获得美军高达 200 亿美元的训

练系统订单，XR 产品和技术再次引起

人们对军事技术革新进行讨论的热潮。

可以想像，在未来，我们真的能实现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说打就打的

战斗”。

版式设计：梁 晨

探索 XR 技术——

来 一 场“ 说 走 就 走 的 旅 行 ”
■杨 成 冯 兵 王威澄

■本期观察：张 曦 陈彦辰 吴智才

从海军研究院某所研究员荆涛办

公室向外眺望，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熙熙攘攘的人们，在人生道路上追寻

着自己的梦想。

荆涛的梦想，藏在电脑屏幕上的

代码里。

在荆涛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

一本小册子，叫《围棋与国家》。

“围棋是一项充满魅力的智力游

戏，规则简单，上手容易。”荆涛说，看

似平和的棋局之下，总是蕴藏着胜负

的奥秘。精确与模糊，虚无缥缈与锱

铢必较，无数矛盾在黑白之间上演。

有人说，人生如棋。对荆涛来说，

人生如棋还有更深一层意味——战场

如棋。作为海军研究院作战仿真专

家，荆涛大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里“枯

坐”。

“‘仿真’这个词听起来高大上，实

际上就是下棋。”荆涛说，“把未来战争

变成数据，在实验室里打一遍，这就是

我的工作。”

模拟战场的难度远远超越棋局。

一个好棋手需要在上百种选择中选中

唯一正确的落点。而在作战仿真领

域，荆涛需要将参战各方的兵力编成、

武器系统、战术战法等信息转化成参

数，并通过仿真系统模拟战争胜负。

到海军研究院工作前，荆涛曾在

海军某基地任职。1989 年，他从国防

科技大学毕业，从事武器装备仿真工

作。“到了部队就像回家一样”，荆涛

说，“有种亲切感”。

从 小 ，荆 涛 就 是 一 名 军 事 发 烧

友。在上学时，他最喜欢看的杂志是

《航空知识》和《舰船知识》，常把喜欢

的文章剪下来，做成合订本。

荆涛第一次接触作战仿真研究，

还要追溯到 1993 年。那年，他考取了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专业研究生。

“接触这一行，才知道它的难度。”

荆涛告诉笔者，“研究作战仿真，要立

足复杂情况，破解未知矛盾，把深藏的

问 题 找 出 来 ，从 算 法 中 探 寻 制 胜 机

理。”

在荆涛看来，对作战仿真最深的

记忆是一次特殊任务——

那年，荆涛团队受命承担某重大

军事演训任务的作战评估工作。以

往，这样大型的演训至少需要半年时

间进行信息搜集和情况汇总。可这

次，上级给他们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这个同事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在荆涛这儿却成了“难得的机会”。

“过去我们觉得作战仿真是‘纸上

谈兵’。”荆涛说，“今天的人民海军越

来越强大，需要也必须学会运用仿真

这一武器。”

白天主持几场专家研讨，晚上分

析仿真结论、梳理关键问题……为了

加快作战仿真事业前进的脚步，荆涛

常常加班到深夜。

研究员杨正义说，荆涛每天都是

走得最晚的那一位，同事们从他身上

总能感觉到前行的动力。

疲惫的时候，荆涛会冲上一杯咖

啡，再放上一段古典音乐。他还喜欢

听鼓点，那不一样的节奏能让他时刻

保持清醒。

调整改革后，荆涛团队中有超过

一半的人是从外单位选调进来的。水

面舰艇专业、舰载机专业、导弹装备专

业……新补充进来的人员专业五花八

门。

在荆涛的建议下，一场场模拟仿

真作战在实验室打响。他们给这次实

验取名“战演”——意为“未来海战的

预演”。

在“战演”的磨炼中，他们打破过

去不同领域之间的隔阂，使这些专业

慢慢融合。研究员夏青峰对荆涛的一

个理念感触颇深：“只有专业联合起

来，战场才能立体起来。”

闲暇时，荆涛会带着儿子出去跑

步。不谈工作的荆涛话并不多，父子

俩总是一前一后。儿子慢慢跟在父亲

身后，看着他的背影。

儿 子 知 道 父 亲 年 少 时 最 喜 欢 飞

机。一次，儿子问荆涛，如果再选一

回，是不是更愿意去研究飞机。

荆涛笑着答：人生如棋，落子无

悔。

万 里 海 疆 一 棋 局
——记海军研究院某所研究员荆涛

■袁 帅 周怀平

中国高铁，已成为一张享誉世界的

“名片”。

最近，一位外国专家发出惊叹：中国

在沙漠上也能修高铁！

因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修高铁，

不论是车组，还是铁轨材料，都要“特事

特办”，工艺复杂且工程量巨大。

众所周知，沙漠中一年有三分之一

时间都在刮沙尘，且多为流动性和半固

定性沙丘。有的修建地点恰好处于风

口，即使是很低矮的沙丘，每年移动的距

离也有数十米，铁轨会被黄沙轻而易举

覆盖；不时袭来的沙尘暴还会造成电气

设备通信信号设置的磨损、侵蚀，沙粒渗

入道闸之间或道闸层底部，会损坏钢轨

和扣件，从而缩短整个轨道系统的使用

寿命。

沙漠上的路基松软且沙土风化严

重，这些沙土由单一、均匀、细小的颗粒

组成，其表面积大、粘聚力弱、保水性差

等缺点，难以直接承重高铁路轨。

面临诸多难题，中国高铁建设者们

见招拆招，创造着奇迹——

为了减少沙尘对铁路的影响，铁路

必须全线固沙，高铁建设者们就“兼职”

沙漠治理师。他们采取“阻沙障+草方

格”的方式，将稻草和芦苇做成小方格的

形状。草方格一方面能使地面粗糙，减

小风力；另一方面可截留水分，如雨水、

露水等，提高沙层含水量，有利于固沙植

物存活。

为保护铁路，避免沙丘覆盖铁轨，铁

路部门就在沙漠中建桥，让风沙从桥洞

中通过。在桥梁中埋设温度传感器和压

力传感器，对梁体温度进行实时检测，及

时做出工艺调整，可极大满足桥梁抗震

性和震后快速通车的要求，提高桥梁、铁

轨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

上图：新疆和若高铁高架桥。

沙漠上如何修高铁
■于 童 唐军伟

XR技术在春晚舞台上的应用。

高技术前沿

新看点

科技云

在大家印象中，陶瓷是易碎品，

轻轻一摔，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瓷便

会“粉身碎骨”。然而，借助现代科

技，新型陶瓷摇身一变，具有耐高

温、耐磨损、耐腐蚀、低密度等优良

性能，可广泛应用于国防工业领域。

美国的“XM-1”式坦克，采用

含有新型陶瓷材料的复合装甲，不

仅能抵御常规弹药攻击，还能承受

反坦克导弹攻击。俄罗斯去年改进

了用碳化硅制造陶瓷零件的技术，

大大提升了汽车、飞机和其他设备

发动机的性能。

据《科技日报》报道，前不久，国

内相关团队研究的一种新型陶瓷热

障涂层材料技术取得突破。这种材

料作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高

温部件的热防护涂层，不仅能延长高

温部件的使用寿命，还能节约燃料。

可以预见，在未来战场上，新型

陶瓷材料将越来越常见。

新型陶瓷材料

近期，科研人员制造出一种由

硼和氢原子构成的稳定纳米片。这

种名为氢化硼烯的新型二维材料，

仅有两个原子厚，却比钢坚固 200

倍以上。

二 维 材 料 是 指 拥 有 长 度 和 宽

度、但仅有一两个原子厚的材料。

该材料能大幅提升电子设备、太阳

能电池和医疗设备的性能。

在最新研究中，科研团队在银

衬底上生成硼烯，随后使之与氢接

触，形成氢化硼烯。相比于大家熟

知的石墨烯，它具有更高的强度、更

轻的密度、更好的柔韧性，并具有一

定的超导性。

据介绍，该材料成功解决了传

统硼烯材料不稳定的缺陷，有望在

纳电子学、量子技术等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

新型二维材料

超 材 料 是 一 种 具 有 特 殊 性

质 的 人 工 复 合 材 料 ，研 究 人 员 可

利 用 它 制 造 出 具 有 特 定 属 性 和

形 状 的 结 构 。 其 超 常 的 物 理 特

性 ，带 动 着 航 空 航 天 、新 型 装 备

制 造 、智 能 穿 戴 等 领 域 进 入 全 新

发 展 阶 段 。

今 年 初 ，瑞 士 科 学 家 团 队 研

发 出 一 种 可 以 写 入 、存 储 并 读 取

以 机 械 形 式 编 码 数 据 的 超 材 料 ，

使 柔 性 机 器 人 、工 程 材 料 等 应 用

得到了突破式发展。

该机械超材料是由机械式位元

组成的新装置，不但可轻易写入、长

久存储并随时读取以机械形式编码

的数据，而且编码所含信息可用来

调整装置机械结构参数。

相 关 专 家 称 ，这 一 成 果 作 为

超材料远程可编程装置的早期实

例 ，为 诸 多 研 究 和 尖 端 工 业 应 用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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