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科 技 前 沿科 技 前 沿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 星期五E-mail:jfjbkjqy@163.com责任编辑/宋元刚

今年 7 月中旬，2021 世界物联
网博览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透
露，此次博览会定于 9月上旬在无锡

举行。届时，博览会将以“智联万
物 数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全
球物联网领域的最新成果。

物联网，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也悄然改变着现代战争形式，推
动着智能化战争发展进程。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本期观察：黄武星 范一政 陈延杰

小小指尖也能产生源源不断的电

能？最近，世界著名期刊《焦耳》杂志

刊文称，科学家研制出一款能量收集

设备，将其佩戴在指尖上，10 小时睡

眠期间产生的电能可供电子表运转

24 小时。在手指活动时，产生的电能

更多。

该设备是一种名为生物燃料电池

的能量收集器。从外观看，它是一条

薄而柔软的带子，可以像创可贴一样

缠绕在指尖上。其内是一种紧贴手指

的碳泡沫电极衬垫，电极上装有酶，可

触发汗液中的乳酸和氧分子发生化学

反应而发电。电极下面是一个由压电

材料制成的芯片，当受到挤压时会产

生额外电能。手指指尖的汗腺密度最

高，堪称身体 24 小时的“汗水工厂”，

该设备与指尖密切接触后，即可成为

高效的身体能量收集器。

有专家表示，在可穿戴设备 、个

人移动终端等电子设备不断增加的

未来，这一能量收集器将大有“用武

之地”。

小小指尖产生电能

近日，《高级功能材料》杂志的一

篇文章称，一国际研究小组使用 3D 打

印技术，打印出具有韧性和弹性的光

合材料，能制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

衣物。

该团队将充当墨水的活微藻打印

到细菌纤维素上，得到具有藻类光合

特性以及细菌纤维素柔韧性的特殊材

料。其中的活微藻能利用光合作用，

在数周时间里“养活”自己，甚至实现

再生。这种独特属性，使其可用于制

造人造树叶，在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环

境里制造氧气和可持续能源。

据称，该技术制成的生物服装是

可持续生产、可完全生物降解的高质

量织物，能解决纺织业目前面临的环

保问题。

衣服可以光合作用

不用消耗化学能源，也不受阳光

等外界因素限制，凭空就能发电。最

近，《自然》杂志披露，一研究团队研制

出一种蛋白纳米薄膜，可利用空气中

的水分产生电能，从而造出新型发电

设备。

这种蛋白纳米薄膜，由地杆菌生

产的导电蛋白纳米线构成，厚度仅 7

微米。薄膜能有效吸收空气中的水

分，并以水分梯度为驱动力产生约 0.5

伏的持续电压，达到持续发电的目的。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发电技术对

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等将产生重大

影响。当前的一代空气发电机能为

小型电子设备供电，随着设备不断升

级换代，它可满足各类大型设备用电

需求。

薄膜凭空就能发电

科技大讲堂

连接虚拟世界与现
实世界的一座“桥梁”

所谓物联网，我们不妨将其简单理解

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如果说互联网是虚

拟世界中的一种“对话”，那么物联网则是

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一座“桥梁”。

物联网应用，早在受到人们关注前

的半个多世纪，就已在战争中以“传感

器网络”之名现身。

上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场的“胡志

明小道 ”上 ，布满了数以万计的“热带

树”振动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就像密密

麻麻的“蛛网”一般，等待着“猎物”到

来。每当有人员或者车辆经过时，传感

器就会探测到目标产生的震动，并记录

其方向和速度等数据。

此时，数万公里之外，一家代号为“阿

尔法特混部队”的渗透监视中心里，美军

技术人员在接收和处理着“传感器网络”

回传的相关信息。一旦发现越军车队经

过，指挥中心就会向驻扎在越南的美军发

送指令，让战机飞临目标实施轰炸。

当时技术有限，传感器实际工作时

间只能维持几周时间。美军处心积虑

搭建的这张“蛛网”，最终未能阻止越南

军队对兵力和物资的运送。

虽然历史上这次人与物“协同”的

作战方式并未取得什么好的效果，却推

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深入研究

互联技术，不断探索人与物、物与物之

间的互联互通。其高度信息化优势，在

军事应用的多个领域凸显出来。

经过几十年发展，一些军事强国先

后研制出收集战场信息的“智能微尘”

系统、远程监视战场环境的“伦巴斯”系

统、侦听武器平台运动的“沙地直线”系

统、专门侦收电磁信号的“狼群”系统等

一系列军事传感器网络系统。

其中，“智能微尘”系统的探测元件

只有沙粒大小，却能实现信息收集、处

理和发送等全部功能，从而提升了作战

过程中的制信息权能力。

没有一个作战实体
会成为“孤岛”

在 物 联 网 世 界 里 ，每 一 粒“ 沙 子 ”

都 将 拥 有 它 的 网 络 地 址 。 对 军 事 物

联 网 来 说 ，没 有 一 个 作 战 实 体 会 成 为

“孤岛”。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运送的

许多武器装备无从查找，从而造成了大

量战争资源浪费。究其原因，是由于运

送武器装备的集装箱标志不清，人员对

于传送的武器装备位置无法跟踪，进而

导致武器装备的大量遗失。

12 年后，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给

运送到海湾地区的每一个集装箱均加

装了射频微型芯片，并依据运输和存储

需 要 安 放 了 读 写 器 ，从 而 实 现 了 对 人

员、装备、物资的全程跟踪，使得军事物

流保障的有效性大大提高。

国 外 研 究 资 料 披 露 ，相 较 于 海 湾

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海运量减少 87%，

空 运 量 减 少 88.6% ，战 役 装 备 储 备 减

少 75% ，战 略 支 援 装 备 动 员 量 减 少

89%。

实际上，从贴上电子标签、装上感

知系统的那一刻起，原本静默的装备就

像一个有机生命体，它们可以相互感知

和交流。通过对物联网技术的改造，作

战人员、作战装备等每一个作战实体都

成了一个“网络节点”，相互间通过感知

与交流，让战场态势更加清晰，也使得

作战行动更加高效。

以澳大利亚国防部所建立的人员

评估网为例：作战期间，指挥人员可通

过 士 兵 身 上 穿 戴 的 传 感 器 ，对 士 兵 身

体 的 机 能 与 状 态 进 行 评 估 ，再 结 合 卫

星 定 位 的 位 置 信 息 ，可 获 得 全 体 人 员

身体机能的态势情况。指挥人员以此

为 依 据 进 行 兵 力 分 配 ，可 大 幅 提 升 战

场决策效率。

军事物联网技术在
未来战场大有作为

当 今 世 界 ，类 似 军 事 新 闻 越 来 越

多——

2016 年 6 月，美军利用无人机发动

空袭，击毙 16 名塔利班成员；同年 9 月，

土耳其安全部队在其国产无人机的指

引下击毙了 6 名恐怖分子。

在 2020 年 中 东 地 区 的 纳 卡 冲 突

中 ，阿 塞 拜 疆 发 布 的 一 段 视 频 ，让 很

多 人 感 受 到 了 网 络 化 、智 能 化 武 器 的

力量 ：无人机发现敌方坦克后 ，瞄准、

发射……

从感知战场态势到锁定目标、再到

对目标展开攻击，无人装备成为进攻主

体的背后，是军事物联网技术的巨大支

撑。这张庞大的智能化信息网络，就如

同战场上的“千里眼”“顺风耳”，让作战

人员稳坐“中军帐”，就能决胜于千里之

外。

“万物互联，决胜千里之外。”这是

军事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

智能化战争的重要特征。在万物互联

的时代，军事物联网会将若干单个作战

实体连接成为智能作战群，生成智慧作

战体系。未来，只需给智慧作战体系明

确作战目的，军队作战人员不必参与其

执行过程。

当 前 ，军 事 物 联 网 技 术 的 发 展 距

离 万 物 互 联 还 有 很 长 一 段 路 要 走 ，但

应 清 醒 看 到 ，当 智 能 节 点 达 到 一 定 规

模 后 ，军 事 物 联 网 就 会 形 成 质 的 飞

跃。

未来战场，军事物联网技术必将大

有作为，实现以“联”制胜。

左上图：军事物联网技术模拟示意

图。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陈颖文为您讲述军事物联网——

万物互联，决胜千里之外
■冯子剑 曲晟晖 齐旭聪

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

胞学说被恩格斯誉为“19 世纪自然科

学三大发现”。今天，我们聊一聊细胞

学说的创立。

提到这一学说，不得不提起细胞

学历史上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施莱

登和施旺。

施莱登毕业于德国西部的海德堡

大学。他早年学的是法律专业，但在

律师的工作道路上走得并不顺畅。后

来，在朋友力劝之下，施莱登“跨界”研

究起了自然科学。

没想到，转行后的施莱登先后获

得了医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并被聘

为耶拿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开启了植

物学研究生涯。

1838 年 ，施 莱 登 根 据 多 年 在 显

微 镜 下 研 究 植 物 组 织 结 构 的 结 果 ，

发 表 著 名 文 章《植 物 发 生 论》，提 出

了 关 于 植 物 细 胞 生 命 特 征 、细 胞 生

理 过 程 以 及 细 胞 生 理 地 位 的 系 统

理论。

《植物发生论》一经发表，便引发

了生物学界的轰动。文章很快被译成

多国语言广为传播，生物学界普遍接

受了这一观点。这也标志着第一个较

为系统的细胞学说——植物细胞学的

诞生。

施 旺 毕 业 于 德 国 东 部 的 柏 林 大

学。年少的他没有从事科学研究，反

而对宗教情有独钟。16 岁时，他辞别

故乡，来到位于科隆的耶稣教会学院

学习宗教。

没想到，施旺在学习宗教期间，接

触到一些搞科学研究的学者雅士，让

他的思想来了个大转弯——离开教会

学院，转往柏林大学学习医学，并成为

著名动物生理学家米勒教授的助手。

他开始跟随米勒从事青蛙肌肉收缩方

面的相关研究。

科 研 的“ 圈 子 ”有 时 候 很 大 ，有

时 候 也 很 小 。 在 米 勒 的 实 验 室 里 ，

施 旺 遇 见 了 施 莱 登 ，两 人 一 见 如

故 、相 谈 甚 欢 。 有 一 天 ，他 们 一 同

吃 饭 ，施 莱 登 便 向 施 旺 提 及“ 细 胞

核 在 植 物 细 胞 发 生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这 让 施 旺 立 刻 想 起 ，他 也 曾

在 脊 索 细 胞 中 看 到 过 类 似“ 器 官 ”，

一 下 子 激 发 了 施 旺 对 脊 索 细 胞 的

研究灵感。

饭后，施旺立刻着手开始了相关

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1839 年，施

旺的著作《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

一致性的显微研究》与世人见面。书

中提出的最重要观点——“细胞是有

机体，动物和植物都是这些有机体的

集合物，他们按照一定的法则而排列

在各自体内”，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

生物有机体统一性的基本理论，并成

功地把施莱登的植物细胞学说引入

动物学。

这 一 学 说 一 系 列 科 学 观 点 的 提

出，彻底推翻了千百年来动物界、植物

界相互分割的传统屏障，开创了生命

科学的新纪元。

细 胞 学 说 的 诞 生 ，可 以 说 是 施

莱 登 和 施 旺 联 袂 的 杰 作 。 之 后 ，德

国 解 剖 学 家 冯 莫 尔 和 病 理 学 家 魏

尔 肖 又 重 点 对 其 中 一 些 观 点 进 行

了 完 善 。 经 过 前 后 几 代 科 学 家 的

不 懈 努 力 ，细 胞 学 的 大 厦 终 于 建

成 。 这 项 近 代 科 学 史 上 的 伟 大 成

就 ，也 吹 响 了 生 物 学 界 向 微 观 世 界

进军的号角。

左图：施莱登（左）与施旺。

生命科学向微观世界进军
■胡 楠 于 童 宋克里

刻进历史的经典创新

今年 8 月 8 日，第 32 届奥运会在日

本东京闭幕。新冠疫情当前，在累计超

过 400 名奥运会相关人员被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情况下，由 777 人组成的中国

体育代表团不仅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且

实现了“零感染”目标。这除了代表团

成员采取接种疫苗、佩戴口罩等防护措

施外，还有一种新型消毒利器——“光

疫苗”设备功不可没。

据报道，“光疫苗”设备是国内外有

关研究机构共同研发并论证的一种新

产品。该产品拥有可杀灭新冠病毒且

对人体无害的特性，同时能在有人环境

下持续高效地灭活病毒、细菌、霉菌和

孢子在内的绝大多数病原体，从而起到

空间免疫作用。

“光疫苗”设备主要是基于紫外线

消 毒 杀 菌 的 工 作 原 理 。 因 为 波 长 在

200～400 纳米间的紫外线，可破坏空

气中病原体的遗传物质，从而有效消杀

病菌及病毒。但过量紫外线照射，可能

导致人体健康问题，甚至引发皮肤癌和

白内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222

纳米紫外线可高效消毒，而不会对暴露

的人体组织产生伤害。只需 1.2～1.7

毫焦/平方厘米的低剂量 222 纳米紫外

线，就可消杀 99.9%的新冠病毒，显著

降低环境中的病毒浓度。特别是对于

消杀新冠新型毒株“德尔塔”极为有效。

“光疫苗”设备一般被设计成边长

为 0.35 米的三角形，重量仅 2 千克，适

合放在任意位置，理论上可对 16 平方

米的区域进行消毒。

可以预见，“光疫苗”设备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医院、地铁、公交

等人员密度高、流动性大的场所，更能

体现出“光疫苗”设备的优势。

虽然严格来说，把这种设备称为“光

疫苗”有些欠妥，因为它直接杀灭病毒的

功能与疫苗的免疫作用有本质区别。但

从人们对它的信赖和惊喜来说，我们姑

且就把“光疫苗”作为它的“昵称”吧。

上图：“光疫苗”设备的典型布置。

奥运黑科技—“光疫苗”
■陈晓楠 王晓钢

新 看 点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国

相继出台各类政策降低碳排放，科学

家也在不断探索清洁能源的开发利

用。让我们走近一组最新能源技术，

感受未来能源发展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