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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元宇宙”很火。它所形成

的深度虚拟化场景、新在线文化和数

字商业模式，绘制出数字网络未来发

展的宏大蓝图。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

念，“元宇宙”是技术渴望新产品、用户

期待新体验、资本寻找新出口的产物，

它的到来引发人们大量关注与讨论，

不可忽视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

险与挑战。

技术发展方面，“元宇宙”仍然充

满 不 确 定 性 ，也 缺 乏 实 际 的 产 品 支

持。区块链、5G 通信、人工智能、3D

引擎、VR/AR/MR、脑机接口等底层

支撑技术虽已取得巨大进步，但距“元

宇宙”概念落地仍有较大差距。试图

把现有网络、硬件终端和用户囊括进

这一数字虚拟系统之中，并建立完整

的“元宇宙”生态系统，并非朝夕之功，

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和应用场景作支

撑。盲目包装概念和过度金融化，可

能成为一些企业借机炒作的噱头，甚

至引发新一轮市场泡沫。如有的企业

在知识付费项目上，把“元宇宙”包装

成一夜暴富的机会，声称“未来只有

‘元宇宙’这一条路”，从而借机大赚一

笔；有的企业与“元宇宙”无任何相关

的实体内容，却热衷于抢注各种相关

商标，挖空心思从“元宇宙”概念中分

得一杯“流量羹”。如此现象，不能不

警惕。

社会治理方面，“元宇宙”是现实

物理世界在数字虚拟世界的延伸与

拓展，追求跨越现实物理世界与数字

虚拟世界之间界限，有可能对现有政

治结构、金融体系和人类生存模式形

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产生平台管控、

经 济 监 管 、政 策 立 法 等 一 系 列 新 问

题。从政府角度来看，“元宇宙”不仅

是重要的新兴产业，也是需要高度重

视的社会治理领域。“元宇宙”概念的

不断探索和发展，将深刻改变现有社

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形成虚与实

结合的新型生活方式，催生线上、线

下一体的新型社会关系，并从虚拟维

度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就需要

从全局上前瞻考虑数字虚拟世界中

关系重大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社会

治理和危机应对问题，以及如何防止

和解决“元宇宙”所产生的平台垄断、

监管审查、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等一

系列法律问题，加强数字科技领域的

立法工作。

伦 理 道 德 方 面 ，“ 元 宇 宙 ”深 度

释 放 了 人 类 创 造 力 与 能 动 性 ，集 中

体 现 了 人 类 对 于 突 破 物 理 限 制 、拓

展 生 命 体 验 的 内 在 向 往 。“ 元 宇 宙 ”

中 构 建 的 数 字 虚 拟 世 界 ，既 是 现 实

物 理 世 界 的 数 字 化 复 制 物 和 创 造

物 ，也 是 科 技 改 变 生 活 与 科 技 向 善

的 结 合 。 但 并 非 与 世 隔 绝 的“ 桃 花

源 ”，更 不 是 逃 离 现 实 的“ 乌 托 邦 ”。

进 一 步 讲 ，“ 元 宇 宙 ”营 造 的 沉 浸 式

体 验 不 是“ 沉 沦 式 ”生 活 ，不 能 成 为

使 人 无 形 中 丧 失 求 真 意 识 、热 衷 于

成 瘾 式 游 戏 生 活 的 借 口 ；“ 元 宇 宙 ”

的 去 中 心 化 尝 试 无 法 去 平 台 化 ，难

以 阻 断 商 业 组 织 的 天 然 垄 断 倾 向 ；

“元宇宙”的数字创造无法摆脱关键

生 产 要 素 需 求 ，依 然 得 遵 循 劳 动 价

值 规 律 ；“ 元 宇 宙 ”中 人 与 人 之 间 关

系 的 深 度 虚 拟 化 ，必 须 依 托 社 交 网

络 演 化 发 展 ，难 以 切 断 与 现 实 物 理

世 界 的 必 然 联 系 。 因 此 ，“ 元 宇 宙 ”

中构建的虚拟身份、虚拟产品、虚拟

市 场 、虚 拟 交 易 、虚 拟 生 活 、虚 拟 经

济、虚拟人生等，不能脱离伦理道德

的约束。

“元宇宙”概念的探索与发展，为

未来科技和社会形态的演化打开了

一扇窗，潜在的机遇和可能带来的变

革值得期待。但我们也应保持科学

理性，遵循产业和科技发展规律，脚

踏实地、筑牢根基、前瞻布局，强化社

会责任担当，追求更有意义的生命过

程，远离打着“元宇宙”旗号的套路与

骗局。

“元宇宙”来了，勿忘风险与挑战
■王保魁 刘海陆

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担心自己的

手机电量不足。如果谁手机里有一块不

用考虑充电、总保持满格的电池，大家会

觉得不可能。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有关专家成功

解决微型核电池研发难题，有望使梦想

成真。

这种微型核电池，只有一枚硬币的

厚度，电力却超强。它的原理是，利用微

型和纳米级系统，开发一种超微型电源

设备，在绝对封闭环境下，通过放射性物

质衰变，释放出带电粒子，从而获得持续

电流。

其实，核电池并非新事物。早先，核

电池就已应用于军事或者航空航天领

域，只是体积较大，很少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使用。现在，微型机电系统和纳米级

机电系统已成为科研的热门领域，人们

因此需要体积更小的核电池为其提供持

久电能。

如何给核电池“瘦身”？有关专家把

核电池内易受损的固态半导体换成了不

易受损的液态半导体。按照这一新思

路，科研人员研发出直径 1.95 厘米、厚度

1.55 毫米的圆形核电池，仅比 1 美分硬

币大一点点，但其电力是普通化学电池

的 100 万倍以上。

未 来 ，这 一 微 型 核 电 池 普 及 应 用

后，可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比如

买一部手机，直到报废都无需充电；长

途 行 进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装 上 微 型 核 电

池，可自行充电，人们不用担心车辆在

途中没电了……

据研究人员推算，一块微型核电池

使用寿命可达 2.8 万年。所以，人们一旦

拥有它，只要不损毁，用上一辈子不是

梦。

有关专家认为，未来微型核电池普

及后，不但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还

可开辟出人类利用核能的新途径。如

用于植入式生物医疗微器件和环境监

测微型传感器等。到那时，只需这么一

块小小电池，电子器件就可一直保持电

量充足。

由 于 人 们 对 核 能 的 忌 惮 ，这 样 的

微 型 核 电 池 一 直 没 有 在 民 间 普 及 应

用 。 实 际 上 ，微 型 核 电 池 在 有 关 专 家

发 明 它 的 时 候 ，就 充 分 考 虑 到 了 应 用

安全问题。为防止微型核电池在普及

应用中出现核辐射、核污染问题，他们

正 在 研 究 更 稳 妥 的 解 决 办 法 ，让 人 们

不再为此担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微型核电池定能

批量生产，安全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上图为问世的微型核电池。

电力超强的微型核电池
■仲崇岭 王文华 刘 煜

当文明从原始的石器时代登场，人

类学会了利用石头、木棍等物品制作简

易工具。在那个万物初开的混沌天地

里 ，人 类 世 界 开 始 有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物

品。

上个世纪末，物联网的出现，让人

类世界的物有了更多灵性和智慧。

物联网，作为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

扩展的万物互联网络，实现了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的人、机、物互联互通。

在物联网所构建的智慧世界里，人

类有了越来越聪明的物这个“伙伴”。

他们从互相“倾听”开始，了解并改造着

这个世界。

交流之前，倾听是一场礼
貌的“开场白”——

让物体“开口讲话”

深山密林里，脚步匆匆。此时，数

以万计名叫“热带树”的振动传感器，正

藏在泥土、草丛和树叶下，悄悄地向远

方传递着数据电波。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

场上的一幕。为了破坏越军“胡志明小

道”运输线，美军运用传感器技术监测

战场上对手的行踪。传感器一旦监测

到人的脚步声和行车的振动，便会招来

美军飞机的轰炸。

或许当时的人们并未发觉，与刻度

表、温度计那样的直观显示不同，“热带

树”传感器和美军之间这场跨越数万公

里的交流，竟成了物与人之间的首次远

距离“对话”。

正如信息化的前提是感知和获取

信息一样，倾听往往是交流前的“开场

白”。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军听到了来自

越南战场“树”的声音，而上世纪末麻省

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则在一家商店里听

到了来自口红的声音——为了及时补

充货架上缺货的口红，他在口红里放置

了传感芯片，一旦缺货，口红便会通过

无线网络告诉商家“及时补货”。

细节里常常蕴藏着推动时代变革

的力量。人们开始发现，世界上万事万

物，大到汽车、楼房，小到一把牙刷、钥

匙，只要嵌入芯片，就能让这个物品“开

口说话”。借助发达的信息网络，人与

物 、甚 至 物 与 物 之 间 终 于 实 现 了“ 交

流”。由此构成了一个全新概念——万

物互联。

物 联 网 与 互 联 网 有 着 很 大 不 同 。

如果说互联网实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远距离数据通信，而物联网则把世间万

物都纳进来，通过互联网通信技术和数

据处理技术，赋予原本没有生命的物品

以智慧。

倾听其实也是一个漫长过程。比

尔·盖茨早在 1995 年的《未来之路》一书

中，就提及了物联网概念，只是受限于

当时无线网络、硬件及传感设备的发展

水 平 ，他 的 声 音 并 未 引 起 世 人 重 视 。

1998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造性提出

了当时被称作“EPC 系统”的物联网构

想。中国科学院也在 1999 年启动了传

感网的研究。同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

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上，提出了“传感

网是下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

机遇”。2005 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上，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提

出物联网概念，并宣告无所不在的物联

网通信时代即将来临……

就像蒸汽时代的煤矿、电气时代的

电力、科技时代的计算机技术，每个时

代都有推动其发展的引擎。为了更多

地听到来自物的声音，物联网所构建的

智慧世界正推动着人类社会技术不断

进步，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纳米

技术、智能嵌入技术等成了人们“倾听”

的工具。

正 如 一 篇 研 究 文 章 所 说 ，在 今 天

这个“所见皆可互联”的时代，工厂设

备 有 会 思 考 的 数 据 中 心 ，轨 道 列 车 有

告诉它急缓的“神经中枢”，即使人在

千 里 之 外 也 能 开 关 家 中 的 空 调 、电

灯。在这场人与物相遇后千万年漫长

的等待中，人们终于发现物品可以“开

口说话”，也会有一个“聪明的大脑”，

开始关注这个物质世界越来越多关于

物联网的魅力。

物联网的轮廓愈发清晰，
人与物之间有了更多默契——

聪明“伙伴”伴未来

炎热的夏季，你想回家吹空调，便

发一条信息给家中的保姆，保姆收到信

息后便提前打开了空调。这是互联网

时代下，作为“终端”的保姆人为地“强

干预”式执行了指令。

随着物联网发展，如今我们只需通

过手机软件，对家里的智能空调等电器

发送一个指令，便形成了远程遥控终端

的“弱干预”式操作。当然，手机上的操

作仍需我们自己来完成。未来物联网

发展的终极方向，就是避免人工干预，

甚至在你还未产生“开空调”想法时，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会自动帮你分析温度

需求，打开了空调。这就是物联网的魅

力所在。

随着 5G 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不断发展，如今人们对物联网的认识和

描述也越来越清晰，智能家电、智慧工

厂、智慧城市等新生事物不断走进人们

视野。走在路上，城市里成千上万个传

感 器 实 时 传 递 道 路 交 通 状 况 ；打 开 手

机，能看到你的快递包裹已送到了哪个

城市、哪条街道；回到家时，你可让“小

爱同学”开灯、放音乐；躺在床上，智能

空调舒适的温度帮你进入梦乡……

在未来，将会有更多人与物之间的

默契发生，物也不仅仅停留在“开口说

话”，而是成为我们聪明的“伙伴”。

对这位“伙伴”的重视程度还在不

断加大。据国外独立市场研究机构预

测，物联网所带来的产业价值要比互联

网高 30 倍，物联网将形成上万亿元规模

的高科技市场。2009 年，美国将物联网

上升为国家战略；欧盟执委会发表了欧

洲 物 联 网 行 动 计 划 ；我 国 也 首 次 提 出

“感知中国”并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物联网正式被列为我国五大新兴战略

性产业之一，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可以预见，在未来物联网世界里，

当原本没有生命的物品被高速信息网

络赋予通信能力、人工智能赋予它们思

考和决策能力时，这些聪明“伙伴”就会

成为人类最好的帮手。

真实案例正发生在我们身边。浙

江省杭州市采荷街道，有 36 个建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旧社区。如今，当地

借助物联网技术，让社区独居老人有了

完善的关爱和安全管理体系，社区居民

也 过 上 了 App 呼 叫 电 梯 、门 禁 安 全 通

行、车辆快速出入的智慧化生活。前不

久召开的 2021 世界物联网大会报告的

数据显示，我国在物联网基础建设、应

用探索实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建

成物联网 5G 基站 120 万个，物联网经济

产值预计超过 2 万亿元。

当然，物联网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

的生活，还有工厂、学校、医院……更有

未来战场。

战场上物与物较量背后，
生命安全将被重新评估——

重新认识“老朋友”

历史总能从细节里窥探出未来的

影子。60 年前越南战场上物与人首次

“对话”的类似场景，正越来越多地走进

我们的视野。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在战场上滞

留了超过 40 万吨物资。由于并不掌握

这些物资的具体信息，他们不得不打开

清点 2.5 万个集装箱，直接造成数十亿

美元的损失。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借助物联网技术，给每个集装箱加

装了无线射频芯片，大大提高了军事物

流后勤和装备保障的效率。

物联网在本世纪初的战场上展露

锋芒，也让战争成为物与物“较量”的舞

台。2020 年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的无

人机所构建起的战场绝对优势，仿佛打

开了潘多拉魔盒——“机器人的战争”

中，人类能否控制住其所爆发出来的惊

人能量？

“后方的人只需要在电脑上动一动

手指，前方冷血的‘杀人机器’便能战斗到

只剩下一个轮子。”一位军事专家所描绘

的未来无人智能化战争，或许并不是危言

耸听，“在只有 0和 1的世界里，人类的生

命安全将会被重新评估。”

忧思之下，物联网在军事领域所体

现出的智慧，仍吸引着军人的目光并不

断前行——

随着物联网不断发展，美军如今已

开发出能收集战场信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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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专门侦收电磁信号的“狼群”系统等，

形成了全方位、全频谱、全时域的多维

战场侦察监视预警体系。

西班牙《国防》杂志网站报道称，研究

人员正在创建一个专门为军事装备设计

研发的“物联网”，以帮助士兵在战场复杂

环境下识别敌人、操控装备和武器系统。

俄军在 2020 年开始制订“机器人部

队组建任务”路线图，这些机器人部队

在军事物联网的支持下，将实现最大限

度的自动控制，很少需要人工干预，基

本能完成战场上大部分任务……

有人可能会问：当有一天武器装备

被物联网赋予更为强大的军事能力时，

我们还能否重新认识它们？

着眼智能化的未来战场，曾有学者

提出：“争夺新军事革命制高点，人的智

能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人的思维观

念、思维方式、道德素养和能力素质也

应当得到全面提升。在物联网带来的

全新时代下，物这个“老朋友”毕竟在进

步、在发展，人不能始终固守在旧的思

维里停滞不前。

上图显示的是物联网涉及人们工

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图显示的是物联

网将在未来战场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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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月下旬，2021世界物联网大会在北京
召开。大会围绕“开启物联时代新格局 打造物联
世界新经济”这一主题，展开世界物联的高峰会、大
使论坛、世界物联网 500强公示、物联网交易展览

展示及物联网工业、农业、能源环保、交通车联、健
康医养等多个行业专题论坛。

物联网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并在军事领域崭
露头角。

高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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