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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见

新成果速递

前沿高新科技“百川归海”——

机器人研制企业刚

“起跑”就要“迎风加速”

8 月 18日上午，在地面无人系统展
示场地上，军用民用机器人轮番上阵，上
台阶、爬陡坡、过沙滩、越石堆，在不同地
形和复杂环境中各显其能。

作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机器
人研制的背后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
把最先进的科技首先用于军事，已成为
不少机器人研制企业的共同理念和实
践。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少知名企业
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强烈意愿，那
就是能早日靠实力推开“军供”大门。某
企业工程师刘学功说：“只有把最先进的
科技迅速转化为产品的卓越性能，企业
才有可能拿到‘录取通知书’，成为军方
合格供应商。”

事实上，要研制出能扬威战场的机
器人，企业投入的技术和力量远远超过
人们想象。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刚“起
跑”就要“迎风加速”的现实，否则就会
落伍，被无情淘汰。

一场基于夺取未来智能战争制高
点的博弈早已展开。早在 2007年，美军
已捷足先登，研制出至少 10款作战机器
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如今，许多
国家高度重视，向前迈进的步伐越来越
快。2014年，俄罗斯国防部专门成立了
机器人技术科研实验中心。根据《2025
年先进军用机器人技术装备研发专项

综合计划》，到 2025年，俄军无人系统在
其装备结构中占比将超过 30%。英、
法、德、日、韩等国也都在加紧研制新一
代军用机器人。

从国家到企业，从资金到技术，从理
论到实践……不难看出，作为多学科、多
领域、多种科技共融的机器人系统，世界
各国已经给予了与其未来巨大作用相称
的足够重视。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从一
些参展军用机器人所呈现出来的卓越表
现中不难发现，随着各种前沿高科技争
先汇入“机器人研发”的浩瀚海洋，智能
机器人正在“跑步”奔向战场。

人工智能技术“狂飙”漫卷——

智能机器人或纵横

未来战场

自重 24 公斤，“披挂”完毕可负重
60公斤，续航 4个多小时——这是某企
业负责人介绍的某商用型膝关节外骨
骼机器人的部分性能参数。尽管只是
作用于“膝关节”且为商用，但从这些
外骨骼机器人的“自主”和“聪明”程度
上，仍足以管窥到智能技术的威力，让
人联想到其应用于战场后可能发挥的
作用。

智能机器人有一天会纵横未来战场
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种
想当然，而是“未来已来”的现实版。

当今战争是信息化主导的战争。以
往，军用机器人作为“千里眼”“顺风
耳”，在精确查找、识别目标及执行特殊

作战任务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到了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如
一阵狂飙，正猛烈摇撼着原有的战争形
态。智能机器人在信息感知与处理、指
挥控制与辅助决策、无人化军用平台等
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人工
智能技术“狂飙”漫卷下，信息化战争正
在向智能化战争演进。

据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2015财年新增了“大脑皮质处理器”等研
发项目，以大幅度提升无人军事平台自主
能力。美军、俄军、法军、德军等均装备了
具有智能化信息感知与处理能力的数字
化士兵系统。基于人工智能的无人作战
飞机、无人潜航器等，已可独立完成目标
跟踪、地形识别、侦察补给及进攻作战等
多样化任务。这一切都在说明，智能化机
器人更深地嵌入战场正在成为现实。

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国内一些
企业研制的机器人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智
能技术的神奇与魅力。某企业研发的
“绝影”智能四足机器人不仅可走砾石
堆、过斜坡，还可爬楼梯。它的在线运动
规划与自主导航能力让人们有理由相
信：智能化机器人已初步具备战场的实
际应用能力。

物联网等技术“移形换位”——

小型机器人军团作

战未来可期

随着一名工程师轻点鼠标，另一名
工程师手中的灰色“狐蝠”开始振动宽

大的翅膀腾空而起。在展厅空中盘旋
数分钟后，它准确地飞回工程师手中。
一只蓝色“蝴蝶”随着《梁祝》音乐的响
起，扇动美丽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
舞。作为德国某企业研发的仿生机器
人，“狐蝠”和“蝴蝶”不仅能自行规划、
优化飞行线路，而且可自主绕开前方障
碍物。据介绍，在去年世界机器人大会
上，该公司就已实现多只“蝴蝶”同时在
展厅内飞行，彼此绝不相撞。在这些仿
生机器人完美飞行的背后，是这些企业
对多目标进行控制和对物联网等技术
熟练运用的能力。

如果把翩翩起舞的“蝴蝶”换成攻
击型无人机“蜂群”，那么终有一天《星
际争霸》中的多无人机攻击场景会成
为现实。随着当前人工智能及物联网
等技术的发展成熟，这些技术已经开
始被“移形换位”用于军事领域，集群
化作战样式已在被尝试和测试。前不
久，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完成
了空中发射、回收无人机“蜂群”项目，
意味着这些小型机器人军团即将走上
战场。

与以往智能无人作战“单枪匹马”
或只是靠数量占优有所不同的是，小
型机器人军团可在人类指挥下开展一
体化对抗，形成如蜂群、蚁群、狼群一
样的作战攻势。一方面，其造价低廉，
方便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其分散
性使得敌方难以有效锁定目标，即使
一些被摧毁，剩下的仍能继续完成作
战任务。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技术日
益发展成熟，小型机器人军团作战未
来可期。

图片提供：张玉民

智能机器人“跑步”奔向战场
——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见闻

■本报特约记者 王社兴 宋元刚

从摆脱外部供电的机器狗“绝影”到自主飞行的仿生机器人
“狐蝠”，从投抛式侦察机器人到腿臂融合空间站维护维修机器
人……8月 15日至 19日，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内
外 166 家知名企业与会参展，展示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及应
用。广大“军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纷纷抛出问题：在前沿高新

科技的强大支撑和推动下，军用机器人技术发展现状如何？智
能机器人距离大规模走上战场还需多久？尽管此次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展示的大多是民用产品，但民用机器人的“含军量”以及
部分参展军用机器人的全新性能，无不昭示着一个事实：机器人
技术日新月异，智能机器人正“跑步”奔向战场。

科技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一支强大军队

必不可少的支撑。当今世界，各国

之间的对抗，一定程度上表现在科

技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的高科

技成果尤其是军事高科技成果，往

往是被禁止交流的，绝不会让他国

轻易获得。基于此，我们只有在科

技上实现超越，国家发展、国防建

设才能不受制于人。

科技实力的超越虽然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我们可以从科技发

展的历史中探求一些“弯道超车”

的办法。当年英国通过工业革

命，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尤

其是纺织技术。尽管英国对该技

术严防死守，最终还是被美国超

越。有人将英国纺织技术被超越

的原因归纳为三点：第一，无论你

管得多严，总挡不住别人来挖人

才。第二，只要利益诱惑够大，你

就拦不住自己人往外跑。第三，

你不在意的技术，却可能成为别

人觊觎的目标。

从历史看，替代马车的不是跑

得更快的马车，而是汽车；替代油

灯的不是点得更亮的油灯，而是电

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

国家或者一家公司的衰落未必是

因为自身出了问题，而是跟不上时

代潮流，逆大势而行必将消亡。比

如，在“桌面时代”占市场份额八成

以上的英特尔公司，由于对科技潮

流把握不准，即使花费了数百亿美

元用于研发仍不断丢失市场份额。

在科技瞬息万变的时代，我国

提升科技实力应在以下两方面下

功夫：一是挖掘人才。人才是科技

创新的核心关键，没有一流的人

才，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就没

有一流的创新力。二是另辟蹊

径。应着眼未来，积极探索那些暂

时还不被其他国家重视的技术，研

究是否适应我国现状及可能实现

的创新突破点。

当前，国内一些大公司在不

少领域的科研创新能力处于领先

地位。为此，我军不仅要学习外

军先进技术，也要向国内一些优

秀的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学习，

多派遣军队有关人员到地方公司

学习，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地方优

秀技术人才来部队服务。要注重

军民融合发展，充分调动地方科

技企业为军队研发武器装备、提

供科技服务的积极性，努力探索

高新技术与我军作战需求相结合

的最佳途径。

科
技
上
实
现
超
越
才
能
不
受
制
于
人

■
林
岩
峰

高技术前沿

近日，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宣布开发了一种铂金合金，它可能
是当前世界最耐磨的金属材料，其
耐久性是目前高强度钢的上百倍。

该实验室表示，虽然铂和金
的组合并不新鲜，但是他们对传
统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金属材
料磨损和金属与热的反应有关，
而非与硬度有关。他们精心设计
金属组分、比例和制造工艺，并通
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单个原子对材
料的宏观特性的影响，最终找到
了铂金合金材料的全新组合。在
极端应力和温度条件下，尤其是
金属已处于疲劳状态时，这种合
金依旧能保持稳定性。

这种金属合金的高耐久性迅

速引发车辆、电子产品等领域关
注。据了解，这种超耐用的涂层，
可为电子行业每年节省超过 1亿
美元的成本，并使电子产品更持久
和可靠。

新合金材料

打造最耐磨的金属
■慕佩洲 祝全鑫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
员最近研发出一项突破性 3D打印
新技术，可以直接在真人手上打印
电子元件。这项技术将来有望用
于战场，士兵们可以在自己身上打
印临时感应器，以检测生化制剂。

据悉，这种新型 3D打印技术
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打印过程中可
以根据身体的微小动作实时做出调
整变化。当在皮肤上进行打印时，
人的身体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微小移
动。这种打印机会在皮肤上放置临
时标记并对其进行扫描，通过追踪
标记做出实时调整，确保打印出来
的电子元件维持电路形状。研究人

员称，将来士兵可随身携带这种3D
打印机，打印战场上所需的任何感
应器或其他电子元件。

3D打印技术

可直接在皮肤上打印
■姜宠泽 张润泽

热点追踪

“美国”号是美军小鹰级航母的第 3
艘，排水量 8.4万吨，于 1996年退役。从
2005年 4月19日开始，美军用它进行了一
次著名的航母抗沉性试验和评估。期间，
美军动用了包括航弹、水雷、鱼雷、炮弹、
反舰导弹、高爆炸药等几乎各种常规武器
弹药，轮番对这艘既无动力又无武备的航
母，连续实施了25天打击，结果它依然屹
立在海面，直到美军在其要害部位引爆了
4吨高爆炸药，这个钢铁巨兽才缓缓沉入
海底。

从此，航母“金刚之身，难以攻破”的

神话流传开来。美国也有意无意宣传，
称其航母是“永不沉没的海上堡垒”“不
动用核武器谁都别想干掉它”。

不过，由“美国”号的“悲壮”故事，就
能得出美军航母“坚不可摧”的结论吗？

一方面，美军自虐“美国”号航母，只
是一次试验而已。其主要目的，是全面
测试和评估美军航母的被动防护和抗毁
能力，为下一代航母的设计和建造搜集
数据。同时，他们也借此演练攻击过程
并考量其反舰能力。正因为如此，美军
击沉“美国”号是要按照事先的设想和计
划，一步一步地实施和深入下去。试想，
如果上来就对它“一剑封喉”，掌握和知
悉“美国”号“命门”的美军，还需那么兴
师动众？美军可能只需用最低数量和类

型的武器弹药，击杀其致命部位即可。
那样的话，“美国”号不要说坚持几十天，
恐怕只需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就“一
命呜呼”了。事实上，美军最后不就是用
区区几吨高爆炸药，就把“美国”号炸沉
了吗？

何况此次试验，“美国”号是“全裸”
上阵，而实战时它可是要满载弹药燃
油，停满挂载武器弹药的舰载机。一旦
它遭受攻击，弹药库、储油舱或舰载机
很可能被击中，那么连带引发的一系列
剧烈爆炸与火灾，航母焉有不沉的道
理？1964 年 5 月 2 日，越南特工潜入水
下安放磁性水雷，将停在港口的美军
“卡德”号航母，连同其上数十架战机一
起炸沉港口，用时不过半小时。照理，

这艘排水量 1.5 万吨、体量比“美国”号
小一些的“卡德”号，其抗沉性也不是很
弱。可见，“美军航母是永不沉没的海
上堡垒”只能是一个神话。

另一方面，“美国”号确实展示了美军
航母出众的抗打击能力，一举摧毁它很
难。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航母的攻击
性主要体现在舰载机上。从这个意义上
说，只要让舰载机不能出击，自然也就解除
了航母的战斗力。为达成该目标，全力击
沉航母当然是最好，可一了百了。但是，如
果可能性不大，或者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干吗非要击沉航母呢？

航母防护能力强大不假，但并非
没有武器能近身触碰。如今，有不少
可突破层层防御并击伤航母的常规
武器和弹药，比如大威力航弹、智能
水雷、重型鱼雷、反舰巡航导弹和反
舰弹道导弹等。这些“大杀器”只要
击中航母水线以下部位或者动力舱、
弹药库、储油舱、舰载机，还有航母的
舰岛、飞行甲板、升降机、阻拦索、弹
射装置等，就可能重创航母，或让舰
载机难以起降。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只要毁伤航母
就足矣，其可操作性要比击沉强得多。

航母：为何非要击沉它呢
——从美军小鹰级航母抗沉性试验说起

■王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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