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

11 科 技 前 沿科 技 前 沿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贺逸舒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本期观察：黄辛舟 刘 柳

风起扬帆正当时

在远望 5 号船的气象观探机房内，

预报员高雅文正在仔细对比天气实况

和预报结果。

作 为 船 舶“ 晴 雨 表 ”，面 对 风 云 变

幻、阴晴莫测的大海，气象预报员必须

准 确 掌 握 气 象 数 据 ，精 准 预 判 天 气 海

况——这是安全航行的必要保障。

近年来，搭载了最新气象预报系统

的船舶，再结合全球气象数据，已经可

以进行航线范围内未来 10 天的预报。

同 时 ，网 格 化 处 理 的 气 象 数 据 密 度 越

大，气象预报的时空精度也会越高。

“传真图预报气压偏低，风矢图预

报风力偏大，浪场图数据正常……”在

高雅文面前的屏幕上，3 套数值预报系

统同时运行，五彩斑斓的全色填图、海

量的气象数据塞满了屏幕。为提升预

报的可靠性，气象预报员需要系统分析

多套气象预报数据，综合衡量气象海洋

条件。

与陆地气象预报不同，远望号航行

在大洋之上，不仅要对天气阴晴进行预

报，还需要收集风、浪、云等关键要素。

“实测风速 7 级，风向东北。”机房外

的驾驶甲板上，气象观探员娴熟地架起

便携式气象仪，实时测量并定期汇报气

象要素情况。风，不仅会直接影响船舶

航行，而且它的作用还会通过海浪和海

流间接表现出来。当几种模式下的气

象资料预报结果差异过大时，实时测量

当前船舶所在时空的风速风向便会起

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海风吹拂，海浪翻涌。浪，是气象

观探员观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海浪分为风浪和涌浪两种。正如

字面意思，风浪，是由海风吹起的海浪；

而涌浪一般并非局地自发形成，是由远

方的海面传导而来。

和风浪相比，涌浪之上的海平面相

对较为平静。业务精湛的观探员仅凭

肉眼观察，便可得出大致浪高，甚至还

能“看透”平静海面下的“暗流涌动”。

测波雷达，是气象预报员最常用的

仪器。通过它，气象预报员可以实时监

测船舶周围海浪的高度和流向，以便对

气象数据做出准确的判断。

航渡期间，气象观探员需要每 3 小

时观测一次天上的云。千变万化的云，

在专业气象人眼中，有着严格的分类。

快速判别 3 族 10 属 29 类云的形状特点

和对应天气，是每一名观探员必备的专

业技能。当远望号船在海上遇到强对

流天气时，配合使用测量范围 240 公里

的多普勒雷达，他们可以通过船舶上空

的云量获取所在海区的降水概率，以便

及时判断短时的天气变化。

结合系统数据和实测数据，高雅文

得出可靠结论：受寒潮影响，原定航线

所经海域海况急剧转差，必须高度关注

气象变化以调整航线。

气象预报下达，各岗位开始忙碌起

来。

这是一场紧张但又最为常见的大

风浪航行。

40 多年来，远望号船队的航迹遍布

几大洋，累计航行 360 余万海里，可绕地

球 160 余圈。追逐着“星”与“箭”，远望

人稳舵奋楫，鼓帆远航。

星辰大海不迷航

夜晚，远望 6 号船驾驶室内，船舶导

航屏幕银光闪烁。值班航海员孟凡打

开电子海图，反复放大缩小，细细研究

着航线。

航行在漫无边际的大洋深处，最重

要的就是辨别方位。执行任务时，为了

能够在海水涌动、船体晃动、天线转动、

目标移动等动态条件下准确掌握目标

位置，精确的定位导航至关重要。

海图，是人类最为古老的航海向导

之一。每次远航前，远望号船都会提前

进行海图修正，确保信息完善准确，并

在海图上标注绘制航线作为远洋航行

的依据。

作为最普及和直观的导航仪器，航

海罗经是远望号的必备设备。其中，体

积小、重量轻、输出信号可视化的电罗

经 ，可 以 搭 配 驾 驶 室 里 的 通 信 导 航 设

备，从而实现自动导航、倾斜扶正等科

技感十足的功能。再配合北斗导航定

位系统，即使船舶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

洋上，依然能够保持正确方向。

远望号船素有“海上科学城”的美

誉，装配有完善的导航设备，包括卫星

导航设备、惯性导航设备、光学天文导

航设备和无线电导航设备等。这些高

精尖设备已经可以将船位测量提高到

一个极为精准的程度。

当然，船上也有可靠的保底手段。

当电子化设备出现故障时，六分仪便派

上了用场。

六分仪的原理与“牵星板”如出一

辙，用它测量某一时刻太阳或其他天体

与海平线的夹角，经查阅资料精确计算

后，便可以迅速得知船舶的经纬度。

白天，航海员可以通过东升西落的

太阳大致辨别方位，到了夜晚，诗人眼

中浪漫的星座，便成为航海员眼中观天

定位的“坐标系”。

如今，天上不仅有了勺子状的北斗

七星，更有了网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20 年 6 月 23 日，远望 6 号船圆满

完成北斗组网“收官星”测控任务。同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完成开通。如今，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已经广泛运用于生活各个领域。

“北斗三号运行稳定，全球范围定

位精度实测优于 4.4 米，亚太地区性能

更优。”深夜，航行在太平洋的远望 6 号

船驾驶室内，孟凡正兴奋地和大家讨论

着北斗导航，明亮的北斗星闪烁在前甲

板的上空，遨游于漫漫星际之间，牵引

着远望 6 号船向任务海域驶去。

波峰浪谷梦飞扬

太平洋某海域，夜深人静，远望 3 号

船大部分船员们都进入了梦乡。短波

机房里，传来了“嘀嗒”电报声——无线

电技师庄乾波还在调试设备。

万里海天一线牵。远望号船每次

出航最少也得个把月，在航程中，必须

时刻保持通信链路畅通。尤其在执行

任 务 期 间 ，远 望 号 不 仅 要 跟 踪 测 量 卫

星，还要接收祖国传来的指令并回传大

量测控数据。通信一旦中断，后果不堪

设想。

白天，远望号有两口卫星通信“大

锅”来保障通信。到了晚上，为维持设

备状态，卫星通信设备停机休息，无线

通信便成为保底的通联手段。

在第一代测量船上，短波机房曾经

担当重任。那时候，十几个岗位，24 小

时轮流值班。年轻的庄乾波就是其中

一员。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远望 3 号船

配备了多种先进的通信技术手段，无线

短波通信渐渐成了备份通信手段。庄

乾波坚守岗位 30 年，但他从来不觉得自

己是“备份”。

特别是当精密的电子设备关机维护

的时候，庄乾波的坚守就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短波通信具备全天候全天时

的独特优势，成为岸船联络的关键手段。

“ 现 在 的 终 端 不 仅 新 增 了 各 种 功

能，操作使用也更为简单明了。”随着

技术的进步，无线短波通信目前已普及

“快捷键”，广泛运用数字传输方式，输

入文字内容后，便可一键转化为电码，

然后自动发送。

不久前，远望号船通信系统配备了

最新的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终端作

为辅助手段。北斗三号具备全球文字

短报文通信功能，与其他通信方式相比

更为稳定可靠。航行在祖国周边海域，

岸船、船船之间甚至可以通过类似手机

短信的方式互发语音和图像信息。

简单来说，如果将北斗三号终端比

作“微信”，终端 ID 地址那一串数字就是

“微信号”。打开“微信”，输入对方“微信

号”，便会弹出一个“聊天窗口”，输入内

容，点击发送，就完成一次短报文通信。

但在庄乾波眼中，基本功绝对不能

丢。电码字字千钧极为严肃，信息的传

输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对他来说，电

码就是一门语言，“嘀嗒”是它的发声，指

尖的点和划就是它的笔画。47岁的庄乾

波，运用这一门语言已经 30 年，他一直

在用这种独特的语言和母港保持联络。

又一次在海上跨年，在正常的无线

通联结束后，经批准，庄乾波打开新短

波 终 端 ，在 包 含 母 港 和 其 他 几 条 船 的

“ 群 聊 ”对 话 窗 口 ，敲 出 一 行 祝 福——

“新年快乐，凯旋再会！”

上图：远望船队“全家福”，由远望

1-7 号测量船，及远望 21、22 号火箭运

输船构成。

合成制图：陆纪鹏

新年，向着星辰大海启航
■倪栋梁 雷宇鑫 本报记者 安普忠

伴随着新年的第一缕晨光，远望5号船扬帆远航。
此刻，远望 3号船、6号船正驰骋在各自海域。新年伊始，远望号船队创下了测

量船队在外跨年船舶数量新的历史。
细细盘点远望号船队 2022年度成绩单：全年累计出航 19次，圆满完成 20次海

上测控、4次火箭运输任务，安全航行近 1000天，劈波斩浪近 20万海里。其中，远
望3号船在浩淼太平洋上迎来了第100次海上测控任务的胜利……

“远望”，为中国航天而生。远望号满载而归的背后，折射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蓬
勃发展。

这一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 64次，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纪录。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首次迈上 50大关，打破了 102次连续发射成功的纪
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突破 200次发射大关，从 1到 100，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时

32年；而从 100到 200，仅用了 6年时间。火箭发射工位上不断升级的“加速时间
轴”，展示了中国航天“看得见的中国速度”。

这一年，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一箭22星，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的最高纪录。
目前，我国在轨应用卫星数量已经超过600颗。越来越多的“中国星”，正在闪耀太空。

这一年，是中国载人航天立项 30周年，中国载人航天完成了 2次货运飞船、2
次神舟飞船、2次实验舱在内的 6次重大发射任务，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
装建造如期完成。2022年 11月 30日，神舟十五号和神舟十四号两个乘组在太空

“胜利会师”，我国首次实现空间站三船三舱构型以及 6名航天员同时在轨飞行。
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中国航天人期待着创造更多辉煌。

沉甸甸的数据昭示着全年的满堂彩，也预示着新的一年，中国航天必将迎来又
一个“超级航天年”。现在，让我们跟随远望号船队，在新的一年扬帆远航。

提起人造肉，许多人并不陌生。近

几年，一些知名连锁快餐厅纷纷推出了

植物肉产品。凭借着可以媲美真实肉类

的口感、更优质的蛋白，以及更低的能

量，植物肉产品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

然而，这种人造肉是以大豆、豌豆等

植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手段对植物蛋白进

行加工从而模拟真实肉类，其本质依然是

素食。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人造肉，并非

“植物肉”，而是从动物体内提取干细胞等，

通过组织培养而成的真实“动物肉”。

在实验室里培养肉，其实并不是一

个新设想。早在 1894 年，法国化学家马

赛兰·贝特洛就曾畅想未来：“人类吃的

将是实验室里培植出来的肉，而不是被

屠宰的动物的肉。”

2013 年，世界上第一块人造培养肉

从荷兰一个实验室里培养出来。随后，

世界很多国家都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探

索。然而直到今天，细胞培养肉还未在

全球市场得到大规模普及。因为，相比

于从植物、真菌、微生物中提取蛋白来制

造肉，肉类细胞通过体外培养制造一块

与真正肌肉组织的营养、外观、质构和味

道高度相似的肉难度更大，成本更高。

细胞培养肉首先需要从动物身上提

取细胞，然后在实验室中模拟细胞在动物

体内的生长环境，使其不断扩增，接着利

用生物支架或3D打印技术使细胞形成肉

类的组织结构，最后再制成肉类产品。目

前，这个过程中所用到的技术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2020年，荷兰科学家“培养”出的

1公斤人造肉，成本高达180美元。

人造肉究竟好不好吃？是很多人

关注的重点。目前，因为从干细胞生长

出来的肌纤维很细小，实验室里培养出

来 的 肉 大 多 是 肉 糜 状 ，再 加 上 没 有 血

管、筋腱、骨骼、脂肪等组织，很难拥有

像真实肉类一样的口感。这也是人造

肉商业化面临的困难之一。

然 而 食 物 圈 从 来 不 缺“ 科 技 与 狠

活”。据去年的一项统计，截至 2021 年

底，全球共约有 107 家专注细胞培养肉

开发的初创公司，仅 2021 年就新增 21

家；到 2021 年底，累计吸引投资逾 19.3

亿美元。在如此强烈的商业预期推动

之下，人造肉的发展可能会加速推进，

作为未来肉类快速生产的一种方式，给

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首先，人造肉对于减少碳排放意义重

大。2019年，牛津大学一项报告显示，人

造肉相比传统肉类生产方式，可以降低

96%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低 45%的能源、

99%的土地资源和96%的水资源消耗。

其次，人造肉技术的发展，可以实

现肉类集约化生产。到那时，肉类将更

加容易获得，对于消除贫困、保护动物

有积极影响。

再次，人造肉有对人体健康有利的

一面。它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调

节肉中所含的营养成分，例如大多数肉

里含有过多的 Omega6 脂肪酸，食用过

多会导致健康问题，而人造肉可以用没

有危害的 Omega3 脂肪酸代替。

另外，人造肉可能会在军事、航空

航天等一些特殊领域发挥意想不到的

作用。在补给较为困难的地方，例如高

原、海岛、潜艇等，人造肉技术可以为军

人提供充足的肉类供应。在未来向更

遥远太空探索的道路上，比如太空长期

驻留、月球建立基地、人类探索火星等，

人造肉将为航天员提供更多的能量。

人造肉：未来肉类快速生产新方式
■郝利民

科普笔记

近日，以色列国防科技公司推出

了一款微型四旋翼无人机，不仅可以

用于搜索，而且可以进行攻击。

该无人机小巧玲珑，拥有强大的

机动性，飞行速度可达 70 公里/小时，

最大起飞重量为 1.25 千克。机身配备

一块 1800 毫安时的电池，续航时间约

7 分钟。3 架该型无人机可同时部署

在一架大型多旋翼无人机上，既可以

提高续航能力，还可以充当空中数据

中继节点。

研究人员介绍说，这种无人机设

计用于在城市作战环境中执行任务、

GPS 导航、扫描和测绘。无人机能够

通过 AI 分析并绘制室内 3D 图像，自

主规划路线规避障碍物，并通过手持

远程设备反馈给操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该型无人机还会

运用战术，开启“潜伏模式”后，能够出

其不意消灭目标。在没有人员遥控的

紧急情况下，它还能自主执行命令完

成任务。

具备“潜伏模式”的
微型无人机

人造肉人造肉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日，《通讯-工程》杂志刊登了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团队的最新成

果：新型有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可

以像鸟一样，在密集的城市和森林环

境中实现“丝滑”急转弯避障。

相较于多旋翼无人机，有翼无人

机在空气动力学和能量上更为高效。

由于有翼无人机转弯需要更大的空

间，导致它在城市、森林一类的密集环

境中难以得到有效应用。这款新设计

的无人机有效克服了这一短板。它由

纤维强化塑料制成，轻便结实，最大翼

展 1.5 米，重 711 克。拥有鸟一样的外

形，两个机翼、一个尾部，其机翼部分

的人造羽毛，可以收拢和倾侧。

实验中，通过调整机翼和机尾的

姿态，急转或在密集环境中飞行变得

更加便利。研究人员表示，在开放和

密集环境中都能够长距离飞行，是开

发这款有翼无人机的初衷。

能“急转弯”的
有翼无人机

日前，土耳其最新型号的“红苹

果”无人机正式亮相。

该型无人机是一款单发喷气式超

音速隐身无人机，采用鸭式气动布局，

外倾双垂尾和翼身融合设计。具有体

积大、航速高、智能化等特点，起飞重

量 达 6 吨 ，最 多 可 携 带 1.5 吨 武 器 载

荷，可挂载多型土耳其国产制导弹药，

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它还配备有源相

控阵雷达，具备较强的隐身性能。该

型无人机上配备有人工智能和卫星通

信控制系统，可与有人驾驶战机组成

编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红苹果”无人机

还具备短距起降能力，可由航母或两

栖攻击舰搭载。土耳其或将其部署在

“阿纳多卢”号上，打造首艘“无人机母

舰”。

可在航母上起降的
大型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