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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

空军于近日制定了新的科学和技术战略，其

理念是产生“超越未来”的能力。该战略也确

定了美国空军看好的五大技术领域，可能会

出现“变革型”发展。

无人机与自主太空系统

多年来，美国军方始终认为，有必要配备

大批价格低廉的无人机与自主太空系统。空

军也认为，未来需要借助此类装备提升旧式

精密武器的能力。

美国空军在最新发布的这份科技战略文

件中写道：“除了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技术，空

军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

种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不断发展的自

动驾驶车辆市场提供了可供空军利用的产业

基础和应用研究基础，但军事研究的要求远

远超出民用领域的能力。”

呼唤更多样化的武器

该战略认为，美国空军需要更多种类的、

具有更快速度和更长续航时间的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是其中的翘楚。高超音速

武器能够非常迅速和有效地击中目标。如果

能够投入使用，这些武器可以 5倍于音速的速

度飞行，射程覆盖几千英里。据悉，美国波音

航天公司和惠普火箭动力公司正在研制高超

音速飞行器 X-51A。

空军科技战略还提到了其他几种武器，

比如低成本巡航导弹和制导弹药。

此外，微波和激光定向能武器有望降低

击落目标的成本。类似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

究计划局的先进国防技术中心早就开始研究

天基激光武器。它可在洲际弹道导弹主发动

机运行期间（此后开始惯性飞行）将其拦截，

换句话说，可提高在导弹达到最大速度前将

其摧毁的可能性。

而且，空军也看到了“先进渗透性动能武

器”的前景，他们认为，这种武器可以和电磁

频谱、太空及网络空间的新技术相结合，创造

新的进攻和防御方案。

低成本分布式传感器

美国空军掌握的各种情报、监视和侦察

平 台（从 U-2 间 谍 飞 机 、导 弹 预 警 卫 星 到

MQ-9“死神无人机上的摄像头”）获取了无

数有价值的重要信息。但这些设施和资产太

昂贵了，无法在空中待命足够长的时间，而且

缺乏抵御更高级威胁所需的生存能力。此

外，处理来自这些系统的信息需要太长时间，

并且需要太多人力才能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可

操作的情报。

空军科技战略希望发展成本较低的分布

式传感器，把收集到的信息加以融合，“通过

数量和冗余来增强抗打击能力，形成对远距

离平台上各种精密传感器的补充”。

小型卫星和低成本发射活动有助于实现

这一架构，边缘计算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边缘计算技术能够在源头上自主分析传感器

数据，减轻旧式通信节点的负担。

该战略还建议投资新的传感技术，如激

光和多基地雷达、高光谱传感和量子场传感，

以及微电子、光子学和其他用于构建传感器

的材料。

更灵活的作战网络

美国空军的战斗机依靠作战网络来获取

精确的目标信息，实现跨平台情报共享并对

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

尽管民用通信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但

美国空军“不能依靠”民用部门来提供足以抵

御 电 子 攻 击 、网 络 攻 击 和 全 球 定 位 系 统

（GPS）干扰的信息共享能力。

空军的这份科技战略称：“即使在有利的

情况下，军方对这些能力的要求也超出了现

有无线网络技术的限制范围，未来冲突所提

出的挑战将远远超过民用领域遭遇过的任何

挑战。”

因此，美国空军需要部署更灵活、更具生

存能力的作战网络，这种网络能够在受到威

胁时自动进行调整。空军看好的技术领域包

括软件定义系统、恢复能力更强的卫星、加密

和导航技术以及定时系统。

情报处理自动化

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曾经

详 细 谈 到 要 更 加 迅 速 地 向 用 户 传 递 正 确

的信息。若想做到这一点，美国空军需要

继 续 在 人 工 智 能 、预 测 数 据 分 析 、数 据 融

合 与 可 视 化 、自 主 电 子 战 、网 络 等 领 域 加

大投入。

据报道，2018 年 12 月初，美国空军研究

实验室宣布，将在未来 3年里向自动化网络与

信号情报处理领域投资 1亿美元，以研发人工

智能技术，自动处理电话监听、网络数据及其

他信号情报数据，辅助美国空军情报分析师

们完成“时间关键的”任务。

该实验室指出，“自动化的信号情报处理

是网络中心战的核心构成”，因此引入商业化

的信号处理能力、增强现有系统、提升信号情

报收集及处理流程，可提供“推动美国空军开

展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作战行动所需的持

续性、高品质决策支持”。

美国空军科技战略写道：“自动化在电

子战、网络战这种对抗速度远远超过人类

行 动 速 度 的 作 战 中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在 可

能 的 情 况 下 ，自 动 化 可 以 协 助 电 子 战 、网

络等手段，通过增加不确定性来妨碍敌方

决策。”

此外，该科技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增加

了一个新职位——空军首席技术官，他将负

责协调空军科技部门的工作，并制定有关空

军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等。不过，目前尚不

清楚新战略是否会影响科技预算的规模或

构成。美国空军每年的科技预算约为 28 亿

美元。 （科技日报北京5月7日电）

产 生“ 超 越 未 来 ”的 能 力
——美空军新科技战略锁定五大技术领域

科技日报北京5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据日本《每日新闻》6日消息称，日本科学技术

振兴机构最新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发表的

高质量论文，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所涉及的

研究领域都呈现激增趋势，而与此相对的，日

本的相关指标则出现显著下滑。

论文引用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文献被

其他国家或机构认可程度的标志。通常认

为，论文被引用次数越多，越表明其受关注度

高，同时论文的水平也越高。鉴于此，日本科

学技术振兴机构利用荷兰学术出版巨头爱思

唯尔公司的论文数据库，分析了近年来平均

被引用次数占据前 10%的论文，这些论文所

覆盖的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生命科学、计算

机以及材料等 151个研究领域。

分析发现，在大约 20 年前，中国在所有

151个研究领域中，只有两个研究领域可以排

进前 5 位；但在约 10 年前，这个数字激增到

103 个研究领域；而在 2017 年，这个数字达到

146 个——其中还有 71 个领域排名第一，包

括数学、工学、材料等。

而另一方面，日本可以排进前 5位之内的

研究领域数量正在锐减——和大约 20年前相

比，日本处于前 5 位的研究领域从 83 个减至

18 个，并且仅有两个研究领域的高质量论文

数可以进入前 3位。这意味着，日本相对科研

实力出现明显滑落。

除此之外，分析结果还发现，美国依然展

示出高水平状态——尽管在部分领域已经被

中国超过，但是仍然有 80 个领域能占据榜首

地位，并且所有的研究领域全部都进入到前 5

位，维持着一贯强劲的科研实力。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最新分析发现——

高质量论文：中国激增 日本下滑

本报记者 刘 霞

美国空军未来可能会使用的无人机群 图片来源：空军研究实验室

科技日报伦敦5月6日电 （记者田学
科）英国科学家利用稀有化学元素镅进行

发电的实验首次获得成功。英国航天局

称，这种方法为未来航天器太空飞行和探

索宇宙奥秘提供了能源供应的新途径，使

用这种供电方式为太空飞行器提供能源，

可以支持其执行太空任务长达 400年。

稀有元素镅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

是钚衰变的副产品，可以在核反应堆运行

过 程 中 产 生 。 由 英 国 国 家 核 实 验 室

（NNL）领导的一个科研团队在莱斯特大

学的配合下，通过多年研究，终于在坎布里

亚郡 NNL 中心实验室的一个特殊屏蔽区

域内，从英国钚储备中提取出镅，并且利用

高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热量制造出足够的电

流，点亮了一个小灯泡。

这一突破意味着在放射性同位素动力

系统中使用镅的可能性很大。在执行太空

任务时，镅颗粒产生的热量可用于为进入

深空的航天器提供动力，或用于其他能源

（如太阳能电池板）不能发挥作用的行星表

面。使用这种供电方式，可以使太空图像

和数据传输时间大大延长。

NNL 业务主管蒂姆·廷斯利指出，镅

以这种方式获得利用，意味着把一个行业

的废物回收利用，变成另一个行业的重要

资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莱斯特大

学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安布罗西教授认为，

放射性同位素电源是欧洲未来空间探索任

务的一项重要技术，因为它们的使用将带

来更有能力的航天器，以及能够进入遥远、

寒冷、黑暗和不适宜居住环境的探测器。

欧洲航天局负责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基思·
斯蒂芬森则认为，核能和航天领域的成功

合作为欧洲航天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能力。

没有一种元素是无用的，即使它偏门

到没几个人研究。镅的潜力发挥在航天器

电池上，不仅找到了这种核电副产品的用

途，而且可以让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迈得

更远。以放射性能量发电，镅或许不是最

后一个备选元素。如有更强大的电源，载

人星际旅行就更可能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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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气候科学

论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根据“干

旱图谱”展示了相关证据，证明人类在 20世纪

对全球的干旱状况产生了影响。一项干旱严

重等级的记录揭示了三个明显的趋势，并且

表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以及气溶胶可

能影响到干旱风险。

据信，人类活动驱动的气候变化会改变

全球水文气候，而水文气候将决定持续干旱

或降雨增强的风险。由于水文气候变化的

区域差异，以及缺乏详细的观测数据，人们

一直难以弄清人类活动对于全球干旱风险

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NASA 戈达德太空

研究所科学家凯特·马维尔等人，此次分析了

源自树木年轮数据的“干旱图谱”，从而展示

了土壤湿度的区域性变化；加之其他气候模

型和观测结果，鉴定了潜在的土壤湿度变化

的驱动因素。他们的记录显示，1900 年至

1949 年干旱加剧，而 1950 年至 1975 年干旱缓

解，自此之后干旱一直在加剧。

20世纪前半叶的干旱趋势对应着温室气

体排放水平上升。1950 年至 1975 年的趋势

扭转则对应气溶胶的增加——气溶胶是大气

与悬浮在其中的固体和液体微粒共同组成的

体系，尽管只占地球大气含量中很少部分，对

地圈、生物圈的影响与作用却不可低估。现

在已有研究表明，气溶胶会影响降雨，改变云

量。但是 NASA 研究团队认为，气溶胶浓度

与干旱风险之间的关联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20世纪末的干旱加剧似乎与温室气体排放相

关，不过根本原因尚未确定，而且其中的关联

在统计学上并不明显。

科学家认为这些发现显示，从 20 世纪初

开始，人类活动和干旱风险之间或存在关联。

NASA 展 示 相 关 证 据

20世纪人类活动对全球干旱状况有影响

科技日报北京5月7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7日发表了一项

医学最新进展：美国科学家报告称，他们利

用体外器官支持系统让受损猪肺再生。初

步结果显示，受损后的猪肺能得到修复，并

用于器官移植。

胃内容物吸入，是指胃内物质进入呼

吸道，这种常见损伤会导致肺脏无法再用

于移植。鉴于现在全球都面临着移植供体

短缺的问题，受损肺脏再生技术有望为人

类扩充适合移植的器官库。

此次，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人员马修·
巴切塔及其同事，研究了严重受损肺脏再

生后达到移植标准的可能性。研究团队以

猪为实验对象（猪的内脏器官大小、形状等

与人类器官相近，同时也被认为是器官移

植的潜在供体），在 8只猪的体内再现了胃

内容物吸入性损伤，并通过体外支持系统

将受损肺脏与受体动物的循环系统相连，

对器官进行维持。

研究显示，利用这一交叉循环系统，供

体肺在猪体外最长能维持 36个小时，让一

系列治疗干预措施得以进行。该系统不仅

能让受损肺脏再生，还能提高其功能，且再

生后的肺脏满足所有移植条件。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需开展进一

步研究，以确定肺移植后的功能肺活量

以及该方法的安全性。而由于人体器官

移植必须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未来还应

对免疫抑制对肺恢复的影响展开进一步

评估，才能用于缓解医疗界可供移植器

官短缺问题。

受损猪肺能体外修复并用于移植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7 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美国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研制出了一种可无线

发射、调制微波并接收外部射频信号的激

光器，并首次将激光器用作射频发射器和

接收器，无线传送了著名歌手迪恩·马丁

的经典歌曲《Volare》。这项研究为超高

速 WiFi 和新型混合电子—光子器件铺平

了道路。

最新成果建立在研究团队之前工作的

基础上，团队由论文高级作者、应用物理教

授费德里科·卡帕索领导。2017 年，他们

发现，量子级联激光器中的红外线频率梳

可用于产生太赫兹频率，这是电磁频谱的

亚毫米波段，能以比如今的无线平台快几

百倍的速度传输数据。2018 年，他们发

现，量子级联激光器频率梳也可作为集成

化的发射器或接收器，有效编码信息。

现在，他们找到了一种从激光频率梳

中提取和传输无线信号的方法。

与发射单一频率光的传统激光器不

同，激光频率梳可同时发出多个频率的光

线。这些光线之间间隔均匀，看起来像梳

齿一样。而且，在激光器内部，不同频率的

光线结合到一起产生了微波辐射。

为了发射微波信号，该设备所需的第

一个东西就是天线。所以，研究人员在设

备的顶部电极上蚀刻出一个缺口，创造出

一个偶极子天线。接下来，他们调制频率

梳，在微波辐射（激光器使用不同频率的光

一起拍打产生）上编码信息。然后，他们使

用天线，微波从设备辐射出来，包含编码信

息。射频信号由天线接收、过滤并发送到

计算机。

研究人员还证明了激光射频可以接收

信号。他们能使用来自其他设备的微波信

号远程控制激光器的行为。

研究者表示：“这种多功能一体化的集

成设备非常适合未来的无线通信。虽然距

离实现太赫兹无线通信的梦想还有一段路

要走，但这项研究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

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美制成激光射频发射器
有 望 实 现 超 高 速 无 线 通 信

该装置使用频率梳状激光器来无线
发射和调制微波。研究人员用其无线传
送了一首歌。 图片来源：每日科学网站

科技日报讯 （王迎霞 通 讯 员 韩效
州 陈海洋）在 中 国 — 阿 拉 伯 国 家 技 术 转

移中心的推动下，近日在埃及开罗举办的

国际中医药与功能医学会议上，上海交通

大 学 健 康 管 理 与 服 务 创 新 中 心 与 埃 及 中

国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埃及中

医医院。

“此次双方正式签署建立埃及中医医院

协议，不仅是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发挥桥梁和

平台作用的又一典型案例，更是推动落实‘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具体实践。”该

中心主任李国锋表示。

2015 年 1 月 5 日，科技部批复由宁夏牵

头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同年 9 月 10 日中心揭牌。这一国家级技术

平台旨在凝聚和培养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

机构和人才，构建覆盖中国和全球 22 个阿

拉伯国家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目前，中

阿技术转移中心已在 8 个国家建立双边技

术转移分中心，多个项目顺利签约并达成

合作。4 月 22 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表《共建“一带一路”

倡 议 ：进 展 、贡 献 与 展 望》报 告 ，指 出 共 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东盟、南亚、

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共建 5 个区域技

术转移平台，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向

沿线国家转移。

据悉，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2019 年将积

极争取科技部的支持，建设国家级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举办中阿技术转移暨创新合

作大会，促 进 跨 境 技 术 转 移 ；支 持 宁 夏 高

校、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

关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等。

上海交大智库落地埃及中医医院

日前，北汽集团与韩国合作方BMK公司在2019年韩国首尔新能源电动车博览会上展出了
旗下EU5、EX5和 EX3三款纯电动汽车。BMK方面表示，这些车型已经扫除了充电标准等进入韩
国市场的技术性障碍，该公司业已制定韩国市场推广计划。

图为技术人员讲解产品细节。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举摄

信
号

发送

接收

激光

微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