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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科幻

真是慢悠悠的一天。外号“加布”的加布里埃尔·塔尔维发觉自己站在第

52大街和第 3大道交叉的街角。这个地方一点也不特殊——但正好是他寻觅

目标时最喜欢的地点。

十字路口人流熙熙攘攘，尽管称不上摩肩接踵，但人流量足以提供掩护。

加布徘徊在街角，目光来回扫动，仿佛是要获知自己的方位。在十几秒时间

内，28 个人从他旁边经过，距离近得足以让他的智能镜片将这些人予以登记

和识别。他对其中 25人没有兴趣——这些人的个人安全装置太过新式，太过

严密。加布有信心能在给定的有限时间里破解这些人中任何一位的安全装

置，但是不保证一定不会触发警报，除非他有充裕的时间。

然而，另外 3个人就是另一码事了。

活儿就是这样，而且总是这样。他只需要耐性。等待足够久时间的话，某

个尚未装上最新的安全更新的家伙一定会出现。毋庸置疑，他们打算要安装

更新——今晚，或者也许是明天——但他们还未着手做。有时候——比如今

天——他根本不用等待很久。

3 个人里面有 2 个恰好是加布一直希望的样子：低档的安全装置，已经过

时，没什么用处，假如你懂得这门手艺的话，轻轻松松就能破解。对于第一个

人，他不怎么考虑。他的穿着破旧，安全装置如此廉价和功能不全，表明他不

是迟迟未更新，而是他显然只负担得起这样的设备。压根不值得在这人身上

费劲。然而，第二个人穿着体面，一看就是专业人士；他就是懒惰，而不是贫

穷，他简直就像是在乞求自己被偷一样。加布愉快地动了手，先是偷到密码，

夺来账户，这一切都在目标从加布身旁经过的两三秒内进行完毕。通过全球

注册的许多假名账户之间的一系列转账和调换，资金消失得一干二净，并最终

回流到加布的账户里，当然来源踪迹已经被抹得干干净净，无法追踪。

第 3个人情况特殊，激起了他的好奇心。那是一名三十几岁的女人，专业

人士打扮，衣着时髦，身上的套装仿佛在说，就算她尚未获得事业成功，她也很

快会大放光彩。她身上从头到脚仿佛都散发出金钱的味道，尤其是她的安全

装置，比加布以前寻觅目标时碰到过的任何装置都来得好。他本以为这类复

杂的安全装置会被用来守护大公司的核心机密，而不是守护一名沿着第 52大

街漫步的女人。

他小心翼翼地收回了所有工具，以防自己的最轻微接触触发警报，接着他

一路跟踪了女人。当然他会这么做。加布最喜欢挑战。一旦他弄清自己可能

在哪儿再次发现女人，他会带着更细微、更复杂的工具再回来。到时，他就能

搞定她。

熙熙攘攘的人群使得跟踪女人成为一件易事。他跟着女人来到了一处智

能办公大楼，就是那类被许多家小公司或者被一家大型公司占据的写字楼。

她通过硕大的平板玻璃门进入大楼。加布在稍微犹豫一下后，快步跟了上

去。假如他能看清楚她上了哪一层楼，弄清楚她为谁工作……但是一张保安

办公桌挡在他和电梯之间。经过办公桌的所有人都会被记录在案，接受扫描，

假如不是这栋楼里的员工，还会受到盘问。

这样就已足够。他会再次回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大楼外面等着她。

正当他转身要离去时，加布被两名虎背熊腰的男子拦住了。他还未来得

及做出反应，那名女人已经出现在他面前，将他围困住。

“加布里埃尔·塔尔维，请跟我来吧。”她的咬字很清晰，嗓音让人安心。

“你是要……？”他开口要抗议，但女人瞅了他一眼，她的目光令他要说的

话停留在了唇上。

“你真的想要在公共场合这么做吗？”他没有回答，“我不那么认为。这边请。”

他温顺地跟着女人来到一间位于大楼侧面的办公室，那两名穿西装的大

汉压根不让他落下一步。幸好，他们待在了办公室外面。

“这是为了什么？”加布问道，恢复了些许平素的自信心。

这间办公室里摆设稀稀疏疏，光线明亮，单调乏味。房间里没有桌子，只

有两把面对面放置的椅子。女人冲着最近的椅子打了个手势。加布坐下来，

盘算着自己尽早坐下来，这件事也会尽早地结束。

“我名叫劳拉·戴恩。”女人说道，“我在此是要招募你。”

真荒唐。“招募我是要干吗？”

“为了逮住其他寻觅人。”

“那么，你是警察？”

女人微微一笑。“不，我们是私营公司，与政府签订了合约，旨在保持街道

的安全，阻止像你这样随便溜达的小偷。你知道每年这样的寻觅目标行为会

耗费多少亿元？”

加布知道具体数字，但他觉得此刻没有承认下来的理由。“我为啥要帮你

们？”他说，“你没有抓住我的任何罪证。”

“你刚刚从那名使用低档安全装置的男子那儿偷走的资金被做过标

记。我们能跟踪那笔钱的每一次挪动，每一次转账，这一切会引领我们追

溯到……”

他。但那是不可能的。转账是无法追踪的……难道是能追踪的？

“当然，决定权在你手上。”她继续说。

“所以我有得选。”

“人总是有得选。”他不喜欢女人的笑容，像猎食者的笑容，令他感到不

安。“要么你加入我们，要么我们给你打上罪犯标签，再将你关进监狱。”

“不行！”早在他意识到之前，口中已经发出拒绝声。他可以应付坐牢——

初犯的判刑不会很久——但打上罪犯标签……这意味着被打上无法除去的标

签：使用的是纳米技术，捆绑在他的 DNA上，这个污点永远无法删除。他会被

打上标签。任何人，甚至是那些带着最简陋的个人安全装置的人——这也就

意味着是所有人——都会识别出他是名需要回避的危险分子。

这意味着变成贱民：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

“你不会那么做。”他说道，但他从女人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她会那么做。

说到底，她给他提供的选择，压根不算选择。

作者伊恩·瓦茨是一位英国作家，创作有“噪音”系列、“百列城”三部曲等
科幻奇幻作品。

数字时代的扒手

在国际空间站首个试验性充气式太空舱

成功展开约一周后，6 月 6 日，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宇航员首次进入，下载展开

过程监测数据，同时进行空气取样，并将对这

个充气式太空舱进行为期两年的测试。

4 月，美国 SpaceX 公司第八次向国际空

间站发射龙飞船。这次任务除了“吸睛”的猎

鹰 9 火箭一子级海上回收之外，毕格罗公司

的这只试验性充气式太空舱（BEAM）也是大

家议论的焦点，这间“充气房”被看作未来人

类探索深空的栖息地雏形。

在月球或者火星建立基地，是人类走出

地球摇篮的“必经之路”，就在今年早些时候，

欧空局局长沃纳还公布了在月球建立“月球

村”的太空计划。

未来人类将从月球或火星获取自然资

源，建立月球或火星基地是开采这些资源的

前提条件。与建设金属空间站一样，建立以

金属舱段为主的月球基地或火星基地都是一

个庞大的工程。如果充气式太空舱可堪一

用，那么人类一次性就可以向月球或火星发

射多个充气式居住舱段，到达月球或火星之

后展开，省时省力。

在BEAM团队眼里，实现科幻电影中的场

景已近在咫尺。BEAM项目副主管史蒂夫·芒

迪（Steve Munday）表示，《火星救援》里的场景

如果某天真的成为现实，那肯定是经过了无数

次的前期试验。但可以说，建设像马特·达蒙在

火星上的那种定居点，很快会成为现实。

“我们甚至正在考虑制造电影中的那种

可充气气闸。一旦 NASA解决了如何顺利为

太空舱充气的问题，我们至少能保证，将来登

陆火星的宇航员们不必再用自己的排泄物种

土豆吃了。”芒迪说。

““太空栖息地太空栖息地11..00版本版本””开始测试开始测试

月球基地的日常

月球表面的机器吊臂正在移动一

个为宇航员准备的刚刚“到货”的生态

舱。吊臂将生态舱从运载平台上吊

起，因为平台还要回到主基地继续运

输任务。背景中还有很多其他运载平

台，它们共同推进运输和建造任务。

充气展开获得更大空间

利用有限的运载容积获得尽可能大的使

用空间，对于载人航天尤其是运输代价高昂

的载人深空探测意义重大。折叠运输、充气

展开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此次毕格罗公司的充气舱使用合成纤

维、液晶聚合物、陶瓷纤维等新材料制成，重

量仅为 1.4吨、发射时体积仅为 3.6立方米，入

轨后经过充气，可以在短时间内“长大”4 倍

多，形成一个长 4.01 米、直径 3.23 米、容积 16

立方米的“大帐篷”。

但是，面对真空高低温、强辐射的太空

环境，特别是神出鬼没的流星体和空间碎

片撞击，这个看似有点魔幻的“大帐篷”是

否靠谱呢？

外柔内韧不怕“撞”

一般情况下，载人密封舱在空间环境下

主要提供三方面的防护：温度防护、抗碎片撞

击防护，以及辐射防护。常规的金属舱体在

后两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而温度防护主要

是靠单独的热控包覆层来实现。

根据资料显示，美国宇航局此前在充气

舱的防护设计上还是颇下“苦功”的。他们采

用了多达 20余层的材料，自外向内为充气舱

提供了五级防护结构：温度防护层、碎片防护

层、凯夫拉约束层（形状保持与强度加强）、密

封气囊、内部防护（防刮、防刺等）。从设计上

充分考虑了空间碎片撞击和舱内航天员操作

可能产生的风险。而毕格罗公司正是购买了

美国宇航局技术专利，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此次的太空舱应该也做

了旗鼓相当的防护措施。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软质防撞击材料的

迅速发展，软质结构包括充气舱抵抗空间碎

片撞击的能力也日渐成熟。比如，编织陶瓷

织物、玄武岩纤维、芳纶纤维等，因其重量轻、

强度高，已经作为加强防护层用在传统的金

属舱体上，国际空间站就使用了带软质填充

层的 Whipple防护结构。

抗辐射“加强版”的设想

软质舱体主要的短板是在辐射防护上。

在这块“短板”上，笔者认为，针对软质舱的特

点，可以用披挂金属防护板的方法来加强其

防辐射的能力。

也就是说，将金属防护板预先加工成可

拼接的单元块，集中运输，人工或机械辅助操

作将其披挂在已展开的软质舱外壁或内壁。

这个方法加工和安装的精度要求不高，成本

也远低于整体的金属密封结构。

若采用舱外安装，金属板对碎片撞击也

有贡献，但缺点是需要航天员进行舱外操作，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月球基地等场合。若

在舱内安装，则操作简便不用出舱，但对碎片

撞击无贡献。舱内操作的好处之一是灵活可

调，可根据防护等级，在航天员睡眠区等部位

优先或加强防护。

当然，即使是非“加强版”的软质舱体也

用途不少。例如，它可作为空间站的设备间，

安装对辐射不敏感且不需要人长期照料的设

备，包括可以将噪声较大的设备在此类设备

间隔离安装；作为储物间存放物资、备件等；

作为垃圾站将待回收处理的垃圾进行存放或

中转。另外，航天员还可以利用其透波的特

性在那儿做一些特殊实验等。

（作者系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
总指挥）

这间“充气房”
比你想象的更靠谱

文·王 翔

BIKERS CANYON

峡谷竞速是一幅复古机械科幻风格的概念设计插画。在幽深的峡谷

中，两位飞行机车选手在进行惊险的竞速。飞行机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

具有美国西部牛仔风的摩托机车和二战时期战斗机引擎这两者的结合体，

是一架具有复古风格的“飞行摩托”。

如何绘制这幅图

首先，绘制九张很小的草图（Thumbnails），在这九张中，设计师选定

了中间一行最右边的这幅，画成线稿（Drawing），最后再做成插画效果

图。绘制这幅插画，使用了 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和外置的数位板工具

Wacom Tablet，同时辅以顶级的三维动画软件 Autodesk maya，调节出高

度仿真的角色动画。

绘图·江问渔

文·伊恩·瓦茨
译·姚人杰

BIKERS CANYONBIKERS CANYON

峡谷竞速

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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