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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平

阴本报记者 卢家兴

顶级防暴车、警用直升机、脉冲武
器、排爆机器人⋯⋯5 月 17 日，国内外
顶尖警用装备在北京集体亮相，令参
观者大开眼界。记者从第二届中国(北
京) 国际警务装备及反恐技术装备展览
会现场获悉，个别装备已经被北京警方

“收入囊中”。北京警方从阿古斯特直升
机有限公司购进 4 架警用直升机，将于
今年 8 月底抵京，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
间，北京上空将出现警用直升机的身
影。

各 种 新 式 装 备 武 装 到 社 会 安 防
中，为打击犯罪添加了坚实力量。在这
些打击力量中，大量科技成果成为高
效的保障。在展览会现场，记者见到了
一批与众不同的摄像头。用于海岸、边
防监控的近红外全天候远程摄像头，
能全天候监控 30 公里范围内的所有
活动；安装于直升机上，可以锁定公路
上行驶的车辆，并能提供驾驶员清晰
的面目图像，能在救援行动中确定明
确的目标。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台特
殊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据介
绍，这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
脸识别系统，由于利用的是人体骨骼
的识别技术，判断速度相当快，只需要
0.01 秒左右。

即将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投入
安防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具有存储
功能，只要把一些具有潜在危险性的

“重点人物”的脸部特写输入存储系统，
重点人物如擅自闯关，就会在 0.01 秒之
内被“揪出来”，同时向安保中心“报
警”。奥运会上，某些重要区域只允许特
定身份的人员进出，此时，面部档案信
息未被系统存储的所有人都会被拒之
门外。

与会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与此

前的指纹识别系统相比，人脸识别系
统有很多的改进。指纹技术的使用寿
命不如人脸识别系统，使用成本也高
于人脸识别系统。由于沾水、沾汗、沾
灰，还有传感器只能在室内使用等原
因，指纹识别系统在露天户外使用的
可能性很小。而用于人脸识别的摄像
机一天 24 小时都可工作，无论室内还
是户外均可使用。

“人脸识别系统意味着每个人的
脸上都贴着名字，外人看不见，但监控
系统能看得见。而且被观察的人不知
道有设备在监视他，起到了科技奥运、
文明奥运的功能。”

2008 年北京奥运场馆的人脸识别
系统将摄像头、指挥中心以及警务人
员手中的终端信号串连，通过建立自
动人脸识别报警服务网，对运动员、教
练、场馆工作人员及后勤、食品运送人
员采用摄像机自动识别。

一双双各具特色的“眼睛”， 构
成了社会的安定祥和乃至国防安全的
基础。在展览会上公开亮相的各种新
型设备，不仅吸引了参观者的眼球，
更为观众带来了安定的信任感。与此
同时，展览平台不但服务于决策者就
北京及奥运会的保安课题开展交流，
还为共同推进我国警用装备及安防装
备步入科技强警的轨道作出自己的贡
献。

守护安定祥和的“眼睛”
———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警务装备及反恐技术装备展览会侧记

①水路两栖运兵车实地演练。

②观众体验即将在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上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

③警 用 直 升 机 模 型 吸 引 观 众 的

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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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家兴 / 摄

阴本报通讯员 刘逢安

炮兵曾经是战场上最重要的火力
突击力量，以其强大的火力、较远的射
程、良好的射击精度和较高的机动能
力等诸多优势，获得了“战争之神”的
美誉。

“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
有了炮兵。当时，贺龙指挥起义部队中
的山炮和迫击炮进行战斗。1938 年 1
月，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了我军历史上第
一个正规的炮兵团———八路军炮兵团。
1944 年秋，党中央为准备反攻，决定以
八路军炮兵团为基础，成立我军历史上
第一所炮兵学院———延安炮兵学校。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军
的节节胜利，炮兵也不断壮大，已建
立了 70 多个炮兵团、 1000 多个炮兵
连。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中央军
委作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战
略决策，并决定组建军委兵种领导机
关，以促进各军兵种的正规化现代化建
设。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军委炮
兵司令部于 1950 年 8 月 1 日在北京成
立。从此，人民炮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人民炮兵在抗美援朝、援越抗
美、炮击金门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

威镇敌胆，战无不胜，取得了毙伤敌 22
万余人，毁伤敌火炮 1400 余门、飞机近
万架的辉煌战果，打出了国威军威。

阔步迈入精确打击时代

炮兵包括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和地
空导弹部队，是以各种压制火炮、反坦
克火炮、反坦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为
基本装备，遂行地面火力突击任务的兵
种。炮兵的武器主要有：多种口径的加
农炮、榴弹炮、滑膛炮、加农榴弹炮、火
箭炮、迫击炮、无坐力炮和反坦克导弹。
这些火炮和导弹，性能特点和用途各不
相同，形成炮兵武器系列。

传统炮兵主要依靠地面侦察分队
抵前开设观察所、利用人工侦察手段

（肉眼、望远镜、炮队镜等）来获取目标
信息，其危险性、可靠性、局限性已成为
制约炮兵战斗力提升的瓶颈。现在，炮
兵的战场侦察手段已实现无人化、多样
化。炮兵装备的先进侦察校射雷达系
统，既可以在敌方炮弹未落地之前就能
准确测得敌炮阵地位置并预测弹着点，
为我炮兵实现快速反应赢得宝贵的时
间，及时采取措施对我被袭目标进行防
护；又能跟踪、测绘我方首波发射的弹
丸飞行轨迹、预测落点、计算偏差，在弹
丸尚未落地之前就能迅速给出校射精
度。

信息化是我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依托，更是我军快速提升战力的

“倍增器”。信息化又是精确化的前提，
只有“耳聪目明”，才能“想哪儿打哪
儿”。自行化、信息化、精确化等是当今
世界炮兵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解放军
炮兵潜心发展的重点。

我军炮兵已经跟上世界新军事变
革的步伐，正昂首阔步迈入精确打击
时代。

济南军区某炮兵旅充分发挥武器
装备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效能，积极探
索推进军事训练向信息化转变之路，以
精确化为突破口，大力开展复杂电磁环
境下的精确化训练。在上级组织的检验
性考核中，该旅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
精确判定目标位置，实施精确打击，数
声炮响过后，“敌”重要目标灰飞烟灭。
从过去的万炮齐发，到今天的数炮制
敌，精确化训练、精确化指挥、精确化考
评，使今日“战神”更加威猛。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要成果

近年来，我军炮兵积极适应军事训
练转变要求，围绕复杂电磁环境下炮兵
作战理论创新、战法训法研练、作战仿
真系统研制等方面，积极开展重点难点
课题攻关，信息化建设取得一批重要成
果，探索了我军炮兵信息化建设发展的
新方法、新路子。

据总参军训和兵种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总部关于加强复杂电磁环境
下战法训法研练的指示精神，适应战争

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深刻变化，我军炮兵
着眼军事斗争准备需要，针对兵种特点
和未来作战要求，通过深入进行理论探
讨、科学组织试验、严密组织实兵实弹
演练，促进了炮兵信息化建设。

吉林陆军预备役炮兵师积极适应
军事变革，从预备役部队发展需要出
发，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建立起系统
配套、功能齐全的局域网和野战指挥
网，研发出作战指挥、侦察监视、信息处
理等信息化集成装备，使部队建设驶入
了信息化“快车道”。几年来，他们直接
应用地方成熟技术 30 多项，先进设备
67 种、300 多件。在专家的指导下，这个
师逐步将作战链条上的各种要素和资
源进行功能整合，并集成创新出炮兵师

（集群）数字化作战指挥系统，实现了野
战条件下由师、团、营、连到单炮的全程
数字链无缝连接，炮兵集群射击指挥效
率大幅度提高。

成都军区某炮兵旅组建仅一年多，
部队信息化建设便驶上快车道，创新成
果丰硕：研发的“西南战神”炮兵作战指
挥模拟系统、数字式野战气象仪等 5 项
科研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填
补了国内空白⋯⋯

由解放军炮兵学院教授钱立志主
持研制成功的系列信息化弹药，无疑使
炮兵如虎添翼。其一是“特种侦察炮
弹”，在炮弹（炮兵最常见口径火炮，因
而适装性极好） 上安装摄像侦察等设
备，相当于给炮弹装上了信息化的“眼

睛”，同时配套研发出特种侦察弹图像
地面接收和快速处理系统，构成了一个
全新的作战体系。它像普通炮弹一样发
射，疾速飞过战场上空时，地面情况尽
收“眼”底；对一枚炮弹来说，敌方根本
是无法拦截的，再者说敌方“肉眼凡胎”
也分辨不出来。其二是“特种干扰弹”，
它可以对敌方电子设备实施干扰。这些
新技术的应用，使炮兵成为集火力打
击、战场侦察、电子对抗等于一身的多
能炮兵。目前，钱立志主持研制成功的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信息化
弹药，已经形成了我军信息化弹药家
族，相应技术已成功地应用于陆、海、空
军及第二炮兵。

目前，我军炮兵信息化建设在理论
研究、法规建设、训练方法及手段等方
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开发了“陆军火
力毁伤辅助决策系统”软件，该软件的
开发利用，为集团军、师（旅）机关和炮
兵部队指挥员提供了组织筹划战役、制
定火力毁伤计划、目标分析与处理、防
空兵力部署计划、信息获取处理与共
享、敌我态势分析和基础数据库管理等
功能，提高了作战决策指挥效能。组织
了信息化条件下炮兵部队演习综合考
评试点，研制了“信息化条件下炮兵部
队演习综合考评系统”软件，初步摸索
了信息化条件下战术演习模式，制定了
实战化、定量化、科学化的量化考评办
法，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探索了
新路。

“战争之神”显威信息化演兵场

点评专家：
张建春， 总 后
军需装备研究
所 副 所 长 ，专
业技术少将军
衔。长期从事
功能纺织材料
和特种防护服
装 的 研 究 工
作，是我国高
分子材料领域
专家，我军后
勤装备研究的
学术带头人。

国防前沿

美国最先进的新型侦察卫星失灵
美国国防部及

其他相关部门透露：
美国已无法与 2006
年年底发射的一颗
国家侦察局（NRO）
的侦察卫星取得联
系。这颗价值数亿美
元的侦察卫星在太
空中出现故障，地面
控制人员无法与它
取得联系。为了不让
数亿美元白白打了
水漂，与这颗造价昂
贵的秘密卫星进行恢复通信的努力还在继续。掌
握内部消息的灵通人士透露，该卫星实际上已经

“完全失败”。

新的曙光要要要MK262 MOD1
5.56mm 军用枪弹

2000 年 前 后 ，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
部（SOCOM）提出研
制 5.56mm 轻 型 狙
击步枪用弹药的需
求。与之相匹配的狙
击步枪被称为特殊用
途步枪（SPR），射程
大 约 为 370m ～
460m。由于最早所配
用的 M855 标准弹的
远距离杀伤性能（精
度和创伤效果）较差，用在特殊用途步枪上难以
满足军方的需求，因此换装弹药的需求才显得日
益迫切。MK262 MOD1 新型枪弹表现出较为出
色的性能，对于高精度狙击射击而言，将是一种
值得关注的新产品。

锥形液膜 Kevin-Helmholtz 波
不稳定性的实验研究

该项研究采用
PIV 激光粒 子测 速
仪获得了不同喷嘴
液压差下锥形液膜
子午截面的波动破
碎图像。测得不同
液压差下离心喷嘴
锥形液膜的各项特
性参数，如液膜半
锥角、液膜破碎前
长度等。研究了半
锥角和液膜破碎前
长度随液压差的变
化规律。根据试验结果，总结出了计算 C 参
数的经验公式，并利用此关系式求解色散方
程，得到不同液压差下的液膜破碎点扰动波
波长。

作训鞋

伴随着我军官兵 50多年的解放鞋终于
“光荣退役”，承载了更多科技含量的新型作
训鞋于 2003年全面装备部队。

50 多年来，解放鞋在部队作战、训练、生
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
于解放鞋采用纯棉材料制作鞋面、鞋里，不耐
穿，战士们经常是“一年穿破五六双解放鞋”。
加之解放鞋透气、透湿性差，容易滋生细菌，
常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更有战士甚至因脚
气感染，影响了训练。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国部队科研人员
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攻关，经过数百次实验，
使得新型作训鞋终于在10 个关键技术上取
得了重大突破。为了增强新型作训鞋的耐磨
性，科研人员研制出新型化学纤维材料；为了
解决新型作训鞋的抗菌防臭，他们在织物中
加入抗菌防臭剂；为了减轻鞋的重量，他们研
制出短纤维增强型发泡橡胶新材料，并采用
世界先进制鞋新工艺，使新型作训鞋既舒适
又美观。

点评：
部队科研人员正在积极开展功能性防

护鞋，将把阻燃、防地雷、防静电、防刺、防砸
等性能囊括一身。该领域的国际前沿是“智能
军鞋”，可以实现鞋内温、湿度的自动调节。

兵家之地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讯 渊记者 王
学健冤野经过 40 多年载人航天的实践
与发展，中国的航天医学工程已逐步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特色鲜明的科
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方法。”在 5 月
21 日开幕的第 16 届“人在太空”国际
学术会议上，中国航天员科技训练中
心主任陈善广总结了中国航天医学工
程的四大特色。

这四大特色是：
首先，以航天员为中心，通过建立

系统目标、系统框架，实施系统管理的
技术方法，实现航天员与工程系统之
间的最佳适配。

第二，以医学与工程的融汇结合
为特点，在工程化实践中，促进不同学
科领域的渗透融合，触发学术新思想、
新理论的产生。

第三，以深刻认识人体在航天特殊
环境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规律为目标，遵
循系统生物学体系的辩证统一回归的

方法，将获得的宏观生理学效应与微观
细胞分子本质机理知识相结合，发展切
实有效的个体对抗防护技术。

第四，以未来目标需要为牵引，发
展创新技术储备，保持具有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据陈善广介绍，航天医学工程是
以载人航天任务为背景，为适应载人
航天领域发展需要形成和建立起来的
一门医工结合、多学科交叉集成的综
合性技术学科。它以系统论为指导，利
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载人航天对人
体的影响及其特征规律，包括研制可
靠的工程对抗防护措施，设计和创造
合理的人机环境，寻求载人航天系统
中人、机和环境之间的优化组合，目的
是确保航天活动中航天员的安全、健
康和高效工作。

据悉，航天医学工程学科主要由
航天医学和医学工程两大部分组成。
航天医学是以载人航天任务为背景，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应用与
应用基础学科，由航天实施医学、航天
环境医学、航天基础医学等学科组成。
医学工程就是指用工程和技术手段解
决载人航天中航天员的训练、航天员
的生存和工作环境等问题，涉及航天
员选拔与训练技术、航天环境控制与
生命保障工程技术、航天服技术、航天
医检工程技术、载人航天环境和飞行
训练模拟技术等。

陈善广表示，神舟五号任务中杨
利伟的自主出舱，神舟六号任务中费
俊龙、聂海胜的健康出舱，标志着中国
航天医学工程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这位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的掌门
人表示，伴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
发展，中国航天医学工程取得的成就
是有目共睹的。

其一，训练出一支优秀的中国航
天员队伍。其二，突破多天在轨的航天
员医学健康保障技术和飞行后航天员

健康康复技术，确保了多人多天飞行
任务中的航天员健康。其三，航天食
品、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产
品、航天特殊环境因素的模拟训练设
备成功经受了空间飞行和任务训练的
考验。其四，创造性地将航天医学理论
与中医药研究有机结合，初步建立了
行之有效的中西医结合航天员健康保
障体系。其五，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飞船
环境的医学评价体系和满足医学要求
的国家标准，为后续飞行器的研制提
供了重要设计依据。其六，建立了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医学细胞学空间
实验技术体系，首次在神舟六号飞行
任务中开展航天医学实验，实现了我
国航天医学从地基研究到空间实验的
突破。

陈善广说：“这些技术的发展和进
步，对我国载人航天任务的完成起到
了极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为中华民
族圆千年飞天梦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善广：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独具四大特色

陈善广在第 16 届 野人在太空冶国
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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