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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据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显示，12
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
纳）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
交普通照会表示，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Spacex）发射的星
链卫星，在今年先后两次接近
中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搭
载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危
险。

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
站组合体针对有关美国卫星，
两次实施“紧急避碰”。

据2021年12月3日中国常
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致秘
书 长 的 普 通 照 会（文 号 ：A/
AC.105/1262），今年 7 月和 10
月间，美国星链卫星先后两次
接近中国空间站。

第一次紧急避碰

星链-1095卫星自 2020年
4月 19日起稳定运行在平均高
度约 555 千米的轨道上。2021
年 5月 16日至 6月 24日，该卫
星持续降轨机动至平均轨道高
度382千米后，保持在该轨道高
度运行。7月 1日，该卫星与中
国空间站间出现近距离接近事
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
于 7月 1日晚主动采取紧急避
碰，规避了两目标碰撞风险。

第二次紧急避碰

2021年10月21日，星链—2305

卫星与中国空间站发生近距离
接近事件。鉴于该卫星处于连
续轨道机动状态，机动策略未
知且无法评估轨道误差，存在
与空间站碰撞风险。为确保在
轨航天员安全，中国空间站于
当日再次实施紧急避碰，规避
了两目标碰撞风险。

照会指出：中方请联合国
秘书长将上述情况周知《外空
条约》各缔约国，并提请各缔约
国注意，根据《外空条约》第 6
条，“各缔约国对其（不论是政
府部门，还是非政府的团体组
织）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
他天体）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
国际责任，并应负责保证本国
活动的实施符合本条约的规
定。” 据《中国航天报》

美国卫星今年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中方实施“紧急避碰”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为避免
外星文明对地球人类的价值体
系带来“文化冲击”，美国宇航局
日前特意聘请 24名宗教学者，
旨在深入探讨“生命的意义”。

据 报 道 ，美 国 宇 航 局 于
201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拨
款创建“神学探究中心”项目，近
日，该中心招募24名宗教学者，
探究外星生命有可能会对人类
价值体系和宗教文明造成的影
响。受聘人员之一的英国神学
家、牧师戴维森认为，随着太空
探索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与其
他行星文明的接触正变得愈发

真实。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认
为：“我们也许在百年之内无法
发现新生命，但也许下个星期就
会碰上外星人。”

有宗教学者认为，一旦外星
生命被发现，很有可能改变甚至
颠覆各宗教的根本认知，届时各
宗教的信徒势必面临信仰坍塌。
英国《每日邮报》称，神学领域不
少资深专家不相信外星生命的
存在，一些宗教学派仅接受“天
与地”的世界观。据皮尤中心今
年7月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有
57%的基督徒不相信高级外星
生命的存在。 据《环球时报》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美国宇航局聘请24名宗教学者探究外星生命

近日，巴西圣埃斯皮里
图州一头小牛生下来有两个
头，无法站立或自然进食，需
要用奶瓶喂养。

据视频显示，这头小牛
躺在地上非常虚弱，因为它
站不起来，所以人们需要用
奶瓶给它喂奶喝。农场主人
的儿子德尔西·布萨托说他
们已经向兽医咨询过了，但
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
致小牛出生就有两个头。并
且没人知道小牛是否可以活
下去，目前只能等待。

据环球网

小牛生下来有两个头
吃奶困难，只能拿奶瓶喂养

近日，斯里兰卡贾夫纳的一
名男子和朋友放风筝时因为没
有及时松开手，被风筝带到十多
米的空中，最终他跳了下来并受
了轻伤。

据报道，名叫马诺哈兰的男
子和朋友们一起在放一个巨型
的风筝，他们7个人共同拉着风
筝线来控制它，风筝放飞时，朋
友们都松开了线，马诺哈兰没有
及时松手被风筝带飞。他被带到

十多米高的空中，身体摇摇晃晃
地坚持了超过1分钟。朋友们想
办法将风筝拉下来，最后他精疲
力尽地松开手，从约5米的空中
跳下。随后，马诺哈兰被送往医
院，所幸他只受了轻伤。

在接受采访时，马诺哈兰说
他在空中没有低头看，最后当他
的手臂麻木地抓不住线的时候
才松了手。

据环球网

放风筝时未及时松手

一男子被带到十多米高空

长有两个脑袋的小牛长有两个脑袋的小牛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
网站发表题为《生物识别技术、
智能手机和监控摄像头给美国
间谍设置新障碍》的报道称，现
代技术让美国间谍难以藏身。
全文摘编如下：

2010 年，一个特工团队策
划的秘密行动杀死了一名生活
在迪拜的激进分子。该团队被
普遍怀疑效力于以色列间谍机
构“摩萨德”。这个计划是成功
的，除了其隐秘性——闭路摄
像头跟踪着该团队的一举一
动，甚至捕捉到了他们乔装前
后的情形。

间谍和秘密行动已不同以
往。

间谍面临
“数字障碍”

以前，一名训练有素的中情
局特工可以带着一个装满化名
文件的夹子越过国境，或自信地
在外国城市中行动，在不被发现
的情况下与其他特工接头。现
在，他面临着作为现代生活之标
志的数字障碍：无所不在的监控
摄像头和利用生物识别技术的
边境控制手段，更不用说经常会
暴露其行踪的智能手机、手表和
汽车了。此外，还有“数字尘埃”，
即几乎每个人都会留在互联网
上的个人记录。

美国和西方情报界一些现
任和前任官员说，与能够快速
筛查此种数据的人工智能领域
内的进步相结合，这些技术正
迅速成为外国对手铲除间谍的
有力工具。

一名前美国高级反间谍官
员在谈到美国间谍活动所受影

响时说：“真的很糟糕。”
官员们说，现在，中情局内

部对所谓“无处不在的技术监
控”普遍感到担忧，迫使它设计
出新的、往往需要更多资源的
招募特工和窃取机密的方式。

2月，中情局局长威廉·伯
恩斯在其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承
认，在新环境下，“开展传统谍
报活动变得复杂多了”。他说：

“与美国政府其他许多部门一
样，中情局将不得不作出调
整。”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在
报告中说，中情局官员“将竭力
保持隐蔽并秘密行动，并将长
期面临暴露风险——暴露自
己、他们的特工和他们的谍报
行动方式”。

杜亚恩·诺曼曾任中情局
某情报站站长。在此前中情局
为让间谍活动适应数字时代
而开展的一项工作中，他担
任领导角色。诺曼说：“我认
为，间谍活动的基本要素已被
粉碎——它们已经被打破。”

时任负责科技工作的中情
局副局长的唐·迈耶里克斯在
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大
约 30个国家，外国情报机构已
不再费事地在“我们离开受雇
地点（显然指的是美国大使馆）
时”实地跟踪中情局特工。她
说：“覆盖面足够广泛，他们不
需要这样做。借助闭路电视监
控和无线基础设施就行了。”

了解内情的官员说，中情
局总部反间谍官员最近向世界
各地的情报站和基地发去的一
份绝密电报警告，该机构在外
国的大批线人已被抓获。电报

声称，美国间谍在海外的行动
环境日益艰难，原因之一是无
处不在的数字监控。

未来间谍
将不像《007》

情报官员概述了未来的间
谍活动可能是什么样的。

几名前官员说，由于面部
识别和虹膜扫描等生物识别技
术，化名跨越国界这种谍报手
段正迅速成为陈年旧事。

一名已退休西方情报官员
说：“情报人员用化名进行伪装
更加困难了。”他估计，自己在
职业生涯中用过9个虚假身份，
且都有相应的信用卡。

更多间谍活动将以“真名”
实施，这意味着间谍不会假扮
他人，而是以商人、学者或其他
与美国政府没有明显关系的专
业人士的身份为掩护行事。

同时，间谍活动正日益成
为一种团队运动。以往，一个间
谍独自筹划并实施一项行动。
今后，需要一个团队来帮忙提
防数字监控并指导中情局官员
绕过它。

这些事业需要更多时间、
人员和其他资源。

诺曼说，未来的间谍行动
将更类似于《碟中谍》而不是

《007》，“意味着行动总量将会
减少”，招募来为美国从事间谍
活动的外国人减少。他说：“你
将把更多精力花在少数重要的
事情上。”

在美国反间谍部门前负责
人威廉·埃瓦尼纳所说的“技术
版本的猫和老鼠故事”中，有着
数不尽的数字花招可耍。例如，
中情局一些现任和前任官员
说，可以在手机定位上做手脚，
误导外国反间谍人员以为他们
的猎物在某地，而实际上他安
全地藏身于另一所在。

这些官员说，明年将年满
75岁的中情局以前也曾面临并
克服重大技术挑战。

一名中情局高官说：“大多
数技术挑战是可以克服的。我
们主动出击，而不是坐等挨
打。” 据《参考消息》

间谍和秘密行动已不同以往

现代监控技术
让美国间谍藏不住了

近日，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照
相机已被研制出来，它几乎能够
透视任何东西，包括墙角、雾霭，
甚至人类肌肉和骨骼。

由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
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
研制的这一装置采用了一种名
为“合成波长全息摄影”的技术。
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间接地将
光线散射到隐藏的物体上，这些
光线随后再次散射并返回相机，
相机中的人工智能被用来重新
构建原先物体的影像。

这是一个被称为非视距
(NLOS)成像的相对较新的研究领
域，该技术可以迅速捕捉到大面
积区域的全视野图像。其成像精
度达到亚毫米级。利用这一分辨
率，具有人工智能的相机可以拍
摄到皮肤下面的东西，甚至拍摄
到最细的毛细血管的工作状况。

由于其具有高分辨率，这种
技术还有可能用来对快速移动
的物体进行成像，例如胸膛中跳

动的心脏或是街头超速的汽车。
这种技术不但在非侵入性

医学成像方面具有明显的潜力，
它还存在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中
包括建立汽车预警导航系统以
及在密闭空间进行的工业检查。

论文第一作者弗洛里安·维
洛米策说：“我们的技术将带来
新一波的成像能力浪潮。”

以前使用非视距成像技术
获取隐藏物体影像的尝试遭遇
到了分辨率过低和视角范围狭
小等问题的困扰。以前遇到的其
他问题还包括扫描装置需要用
很长时间，或需要面积很大的探
测区域才能测量到散射光。

这项新技术把高空间分辨
率、高瞬时分辨率、小探测面积
和大角度视野等性能结合到了
一起。这意味着,这种相机能够
以更高的分辨率对密闭空间内
的微型部件以及在较大区域内
的隐藏物体进行成像。

据新华社

高性能全息相机问世
几乎可透视任何东西，包括墙角、骨骼等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