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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印发的《现役军官
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月28日在国
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新
的军官等级制度。

吴谦说，新的军官制度对军
官等级设置做出重大改革，由基
于职务等级调整为基于军衔等
级。新的军官军衔设“三等十
衔”，将官分为上将、中将、少
将，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
校、少校，尉官分为上尉、中
尉、少尉。军官军衔按照军种划
分种类，在军衔前冠以军种名
称。指挥管理军官和专业技术军
官的军衔，分别标识。

吴谦表示，新的军官等级制
度，主要包括军衔等级、岗位职
务层级和待遇级别三个方面：

一是军衔等级主导军官等级
管理基本秩序。在区分军官等
级、表明军官身份、彰显军官荣
誉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军衔体
现军官能力素质、反映军官服役

贡献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军衔在
教育培训、考核评价、晋升任
用、退役安置等军官职业发展管
理中的调节作用，让军衔回归本
质属性、居于主导地位。

二是岗位职务层级辅助调节
军官晋升任用次序和领导指挥关
系。根据单位等级和军官职务等
级，调整建立军官岗位职务编制

序列，相应明确岗位职务层级与
军衔等级的对应关系。指挥管理
军官共设军委副主席至排职15个
岗位职务层级；专业技术军官共
设正高职、副高职、中职、初职
4个岗位职务层级。这样设计，
实质上是用岗位职务层级替代过
去职务等级的部分功能，并在军
官管理中发挥辅助作用，既能进

一步理顺晋升任用次序、明确领
导指挥关系，又能实现军官等级
与部队编成的有机契合，也有利
于新旧制度体系平稳过渡。

三是待遇级别确定军官基本
生活待遇。单独建立军官待遇级
别制度，用以确定军官的工资、
住房、医疗和保险等基本生活待
遇。军官待遇级别以军衔等级为

基准，共设十九级，从高到低依
次为一级至十九级，每个军衔等
级设置相应幅度的待遇级别区
间。待遇级别与军衔等级既构成
一定的对应关系、又不捆绑过
紧，保证军官即使在军衔不晋升
的情况下，干得好、干得了也可
以相应提高待遇，引导军官安心
服役、长期服役。 据新华社

新的军官军衔设“三等十衔”
由基于职务等级调整为基于军衔等级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1 月
28 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介
绍了军官首次授衔定级政策。

吴谦说，此次军官制度改
革 ， 调 整 了 军 官 首 次 授 衔 政
策。主要变化是：

1.生长军官本科毕业的授予
少尉军衔。

2.对直读研究生军官学员，
本科毕业时授予少尉军衔，研究

生毕业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
分别晋升为中尉、上尉军衔；对
直接选拔招录的军官，按照取得
的学历学位，分别授予相应的军
衔。

3.对特招地方专门人才担任
军 官 的 ， 综 合 衡 量 其 学 历 学
位、工作经历、专业能力和任
职岗位等因素，参照军队相同
或者相近条件军官，授予相应

的军衔。
吴谦介绍，此次授衔政策调

整，是着眼构建军衔主导的军官
等级制度、优化军官队伍结构布
局做出的重要决策，有利于解决
我军长期以来有少尉军衔但少尉
军官大量缺编的问题，有利于从
少尉军衔开始规划军官职业发展
路径，让军官有充足时间在基层
一线扎实历练、累积能力，夯实

职业发展的素质基础。同时，对
同届毕业的生长军官学员，执行
同一授衔定级政策，在职业发展
起点上也是公平的；另外，还将
本科毕业生长军官的待遇级别定
为十八级，相当于过去的副连职
军官待遇，保持了待遇保障水平
总体不变，其他学历的生长军官
也有类似政策设计。

据新华社

国防部介绍军官首次授衔定级政策

近日，俄罗斯社交媒体上
出现一组航空博物馆的雪后美
景图。其中既有机翼折叠起来
的雅克-38垂直起降攻击机，
也有成排亮相的苏-25 攻击
机，但最美的莫过于这架米
格-25战斗机。

米格-25战斗机诞生于20
世纪60年代，彼时正值东西方
冷战。该机曾以惊人的3.2 马
赫飞行速度，在西方掀起一阵
恐慌，迫使美军加快F-15战
斗机的研发和装备速度。

米格-25战斗机的总产量
约 1200 架。除在苏联空军服
役外，该机还出口叙利亚、伊
拉克、印度等国。退役后，不
少米格-25战斗机被俄罗斯博
物馆争相收藏，成为镇馆之
宝。欧美各国也有博物馆收藏
这款战机。美国空军博物馆就
保存着一架从伊拉克运回的米
格-25 战斗机。2003 年，美
军在塔卡杜姆空军基地附近发
现几架藏于沙丘之间的米格-
25 战斗机。随后，美军派出
运输机将其中两架运往帕特森
空军基地。在那里，这两架米
格-25战斗机被美军研究人员

拆解分析。完成研究后，美军
将其捐给了美国空军博物馆。
由于在拆卸过程中机上主要部
件受损，2006 年美国空军博
物馆公开求购米格-25战斗机
机翼，试图对这架飞机进行修
复。

目前，俄国内约存有20架
米格-25战斗机。部分战机是
在退役后被直接送入博物馆，
如莫斯科莫尼诺空军博物馆展
出的一架米格-25战斗机。该
机属于早期试验型号，1973年
8月结束试飞任务后被送往军
校作为教具使用，1979年移交
博物馆。另一架收藏在乌里扬
诺夫斯克民航博物馆的米格-
25战斗机来历较特殊。20世
纪80年代后期，这架米格-25
战斗机因发动机故障在当地紧
急迫降。苏联军方在确认这架
战机没有修复可能后，直接将
其赠予当地这家民航博物馆。

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
许多米格-25战斗机未得到良
好保养。由于缺乏资金，大批
像米格-25战斗机这样的历史
名机存放条件简陋，有些只能
在露天长期日晒雨淋。2013
年，俄罗斯媒体报道了莫斯科
伏龙芝中央机场上的米格-25
战斗机和雅克-25垂直起降攻
击机缺乏维护的窘况后，在舆
论的关注下，这些战机的存放
环境得以部分改善。

据《中国国防报》

米格-25的“归宿”

大雪覆盖下的米格-25战斗
机。

飞行表演中，飞机拖着一条
尾烟掠过天空的场景，会给军迷
们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这是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机尾放油管排
放的燃油被点燃形成的一团火
焰。不过，飞机空中放油并不只
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保证飞行
安全、提高飞行性能的一种措
施。

飞机载油量决定着飞机飞行
航程，军用飞机常常通过空中加
油延长航程。但是，飞机为什么
还要空中放油呢？

一般情况下，飞机起飞时要
携带大量燃油和载荷，起飞重量

远大于允许飞机安全降落重量。
正常飞行过程中，战机会消耗大
部分燃油。战斗中，还会投放、
使用掉一部分携带载荷，返航降
落时飞机重量会大大减轻，满足
安全降落重量要求。然而，有时
候飞机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紧急降
落。此时，为了满足安全降落要
求，飞行员就要放掉一部分燃
油，降低飞机重量。

飞行过程中，应急放油虽名
为“应急”，但并不意味着可以
随便排放。一般来说，城市、机
场、森林上空和近地低空不能放
油，放油地点应尽可能选在海
洋、山区或荒原上空。机场一般
也都会在其附近划出一部分放油
区域。此外，放油高度尽可能保
证在3000米以上，这样放出的
燃油会在落地前雾化挥发，不会
对地面设施和人员造成威胁。

当前，飞机主要空中应急放
油方式是重力放油和动力放油。
重力放油是依靠燃油自身重力排
放出机外。动力放油则是燃油依
靠设置在各油箱内的应急放油泵
或燃油增压泵作为动力源，将燃
油排放出机外。这种方式不受飞
机发动机设计位置限制，是目前
应用最广泛的应急放油方式。

据《解放军报》

飞机为何要空中放油

歼-20空中放油。

军事探秘军事探秘

随着科技发展，智能化无人
化战争向我们走来。但是，由于
人的不可替代性以及任务的特殊
性，未来战场始终少不了装备精
良的战士参与。那么，这些未来
战场的“未来战士”将会是啥样
子？

有关科研人员为人们描述了
“四种形态”：

机甲赋能形态。士兵通过穿
戴具有超强作战功能的机甲，可
获得超视距全维感知、全战场快
速机动、高强度全面防护、瞬时
性变色伪装等能力。这种机甲，
是一种增强人体能力的可穿戴智
能系统，融材料、机械、信息、
控制等技术于一体。当前，法
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陆续启动
了多个人体机能增强项目，均已
取得初步成果。其中，单兵外骨

骼系统发展尤为迅速。以法国
“大力神”可穿戴式外骨骼系统
为例，穿戴者可轻松携带100公
斤重物，以每小时4千米的速度
行进20千米。

智能支撑形态。前线士兵大
脑链接后台超算“智能体”，以
直达式智能辅助决策，实现人与
机器的有机融合，帮助士兵更好
地形成决策优势，赢得对抗胜
势。进入21世纪以来，脑科学
的相关理论和实验工具不断涌
现，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和智能
活动研究，已进入发展新阶段。
同时，脑科学在军事应用领域发
展迅速，在“仿脑”“脑控”等
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去年，一家
科技公司进行了芯片植入人脑的
临床试验，并已取得一定成果。

生物增强形态。通过服用特

制药物或生物实验的方式强化人
体功能、治愈人体伤病，快速提
升士兵记忆、思考、力量、速度
等能力。实际上，人体具有无限
潜能亟待开发利用，据研究表
明，普通人的大脑智力开发仅有
5%左右。当前，一些国家正在
进行实验，极力挖掘人体潜能，
强化生物机体的战斗性。

意念群控形态。利用脑机接
口技术，实现士兵通过意念控制
直接对无人作战集群即时指挥。
未来作战中，以极少数士兵带领
数量庞大的无人“蜂群”“蚁
群”“鱼群”等，执行作战任务
将成为可能。通过意念群控，可
极大提升士兵任务理解和战场控
制能力，高效实现敌我有效识
别、远距离实时指挥、任务智能
规划、高效自主协同等。俄罗斯

未来研究基金会表示，他们已
掌握了思维控制机械的脑机接
口技术。此前，英国研究人员
已开发出一种用于控制飞船模
拟器的脑机接口装置，戴在测
试者头上后，可成功控制
飞船模型飞行。但应用此
项技术，让士兵真正
有效地对复杂无人作
战集群进行控制，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科研人员还提出了聚
合技术，即将多种技术融合发
展。因此，以上“四种形态”还
会有新的组合变化。比如，对战
士进行生物增强后穿戴机甲，有
智能支撑的同时还可意念群控
等。

据《解放军报》

“未来战士”啥样子
军事科技军事科技

体重增加 自动送弹
“凯撒”II卡车炮

“凯撒”II卡车炮。

前不久，丹麦国防部宣布购
买一批由法国地面武器工业集团
研制的“凯撒”II卡车炮，从而
使这款颇为有名的卡车炮再次进
入人们视野。

法制“凯撒”155毫米自行
火炮是最早的现代卡车炮。当时
出于维护众多海外属地利益的需
要，早期“凯撒”卡车炮有意减
轻车重，少带弹药，把全重控制
在20吨以内，防护力和可持续
作战能力一般。

“凯撒”II卡车炮在这些方
面进行了改进，将以前的半自动
装弹机改为全自动装填装置，通
过机械臂实现全自动推弹，发射
药也能自动输送。在车载计算机
火控系统和全球定位导航系统的
加持下，它的持续射速和精度更
高。它的驾驶室也可增加装甲，
以便为操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安全
防护。

顺应这些变化，“凯撒”II
卡车炮选用了泰脱拉 8×8卡车
底盘取代早期的6×6底盘，这
使它的负载量更大。

技术成熟 车重较大
“诺拉”B-52卡车炮

“诺拉”B-52卡车炮。

和法国、以色列、瑞典等国
研制的卡车炮相比，塞尔维亚的

“诺拉”B-52卡车炮知名度并不
高。但是，该型卡车炮足以被纳
入“技术足够成熟”的卡车炮之
列。

“诺拉”B-52卡车炮的原型
为“诺拉”卡车炮，由南斯拉夫
贝尔格莱德军事技术研究所在
1984年研制，早期安装152毫
米榴弹炮。2000年，该研究所
将其升级为155毫米口径。

“诺拉”B-52卡车炮重新设
计了炮塔，配备有新的计算机火
控系统和自动装弹机，底盘为塞
尔维亚FAP的8×8卡车。

随着身管变长，该型卡车炮
使用增程弹时射程超过 60 千
米，射速也明显增加。但是，该
炮也有缺点——炮塔太大、太
重，全车重量达到32吨左右。

“诺拉”系列卡车炮的外销
成绩不错，孟加拉、肯尼亚、缅
甸等国均有装备。美国陆军采购
轮式自行火炮招标也曾眷顾该型
卡车炮。

据《解放军报》

流言：长期食用棕榈油会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真相：棕榈油与大豆油、
菜籽油并称为“世界三大植物
油”。

在人们的认知中，部分人认
为方便面是垃圾食品，无非是因
为其食品添加剂、防腐剂不健
康，使用的棕榈油质量差，使人
们对方便面产生抗拒心理。

人们对方便面中的棕榈油有
偏见，认为棕榈油长期食用会造
成人体血清饱和脂肪酸摄入过
量，导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
密度脂蛋白升高，从而引发心脑
血管疾病。其实，棕榈油与大豆
油、菜籽油并称为“世界三大植
物油”，拥有超过5000年的食用
历史，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量、消
费量、国际贸易量最大的植物油
品种，而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棕榈
油进口国。因其产量大、价格便
宜、不易变质、沸点低、制作食
品时口感酥脆等优势，被广泛应
用于方便面制作中。棕榈油是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一种食用油
脂。

棕榈油含有相对均衡的饱和
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能为人

体提供必需脂肪酸，其饱和脂肪
酸较高，具有很好的煎炸稳定
性、氧化稳定性，是最为广泛使
用的煎炸油。国家相关标准规
定，食用煎炸油的酸价不超过
5%，而一些企业的指标远远小
于该标准。此外，棕榈油本身不
含胆固醇，所以食用方便面并不
会增高胆固醇含量，同时，棕榈
油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
素E，具有抗氧化性。

近年来有研究显示，饱和脂
肪酸与心血管疾病不相关，与心
脏病、缺血性以及二型糖尿病也
不相关。并且，根据近两年的抽
查数据显示，方便面合格率均在
99%以上。

据中国科普网

方便面里的棕榈油没那么可怕

近年来，出于
对机动能力与火炮
威力的双重追求，
卡车炮成为一些国
家研究发展和列装
的新宠。从一定意
义上讲，卡车炮相
当于一门没有装甲
和履带的自行火
炮，火力相当，重
量相对较轻，机动
性很强，造价比较
低。本期兵器控，
给大家介绍两种较
有代表性的卡车
炮。

兵器控

卡
车
炮

如今市面上的电动汽车，续
航能力达到400公里已经不是什
么难事，但是充电往往需要几个
小时，这让很多车主感到不便，
也大大影响了电动汽车的实用
性。

据一项发表于 《自然·能
源》的研究，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的华人教授王朝阳 （音
译）团队开发了一种续航里程达
400公里、充电只需要10分钟
的新型磷酸锂铁电池。它的总行
驶里程可达近322万公里。

在一个常规充电过程中，电
解液中的离子从正极流向负极从
而产生能量，这个产生能量的速
度主要取决于离子移动的速度。
如果提高电池的温度，离子移动
速度就会加快，充电速度相应提
升。王朝阳团队开发的新技术的
原理，就是在充电之前将电池加
热到60℃，接着快速充电10分
钟，然后迅速降温到环境温度。
据说，这个技术最巧妙的地方在
于，取得了高温充电、电池衰
减、充电安全这三者的平衡。

这种新型电池之所以能实现

使用寿命更长和快速充电，关键
技术在于电池内部快速加热，研
究团队使用了很薄的镍箔，一端
连接到负极，一端连接到电池外
部，在电池进行充电的时候可以
快速加热到60℃左右，而在停
止充电的时候则可以快速冷却。

据称，装有这种电池的电动
汽车可以在3秒内从静止加速到
每小时95公里，行驶起来就像
保时捷。

“这种电池减轻了重量、体
积和成本。快速充电使我们在缩
小电池尺寸的同时，不必为行驶
里程而焦虑。”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教授王朝阳说，“我们为大
众市场电动汽车开发了一种相当
精巧的电池，其成本与内燃机车
相当。这样电动车主不会再有行
驶范围的焦虑，并且这种电池价
格低廉，车主也负担得起。”

当然，技术在实验室取得成
功和被市场应用还是两回事。高
功率的快充对于充电站的要求也
会更高，这些困难能否得到有效
克服还需未来的检验。

据《北京日报》

充电10分钟 续航400公里

新型汽车电池或将化解续航焦虑

现在我们使用的锡纸，多是
铝箔做的，不能放进微波炉加
热。虽然锡纸像纸一样柔软，但
本质上还是金属。微波不能穿透
金属，食物也就不会被加热。另

外，金属还会反射微波，损坏微
波管，产生电火花，甚至导致起
火、爆炸。铝箔纸可在有烧烤功
能的微波炉内使用，但前提必须
是烧烤模式。 据《科技日报》

锡纸不能放进微波炉加热

一般来说，腊八蒜的原料是
食醋和大蒜。醋是“养生佳
品”，大蒜被誉为“杀菌利器”，
强强联合之下，有些人将腊八蒜
推上保健神坛。其实，进入食道
的腊八蒜，并不会与血管产生任
何实质性接触，更起不到软化血
管和降血脂的作用。如果大量吃
腊八蒜，反会因摄入较多醋酸而
刺激、损伤食道，得不偿失。

据科普中国

腊八蒜不能软化血管

牙膏内所含的许多化学物质
如发泡剂、摩擦剂、黏合剂以及
香料、防腐抗菌药物等，存放一
定时间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不仅

引起牙膏变质，还会降低牙膏的
去污与保洁作用。一般来说，牙
膏的保存期为10个月，超过此期
限，极易变质。 据《济南日报》

牙膏别存放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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