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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用载具包括数条冲锋艇和一架皇家海 

军 “【lJ猫”武装直升机。 

奥运，平安是关键 

历届奥运会的经验表明，开幕式前一个 

月进入涉奥恐怖暴力事件 “高危期”。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 “黑色 9月”恐怖 

袭击事件 ，导致 11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死亡；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发生爆炸事件，恐怖 

分子在奥林匹克公园安放炸弹 ，两人被炸死， 

100多人受伤。9·1l之后，奥运安保也由此 

变得更为敏感和重要。2000年悉尼奥运会安 

保经费为 1．98亿美元，两年以后的盐湖城冬 

奥会，安保费用猛增至 4．9亿美元。雅典 申 

请 2004年奥运会时，9-11尚未发生，其递 

交的奥运预算方案中，安保费用仅为 1．22亿 

美元 。9-11事件后 ，这个预算很快增至 6亿 

美元。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 ，雅典奥运会的 

安保规模更是不断升级，最后达到惊人的 1 5 

亿美元。 

平安奥运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最突出的标志 ，也是展现我国国家形象最重 

要的标志。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的安全，中国 

政府和安全保卫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 

施 ，具体包括：组建强有力的安保指挥机构 

和队伍 ，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和其他安全 

部门，并进行一系列演练 ，有效磨合了应对 

恐怖袭击的能力。在情报信息、立案侦查方 

面采取有力措施，并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安全 

防范网，对重点 目标、要害部门进行严密防 

范，堵塞漏洞。制订了一系列针对恐怖袭击 

事件的应急预案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奥运 

会安保工作等。针对恐怖威胁 ，我国根据 国 

际惯例制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如 2008年 7 

，卜J中旬进入北京的每一辆车都须接受警方检 

查；7月 20日，国内部分机场实施两次安检。 

种种措施也许给大家带来了不便 ，但作为奥 

运会举办国的公民，都充分理解和全力配合。 

绝不仅仅是中国奥运安保和反恐系统严 

阵以待，历届奥运会都不敢在安全上掉以轻 

心。2000年悉尼奥运会雇用了 5万名训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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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保安、5000多名军人和数以千计的警察，并赋予军警搜查和扣 

留嫌疑人的权力。雅典奥运会期间，安保投资超过 15亿美元，军队 

启动一级战备。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军队按照 “就近用 

兵”的原则，动用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分兵力参加奥运安保工作。 

奥运会期 间，海军在赛区周边的有关海域划定限航区和禁航区，并 

组织24小时巡逻警戒，确保形成闭合的管控区域；北京和其他赛区 

上空参考了历届奥运会举办国的做法，划设限飞区和禁飞区，实行 
一 定范围的净空管理。 

2008年北京奥林 匹克运动会前，北京军区某工程兵训练大队编 

写的 《陆军部队奥运安保训练教材 (工程兵部分)正式出版，由总 

部下发到执行奥运安保任务的部 (分)队。该大队课题组购买了数 

百本参考材料，广泛听取专家教授意见，经过多番论证 ，最后精修 

为 8章 5万余字的教材终稿，成为奥运安保训练的依据。 

现代奥运会 自诞生以来，无论从发展规模还是发展水平上看，都 

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安全是关键因素。世界 

上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都把安全保卫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 

作。从近几届奥运会举办国的安保工作情况看，无论是盐湖城的冬 

季奥运会，还是悉尼、雅典、北京的夏季奥运会 ，军队都参加 了安 

全保卫工作 ，并作为重要力量发挥了显著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京奥运会就建立了军队各级奥运安保指挥机构，形成 了有效的领 

导指挥体系；各级、各任务部队都制定相应的奥运安保方案计划； 

军队情报系统纳入了国家奥运安保情报保障体系，建立了军地情报 

共享研判机制；编印了陆、海、空军奥运安保训练大纲和配套教材 ， 

组织了奥运安保针对性训练和演练；依托现有指挥体制和指挥手段， 

实现 了军地指挥机构的互通互联；及时为部队补充配发了奥运安保 

专用装备器材；并学习借鉴雅典和悉尼奥运安保成功经验，就一些 

专业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反恐，安保的核心 

奥运安保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反恐。反 “核化生”恐怖是反恐 

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恐怖威协有各种各样，而监测的方法也有多 

种多样。 

利用细菌探测炸药 

一 提起细菌，人们往往会把它们与传播疾病联系起来 ，唯恐避 

之不及。其实，有些细菌并不是那么凶神恶煞。它们为人类做出了 

许多有益的贡献。目前，美国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存在于 自然 

界中、靠吞噬 TNT炸药散发出的氮气和碳化物来繁衍后代的细菌。 

据悉，一旦找到了炸药，只需把这种特殊的细菌用飞机撒播在上面 ， 

细菌就会在埋有炸药的地方繁衍生息 ，并可在黑夜里发出光亮。以 

此作为标志，排雷人员可探明地雷的位置。据称，利用细菌探雷 ， 

1公顷面积的雷场只需 250美元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细菌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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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改变。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探雷器，不仅 

能发现金属壳地雷 ，还能发现木壳、塑料壳 

地雷，甚至能探测出炸药。但是，这种探雷 

器常会因土壤中有石块、孔洞、弹片等异物 

而发出虚假信号。 

利用军犬探测炸药 

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战争中探 

测地雷的手段也日新月异。在发达国家军队 

中，仍然把动物探雷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这 

是因为动物具有探雷的 “特异功能”。就连科 

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军队，也都把军犬探 

雷作为三大探雷手段之一。实践证明，探雷 

犬在铁路线、建筑群、乱石地面、多障碍地 

形以及弹片遍布的地区，探测形形色色防坦 

克、防步兵地雷和诡雷特别有效，是高技术 

探雷手段的极好补充。据记载 ，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仅苏军的军犬就曾发现地雷 400 

余万枚之多。因为动物这支特殊的探雷 “兵” 

具有超人的嗅觉、听觉和触觉器官。据现代 

细胞学研究发现，人的嗅觉细胞仅约 500万 

个，占鼻腔上部黏膜的很小一部分，而犬的 

嗅觉细胞约有22亿个之多，分布在鼻腔内约 

1．5万平方毫米的面积上。嗅觉细胞表面长 

有粗密的绒毛 ，使细胞的表面积扩大，从而 

增加 了与气味的接触面积。因此，犬比人的 

嗅觉要灵敏几百万倍。据试验和研究认为， 

犬能分辨 出200万种不同物质、不同浓度的 

气味，空气中只要含有 33．58飞克 (1飞克 

= 10～15克)的油酸气体分子，犬就能分 

辨出来。所以，经训练的军犬不仅能发现埋 

藏在地面下 300毫米深的地雷或炸药，还能 

追踪到在一定时间内埋雷人的行踪，从而也 

可为研究敌方布雷行动提供有关情报。据测 

试，军犬对新埋设在土壤中的地雷 ，探测率 

可达 75％。另外 ，军犬的灵敏听觉和触觉也 

是其发现地雷的 “特异功能”所在。布设绊 

发防步兵地雷时 ，都要装设几米长的难以看 

见的绊线。军犬能听见相距 7．6米远处地雷 

上绊线被风吹动的微弱颤音。军犬的胸部和 

前腿上长有特别敏感的毛，所以还能靠触觉 

发现布撒在地面上的各种地雷。美军对军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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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雷的研究重点是缩短训练周期和用遥控手段对军犬探雷行动进行 

监视、控制，从而提高效率 ，确保人员的安全和探雷行动的隐秘。 

利用动物探测炸药 

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猪鼻子的软骨上长有一层细毛孔，可以嗅 

到 6米以内、生长在地下 250毫米深的菌块。所以，经过训练的猪 

也能把地雷搜索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一则用猪探雷的成 

功事例。当时苏联的一支游击队被围困在一座山上，进出山的道路 

上都被敌军埋设了大量地雷。游击队处境十分危急。这时，他们将 

经过特殊训练的一头猪放出来。猪把鼻子贴近地面，边走边嗅，每 

到埋有地雷的地点就停下来 “哼哼”几声，准确地探明了雷场中地 

雷的位置，从而为游击队突破敌人的重围立了大功。以色列专家还 

使用经过训练的老鼠来搜索隐藏在邮件中的定时炸弹。曾有一名美 

国军医将一个微型电极植入老鼠大脑中产生快感的中心——丘脑中， 

然后将老鼠关在特制的笼子里，间断地放散炸药的气味让老鼠嗅， 

与此同时电极发出电波刺激老鼠的丘脑，使其产生快感并发出脑电 

波。经过这样训练过的老鼠便会对炸药的气味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 

由于埋在地下或设置在隐蔽物后的地雷等爆炸物中的炸药，总会不 

断地散发出一些特殊气味，淤积在覆盖地雷的土层中或滞留在周围 

空气里，浓度逐渐增大，探雷鼠嗅到后就会产生条件反射，从而报警。 

在战场上进行探雷之前，在老鼠身上安装一个微型电脑，再用安装 

有遥感控制设备的车辆，将探雷鼠运到怀疑有地雷的地区放出来。 

老鼠在这一地区一旦嗅到炸药的气味，微型电脑便将探雷鼠的脑电 

波用无线电传递到遥感控制车上的总电脑，便可准确测定出地雷的 

位置。据报道，这一试验 已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 ，并拨款支持作更 

深一步的研究与开发。 

利用 “嗅觉扫雷仪”排除炸药 

美军最近发明一种新型扫雷仪器，通过对地雷中的主要爆炸物质 

进行气味辨别，可以有效发现地雷 ，与传统的金属探测法相比大大提 

高了准确性与安全性。这种新型“嗅觉扫雷仪器”探测部分有3个电极， 

之间具有一定的电压。当化学气味探头在空气中探测到 TNT等爆炸 

物质的特定化学气味后，会在 3个 电极之间引起化学反应，导致电 

极的电流强度增大 ，从而发出警报。电流强度越大 ，则表明 TNT成 

分浓度越高，即离地雷位置越近。此外，该扫雷仪在空气中TNT浓 

度较低的情况下依然有效，对地雷中其他一些爆炸物质的化学成分 

也可以有效鉴别。科学家表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探雷方法依然是 

金属探测法，但由于不少新式地雷采用塑料等非金属物质作为外壳， 

金属探测法的功效受到限制，其准确性及安全性亦不高。而新型仪 

器可直接探测地雷中的爆炸物质，对这些化学成分的特定气味进行 

分析辨别，具有很高的准确性。统计表明，现在全世界有 1000多万 

颗地雷分布在约 70个国家，每约 15分钟就有一人成为受害者。科 

学家介绍说 ，新型仪器可能将在两年后投入使用。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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