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 美国政府及其相
关机构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对全世
界进行大规模、 无差别的监听窃
密， 无论是对本国公民， 还是对
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 美国的
监听行动已经到了肆意妄为、 无
法无天的地步， 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事实一再
证明， 美国是危害世界的 “监控
帝国”。

今年5月， 美国乔治敦大学
隐私与技术法律中心发布一份名
为 《美国的天罗地网： 21世纪数
据驱动下的驱逐》 的报告。 报告
披露， 多年来， 美国入境和海关
执法局精心织就了一张复杂而庞
大的监视网络， 远远超出了其作
为移民机构的职责。

事实上， 美国在一战、 二战
时就开始了对进出美国的通讯进
行监控和审查， 此后其大规模监
控的做法在整个冷战时期持续进
行。 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期， 许多

美国民众还被置于政府监视令
下 。 1972年 ， 美国发生水门事
件， 滥用权力非法监听酿成一场
政治丑闻 。 随着美国联邦调查
局、 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等
机构的发展， 美国监视走向制度
化。 尤其在 “9·11” 事件之后 ，
美国政府打着 “国家安全 ” 和
“反恐” 名义， 通过 《爱国者法
案》 《保护美国法》 《涉外情报
监视法2008年修正案》 等立法 ，
不断扩大安全机关权限。

虽然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
斯诺登、 “维基揭秘” 网站等将
美国滥用监控的行为曝光于世，
美国迫于压力于2015年通过法案
结束针对美国国内的监听项目，
然而实际上， 美国情报机构等部
门依然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继续
实施广泛监控。

美国政府还长期以 “国家利
益” 之名横行霸道， 对其他国家
甚至盟友进行无孔不入的监听和

网络监控。
美国监控全球由来已久。 无

论是一战后 “黑箱计划”、 二战
后 “三叶草行动”， 还是冷战期
间依靠 “梯队系统” 获得全球范
围的情报搜集能力 ； 无论是 纠
集 盟 友 组 成 臭 名 昭 著 的 多 国
监听组织 “五眼联盟”， 还是 21
世纪以来通过黑客组织 “方程
式组织” 制造后门， 窥视和入侵
了全球超过45个国家和地区数百
个目标……美国政府对外国政
府、 企业和人员实施大规模、 有
组织、 无差别的窃听监控。

近些年来， 美国全球监听丑
闻一再曝出。 2013年， 据斯诺登
公开的机密文件， 美国国家安全
局监控了35个外国领导人的电
话， 并通过技术手段在全球范围
内追踪并窃取手机活动信息， 每
天收集的记录高达50亿条。

前英国 《卫报》 记者格伦·
格林沃尔德2014年出版的讲述斯

诺登事件的 《无处藏身》 一书更
是列举了触目惊心的数据： 美国
国家安全局曾在30天内远程窃取
了970亿封邮件和1240亿条电话
数据 ， 其中包括德国的5亿份 、
巴西的23亿份、 印度的135亿份、
法国的7000万份、 西班牙的6000
万份……

美国监控成瘾， 即使面临各
方批评， 也从未关闭 “监听门”。
去年5月， 媒体再度爆料， 美国
通过丹麦情报部门监听德国、 法
国、 瑞典、 挪威等欧洲盟国领导
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 时任德国
总理默克尔、 时任挪威首相索尔
贝格等欧洲政要纷纷表态， 认为
美国监听盟友的行为 “完全不可
接受”。

英国 《卫报》 去年9月刊文
称： “9·11” 事件20年后， 美国
已成为一个 “监控无处不在的国
家”。

美国利用自己在政治 、 经

济、 军事和技术等领域的霸权滥
用监控手段， 企图只手遮天、 控
制世界、 全球谋利。 1994年， 美
国 国 家 安 全 局 截 获 法 国 汤 姆
森——无线电报总公司与巴西之
间有关亚马孙雨林监测系统的通
话。 最终， 这一监测系统价值14
亿美元的合同花落美国雷神公
司。 2000年，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
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承认 ，
中情局数年前曾利用所截获情
报， 帮助波音公司从欧洲空中客
车集团手中夺走沙特阿拉伯的一
份重要订单。 2013年9月 ， 美国
《连线》 杂志披露， 美国国家安
全局曾监控巴西石油公司……

然而， 这样一个霸道成性、
监控成瘾的国家， 却常常污蔑别
国， 反复上演贼喊捉贼的拙劣把
戏。 随着全球舆论一次次因美国
的监控丑闻而哗然， 这个 “监控
帝国” 的虚伪面目日益大白于天
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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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监控帝国”

7月31日， 莫斯科动物园为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如意” 和 “丁丁” 庆祝生日。 雄性熊猫 “如意” 2016
年7月31日出生于中国四川雅安碧峰峡基地， 雌性熊猫 “丁丁” 2017年7月30日出生于中国四川卧龙神树坪
基地， 它们于2019年4月29日抵达莫斯科， 开启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 图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人们观
看大熊猫 “如意” 玩耍。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俄罗斯黑海舰队
总部7月31日清晨遭到乌军无人
机袭击， 5名工作人员受伤。 乌
克兰官员7月31日指责俄方利用
别尔江斯克港运走乌克兰粮食。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位
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俄军黑海舰
队总部31日清晨遭到乌军无人机
袭击 ， 造成5名工作人员受伤 。
出于安全考虑， 原计划在该市举
行的俄罗斯海军节庆祝活动全部
取消。

———乌通社7月31日援引扎
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亚历山
大·斯塔鲁赫的话报道， 俄方利
用亚速海沿岸的别尔江斯克港将
乌克兰粮食运走， 仅6月份被俄
方从别尔江斯克港运走的乌克兰
小麦就接近7000吨。

———俄总统普京7月31日在
圣彼得堡出席俄罗斯海军节主阅
兵式时说， “锆石” 高超音速导
弹将于未来几个月内列装俄武装
力量， 俄海军 “戈尔什科夫海军
元帅” 号护卫舰将率先使用该型
导弹进行战斗值班。 俄罗斯媒体
报道称， 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
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 目前无
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7月31日说， 乌军7月29日晚对扎
波罗热州上托克马克和切尔尼戈
夫卡附近的俄军阵地发动袭击，
俄军被迫向其他阵地转移， 其中
切尔尼戈夫卡附近俄军几乎全部
撤离。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
7月31日援引乌武装部队总参谋

部消息说，过去一天，俄军阵亡士
兵近160人， 此外俄军还损失了4
辆坦克、10套火炮系统 、1架固定
翼飞机、9辆装甲车、1套防空导弹
系统、2架无人机和13辆汽车。

———俄新社7月30日援引俄
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米
津采夫的话报道说， 俄罗斯正在
马里乌波尔地区进行重要设施的
修建和重建工作， 其中包括居民
小区、 紧急情况部中心、 多功能
医疗中心和纪念馆等。

———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库
尔斯克州格卢什科夫斯基区的乔
特基诺镇7月30日遭到来自乌克
兰方面的炮击， 俄军回击压制了
对方火力。 初步消息显示， 暂无
人员伤亡， 建筑物受损情况正在
核查中。

俄黑海舰队总部遭乌无人机袭击
乌方指责俄方用港口运走乌克兰粮食

大大熊熊猫猫““如如意意””和和““丁丁丁丁””在在莫莫斯斯科科庆庆生生

新华社电 伊朗边防警察部
队7月31日在伊朗东部边境地区
同 阿 富 汗 塔 利 班 武 装 发 生 交
火。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
道， 交火地点位于伊朗赫尔曼德
边境地区， 冲突爆发的原因可能
是塔利班武装试图在附近一处属
于伊朗的领土上升起塔利班旗
帜。

另据伊朗迈赫尔通 讯 社 报
道 ， 伊朗内政部副部长米尔-
艾哈迈迪谈及交火事件时说， 阿
富汗塔利班武装7月31日再次在

伊朗边境进行 “不尊重地理界限
的挑衅行为”， 并向伊朗边防部
队开火 ， 伊朗边防部队予以回
击， “有限小规模冲突” 持续大
约1个小时。 他说， 伊方已多次
向阿方强调边防部队要注意地
理和边界限制 ， 以避免事态升
级。

但有阿富汗媒体 援 引 当 地
边境指挥官的话说 ， 这起事件
由伊方引发， 冲突导致一名塔
利班武装人员死亡 ， 另一人受
伤。 目前塔利班方面尚无任何回
应。

伊朗与阿富汗边境发生交火事件

新华社电 波黑安全部7月31
日发布公告说， 波黑首次遣返了
一批来自巴基斯坦的非法移民，
成为巴尔干地区首个遣返非法移
民的国家。

公告说， 波黑和巴基斯坦于
2020年11月签署 《重新接纳协
议》， 该协议于次年7月生效。 此
次行动意味着驱逐程序得以启
动， 显示了 “波黑反对一切形式
非法移民的决心， 并将所有不符
合获得国际保护要求的人员遣返
回国”。

波黑安全部表示， 将对本次
驱逐行动的效果进行评估， 预计

不久将有更多非法移民被遣返。
自2015年以来， 数以万计的

难民和非法移民试图通过巴尔干
路线进入欧盟国家， 巴尔干路线
成为非法移民进入西欧的主要路
线之一。

波黑安全部7月28日发布的
移民数据显示， 今年1月1日至4
月30日期间， 波黑登记的非法移
民共有3865人， 同比下降约5%。
与前一年相比， 波黑边境的移民
压力已经缓解。 2021年， 该部共
登记了15812名非法移民， 其中
约76%来自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
孟加拉国。

波黑首次遣返非法移民

新华社电 英国 “深层思维”
公司日前宣布， 该公司开发的人
工智能程序 “阿尔法折叠” 已预
测出约100万个物种的超过2亿种
蛋白质的结构， 涵盖科学界已编
录的几乎每一种蛋白质。

据介绍， 这些信息将上传至
可公开访问的 “阿尔法折叠蛋白
质结构数据库 ” 。 该数据库由
“深层思维” 公司和欧洲生物信
息学研究所合作开发， 去年7月
上线时已包含98.5%的人类蛋白
质结构。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决定了它
在细胞中的功能。 明确蛋白质的
结构信息， 在药物研发等领域十

分重要。 传统上， 研究人员使用
X射线晶体学等手段测定蛋白质
结构， 耗时费力且花销不菲， 却
常无法获得所需结果。

“阿尔法折叠” 通过学习实
验测定出的蛋白质结构信息， 来
预测其他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其
预测准确度相当高。 欧洲生物信
息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有35%
的预测是高度准确的， 可媲美实
验测定结果； 另有45%的预测足
以在很多场景使用。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说，
“阿尔法折叠蛋白质结构数据库”
上线一年以来， 已有全球超过50
万名研究人员访问。

人工智能已预测几乎所有已知蛋白质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