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蒲公英、荠菜等植物最先长出来，味道尚可，便成了早春野菜的

代表。而夏初，鲜嫩可口的蔬菜早已长成，能够满足食用需求，此时人们

食用野菜，追求的便是味蕾上的享受了。

最近，北京郊外的山上有一种美味的野菜随处可见。一丛丛地长在

一起，嫩绿的叶子特别显眼，长着韭菜的模样，这便是野韭。这个时候的

野韭不仅鲜嫩，而且容易采；过多半个月，等草长高了，就不容易找到野韭

了。在植物分类学上，很多常见的蔬菜，如蒜、葱、韭菜和洋葱等都属于葱

属，而山上的野韭、薤白、山韭等也属于葱属，同样可以食用。

采食野菜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植物知识，然而，有些人经验不足，时常会

出错。水芹菜是全国广布的一种野菜，但常有人误把毒芹当作水芹菜，食

用后中毒。可见，采野菜确实需要做好功课，不认识的野菜千万不能吃。

有些野菜虽然食用历史悠久，但不代表安全无毒。中国人自古就有

采食蕨菜的传统，很多人认为蕨菜采自山野，纯天然无污染，实际上是不

对的。蕨菜指的是蕨类植物的嫩芽，而蕨类植物都含有一种叫“原蕨苷”

的致癌物质，不可长期食用。

除了茎叶可作野菜食用，很多植物的花也被人们当作野菜食用。初

夏，北方人会采食槐花蕾，称为“槐米”，而岭南人喜吃山上的栀子花，云南

人则吃遍了各种各样的野花。

采野菜只是第一步，如何才能做出美味的野菜佳肴，考验厨艺的时候

到了。首先，为了兼顾美味和安全，采回来的野菜一定要仔细清洗干净，

去掉根和老叶；再用沸水焯一会儿，不仅消毒杀菌，还可减少硝酸盐的含

量，同时减少苦涩味；然后便可按照普通蔬菜的烹饪方法，凉拌、煮汤、蒸、

炒、做馅等皆可。

立夏之后，气温渐高，而凉菜开胃爽口，自然深受人们的青睐。适合

凉拌的野菜种类很多，如野苋菜、马齿苋、灰灰菜、折耳根等，凉拌野菜的

做法也很简单：选用鲜嫩的野菜，清洗干净，用沸水焯过，再加入盐、香油、

蒜末、葱等调料，拌匀即可。

夏日炎炎，饭桌上自然少不了一锅汤，而有一道野菜汤特别值得推

荐。这便是济南的名菜——奶汤蒲菜，其汤乳白而鲜甜，蒲菜脆嫩似笋。

初夏，湖边的香蒲长出嫩叶，济南人将其采来，去掉老叶，只取中间最鲜嫩

的部分，切成小段，过水焯后，放入奶汤中，加入冬菇、水发玉兰片、熟火

腿、料酒、姜汁、葱椒绍酒、盐、油等调料，煮滚一会，便可出锅了。在酷热

的夏季喝上一碗，仿佛能感受到从大明湖吹来的阵阵清风，难怪被誉为

“济南第一汤菜”。

这些来自山野河湖的野菜，丰盈着人们的味蕾。但采食野菜存在一定

风险，没有把握的野菜千万不要采。即使经常食用的野菜，采集的时候也

要注意避开污水沟、大路边等污染严重的地方，最好在田间、郊外、自家花

园等地方采集；而生长在城市绿化带的野菜则可能含有农药。当然，还要

注意保护野生植物资源，不可在保护区里采野菜，更不可采集珍稀植物。

初夏，野菜正当时

知食

本报记者 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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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米兰，有两幢“身上长满树”的高楼耸

入天际，仿佛城市中的魔幻城堡——这就是被设

计师称为“垂直森林（bosco verticale）”的创新型

绿色建筑。并且，设计师的说法诗意极了：在寸

土寸金的大城市里建造一个人与自然共同的家，

不仅可降低城市的交通污染，还可随着季节变化

改变建筑外立面的颜色：夏天绿茵，秋天金黄，冬

日禅意。

日前，有媒体称，这种传说中的建筑很快就

会在南京出现。作为亚洲首座“垂直森林”建筑，

设计师相信通过这种“城市内垂直致密化造林”

的新模式，可以创造一个活的生物多样性系统。

但围观群众似乎不那么买账。“这的确是一

种理念创新，但推广起来恐怕有些困难，有谁会

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建造？”室内设计师朱少华对

科技日报记者说。

米兰，作为欧洲传统工业城市，在空气污染

领域与北京难分伯仲，而“垂直森林”项目的本

意就是要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这个

设计由两个高密度塔式建筑集成光伏和风能系

统组成，重点是外立面包裹着多种树类。从世

界多地类似项目实践看，这种建筑修剪得好时

它像一个风趣别致的城堡；年久失修的话，植

物的颓败带来的荒凉感会让它看上去像一座废

弃的古宅。

但设计师称，这些植物有助于吸收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和灰尘，减少建筑的制热与制冷能耗，

帮助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和辐射、噪音等污染。

“垂直森林的概念很早就提出了，只是斯特

凡诺·博埃里把它实现了，还获了 2014年度全球

最佳高层建筑奖。”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博士

李学义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据了解，米兰两栋

“垂直森林”建筑分别高 76米和 110米，总共能种

植 480 棵 大 中 型 树 木（9 米/6 米）50 棵 小 树（3

米），11000个地面覆盖植物和 5000棵灌木（总共

相当于约 15亩即 10000㎡森林）。

“这 5000 多灌木和上万的花草都需根据摆

放在建筑立面的位置来选择和确定，这一项工作

就花费了植物学家两年时间，反复试验和测算哪

些树木应该出现在建筑最恰当的位置，所以前期

研发成本是很高的。”李学义说。

朱少华也认为，“垂直森林”难以在国内大面

积推广的主要原因在于成本。“在中国，以北上广

为代表的大城市地面价格寸土寸金，所以建筑风

格偏商业和实用，或者说以城市规划为主导而不

是以艺术行为为主导。”在他看来，国内一二线城

市的建筑风格将越来越趋同于纽约等国际大都

市，特点就是“楼层高、密度大”。

业内人士透露，建筑上所有的植物都是专门

种植的，“事先栽培好、逐渐适应了建筑上的生存

环境后再移栽上去”。“这个项目还在佛罗里达大

学做过风洞试验以检测树木的抗风性，为了让整

个树木和楼体中水循环等相关系统合二为一。

所以，售价大约在 9000欧一平米，光物业费就要

7000 欧左右一年，包括两次专业园林团队的树

木修剪。”为此，李学义认为，除一线城市的个别

楼盘有尝试的可能，目前来看大面积推广可能性

不大。

“长”满树的楼房成本极高

现实中，除了南京，与“垂直森林”有相似理念

的建筑模式如旧城升级、工业更新、城郊绿带等已

经相继嵌入上海、重庆、北京、青岛等地区的建筑

项目，如上海九江路 501 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

的部分候机区改造、北京德必天坛、贵州万峰谷、

重庆的“树屋”等。

“垂直森林”的话题同样引起了网友的热烈

探讨。知乎网友认为：“人类是因为不能适应自

然野外环境才需要建筑。所以，建筑的第一要素

是隔离自然。任何试图拥抱自然的设计，都需要

额外付出技术和资金的代价。”

“比方说，开发商拿一块地原本能将销售面

积做到 1 万平方米。但如果每层每户都做空中

花园或庭院，就需要增加很多挑空层或挖空层，

国内推广难度较大

“梦想是浪漫的，工程却是严谨的。拥有的

技术足以解决问题吗？恐怕还有许多问题是技

术无能为力的。”北京理工大学学术期刊办公室

编审范春萍首先在自己的文章里抛出了质疑。

比如，上海某商业中心便采用了钢丝来固

定楼上高大树木。“有的楼体周围还有钢结构

架，主要为了抵抗大风。”朱少华说，“这种方式

在南方可以，但放在冬天干冷多风的北方，是否

可行就需要进一步实验和论证了。”

不仅如此，“高层种树、做草坪等都需要屋

顶加厚，过滤层，灌溉层，防水/隔离根系层，支

撑层，隔热层，蒸汽控制层，只能多不能少。”李

学义说，“舍得把建筑做到这一步的，内部能耗

通常也比较高”。

为什么成本高、技术难还要做？朱少华认

为，实验的意义大于实用价值。“出于一种强调绿

色和创新的建筑理念，或者是宣传效应。”但并不

是“身上长满绿色植物的建筑就叫‘绿色建筑’。”

事实上，在很多业内人士心中，“绿色建筑”

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并不意味着高价和高成

本。比如，延安冬暖夏凉的窑洞，新疆由石膏和

秸秆混合筑成的保温性能良好的墙壁，甚或是

能源循环利用的集装箱建筑等，都可以称作“绿

色环保建筑”。

而官方对“绿色建筑”的定义为：在建筑的

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

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建筑。李学义认为，空中花园、风车、太

阳能板等不是不能有，而是相对于依靠外来能

源（电网、水管、煤气等）实现来人工控制的现代

建筑，绿色建筑强调的应该是一种运用周边能

源的能力，即通过设计使用场地里的自然资源

让使用者在建筑里得以生存。

绿色的本意是调动自然资源的能力

链 接

““垂直森林垂直森林”：”：长得绿不是真的长得绿不是真的““绿绿””

郑锡荣

这 些 非 居 住 面 积 约 将 占 到 总 面 积 的 20% —

30%。”李学义说，这也就意味着同样一块用地，

销售面积只能做到原有的 60%—70%，“减少的

建筑面积只能摊到成本中，通过提高销售单价

来抵消，毕竟开发商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

博埃里也坦言，当前城市密度越来越大，

如果能在原有城市边界的基础上向内部发展，

将极大减少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这种

发展模式或许在欧洲比较容易实现，而中国城

市化进程太过庞大，是否能适应此类模式仍有

待观察。

不仅如此。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光照、水

分、风力等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在一个地区实验

了千遍通过的实施方案放到另一个地方并不一

定能使用，复制成本较高。“比如，在日照充足的

南方地区，空调 40%是为了应对室外阳光，如果

安装一个很小的智能测温装置，使得正午太阳

光直射时遮阳帘会自动升起，减少阳光射入和

空调能耗，这种智能建筑是比较符合时代要求

的建筑。”李学义说。

图为位于
意大利米兰的
垂直森林。

（图片来
源于网络）

从不到 50 人递增到超过 500 人，已经举办了十四

届的华为分析师大会已成为热度最高的几个大会之

一。很多来参加这个大会的人，不仅为了解华为最新

的趋势判断、商业实践、解决方案及技术创新，更注重

大会所释放出的行业风向标。

走向智能社会的基石

“智能社会”是本届华为分析师大会上的关键词之

一，在徐直军的演讲中被反复提及。

徐直军说：“以万物感知、万物联接、万物智能为特

征，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智能的有机整体。”在人类走向

智能社会的过程中，华为将自己定位于“智能社会的使

能者和推动者”，希望与产业界一起推动人类社会走向

智能社会。

人类走向智能社会的征程，不是今天才开始。

据徐直军介绍，西门子早在 1995 年就实现了第一

个 M2M 的联接，至今 22年，IoT 连接已经超过了 80亿；

1999年，英国的 Video Networks推出第一个 IPTV 的服

务，到现在，全球 IPTV 用户数已经超过 1.5 亿家庭；第

一个手机视频服务由 Docomo 在 2001 年推出，16 年过

去了，如今用户数已经超过 20亿；亚马逊首次正式面向

企业提供云服务是 2006 年，如今以各种方式使用云服

务的企业超过 4000万家。

徐直军说：“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积累的丰富经

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迎来新增长的拐点。

不可否认，虽然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挑战，但发

展趋势已不可阻挡，它所带来的机会已经成为下一波

增长的主动力。”

华为的思考是，如何抓住人类走向智能社会进程

中显现出来的以及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机会、不

掉队，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答案就是，企业要成为一个数字化的企业，组织都

要成为一个数字化的组织。

具体来说包括五个方面的特征：面向员工、伙伴、

客户，数字化企业要能提供 ROADS 化的体验（即 Re-

al-time 实时、On-demand 按需、All online 全在线、DIY

和 Social）；要能充分激发和使能员工；适应快速多变的

客户需求和技术趋势，要具备敏捷创新的能力；要具有

健康的生态体系。数字化时代，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

独善其身，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参与生态，要么主

导生态，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融入、参与或主导健康生

态，才可以更好发展、更好抓住机会；最后，实现智能的

运营。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整个企业

实现自动化决策、智慧化决策，提升整个决策的效率和

质量。数字化的组织未来应该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

持续不断讨论和探索的课题。只有进一步把数字化的

企业或者数字化的组织的目标定义清楚了，走向目标

的过程中才会有清晰方向，从而少犯错误。

做智能社会的使能者和推动者

在人类社会走向智能社会的过程中，华为作为使

能者和推动者，有着清晰的战略和聚焦，并将从“做多

联接”“撑大管道”“使能行业数字化”三个维度入手。

“做多联接”，联接所有未联接的人和物，并使带宽

更宽、体验更好。

徐直军表示，打造全联接的世界是华为的使命，也

是华为过去三十年和面向未来一直努力实现的事情。

未来希望把所有的人与人、人与物、物和物全面联接起

来，同时实现一个人在工作、家庭、驾驶等各种状态下

的无缝联接。徐直军强调：“联接起来并不是终点，而

只是新的起点，要让体验持续提升。”

“撑大管道”，视频将无处不在，将成为管道中信息

流的绝大部分，发展好视频，就能撑大管道。

“我们越来越发现视频正在成为信息的基本载体，

涵盖生活、工作、管理、决策、安全等各个方面。如何让

视频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激发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以

及其他各行业，是我们要去努力探索的问题。”徐直军

说，“具体来讲，我们一直强调使能运营商在视频领域

取得商业成功，把视频作为推动管道流量增长和变现

的关键。另外，我们将面向所有的企业、行业打造基于

视频的生产系统，提升生产和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使能行业数字化”，我们将通过促进 ICT 基础设

施全面云化，助力所有组织数字化来使能行业数字

化。同时，云服务是未来基本的商业模式，Huawei将驱

动云服务成为任何企业面向客户的统一平台。

据徐直军介绍，使能行业数字化包括几方面：第

一，打造全云化的基础设施，促进所有组织数字化。

第二，帮助运营商用云服务的方式面向他们的客户。

第三，帮助运营商的运营系统实现云化、互联网化、智

能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 ROADS 体验。第四，

华为要率先实现自身的数字化，因为只有自己在数字

化过程中，解决过各种问题、应对过各种挑战，积累了

经验和教训，才能够更好地助力其它行业和企业实现

数字化。

云是华为不可或缺的核心战略

2017年开始，华为以公有云为契机，强力投资打造

开 放 、可 信 的 公 有 云 平 台 ，并 构 建“Huawei Cloud

Family”。徐直军说：“华为认为，云服务已经成为基本

的商业模式。与运营商合作的公有云，以及华为的公

有云，都是这个 Family的一员。”

今年 3月，华为成立专门负责公有云的 Cloud BU，

并将通过强力投资实现目标。此前，关于华为公有云

是不是能够走下去业界存在很多质疑，当华为明确公

有云战略后，业界更对华为公有云的“新玩法”充满了

好奇。

徐直军表示，云服务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商业模式，

不管是面向运营商的 ICT 基础设施，还是面向企业提

供 ICT 基础设施、面向未来推动人类走向智能社会，云

都是华为不可或缺的核心之核心。用云服务的模式面

向客户也是最基本的模式。基于这点，我们将坚定不

移打造一个开放、可信的公有云平台，与伙伴一起面向

客户提供公有云服务。

据了解，华为在中国自己运营了一个公有云的同

时，还与电信运营商，如德国电信、中国电信、法国电信

等在合作发展公有云。

据徐直军介绍，与此同时，华为会与运营商一起聚

焦重点行业，携手整个行业的伙伴，打造一个公有云的

生态。基于这个生态，帮助各行各业的客户，实现其应

用上云的迁移，以及基于华为公有云的 Cloud Native

应用开发。

业内人士认为，华为最大的优势是有全球范围的

服务团队和合作伙伴，有强大的企业客户资源，通过线

上、线下的优势及基于多年来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有

望走出一条不同的公有云发展道路。

不久前华为在深圳举办的以“塑造云时代，共启数字化之路”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全球分
析师大会，吸引了全球 500 多名行业分析师、通讯、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意见领袖及媒体共
同探讨云时代趋势下，国家、行业及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之道。

华为：做智能社会的使能者和推动者
安 吉

■聚 焦

华为的快速增长和在很多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持续多年的高额研发投入。

2016年，华为交出了一份光彩夺目的成绩单，其主

营业务实现了 5216 亿元的全球销售收入，较上一年增

长了 32%之多。实现营业利润 371亿元，经营性现金流

492亿元人民币。

过去十年，华为累计研发投入达到了 3100 亿元人

民币，研发员工达到 8 万多人，2016 年华为整个研发投

入占到销售收入的 14.6%。未来，华为还将持续保持整

个研发投资的强度和力度，计划每年在研发上投资

100—200亿美元。

不仅如此，近两年华为在研发上做出了一个大调

整，即进一步面对未来，在基础研究和创新投入上进一

步加大，占比进一步提高，以助其更好地走向智能社会。

研发投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华为副董事长、轮值CEO徐直军在第十四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主旨发言中指明华为2017年的发展战略——继续
聚焦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推动智能社会的发展，成为智能社会的使能者和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