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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地质调查工作目前全面拉
开序幕。针对不同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目标层位，中国地质调
查局将调查地下0至10000米范围内土壤层、工程建设层、主
要含水层、地热储层、深部探测层的地质结构和地质参数，建
立不同空间尺度四维地质模型，打造“透明雄安”基础平台。

图为7月1日，在安新县大王镇的地质调查现场，地质工
作人员在采集土壤样本。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雄安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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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青岛交运温馨巴士31路公交车开通移动支付
功能，乘客可通过手机，用支付宝、微信、银联卡云闪付、华为
支付等多种不同的移动支付方式支付公交车费。

图为 7月 2日，乘客在青岛交运 31路公交车上使用手机
支付公交车费。 新华社发（王海滨摄）

青岛公交线路开通移动支付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的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
磨村，结合当地高海拔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种植产
业，逐步发展为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蔬菜生产
基地。目前，该村带动周边村民建成万亩冷凉蔬菜基地，蔬菜
产品远销广州、重庆、上海等地。2016 年，蔬菜亩均产值达
6000元以上，成为当地整村脱贫示范村。

图为6月 30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村民在
蔬菜基地收获圆白菜。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冷凉蔬菜“种”出脱贫路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日前，一座用7000多棵桧柏组成的“植物迷宫”在河北省
沙河市红石沟生态休闲农场开放，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游玩。

“植物迷宫”占地 3000 多平方米，整体呈圆形，路线长度约
1500米。

图为6月 30日，游客在河北省沙河市红石沟生态休闲农
场“植物迷宫”内游玩。 新华社发（陈雷摄）

“植物迷宫”里消夏享乐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普节目曾经掀起一阵热

潮，此后陷入了沉寂，但近两年又开始活跃起来。”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行星科学家郑永春6月30日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他是在讨论一档名为《奇幻科学城》的

科普电视节目时做出这一评价的。

好看的科普节目多了

近两年，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电视媒体开始纷纷

寻找出路。除了五花八门的真人秀，科技迷们惊喜

地发现，还诞生了一批好看的科学类节目。

6月底，央视首档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

在北京举行第二季节目的发布会。据介绍，本季《加

油！向未来》获得了科学界的鼎力支持，中科院等多

家国家级专业科学机构与节目进行了深度合作，科

学家曹则贤、张双南也作为科学顾问参与节目录制，

为观众解释科学原理。

而国内唯一一档在卫视周末黄金时间播出

的科普节 目《奇 幻 科 学 城》，自 2017 年 1 月 份 上

线 以 来 收 视 率 也 表 现 不 俗 ，一 季 度 最 高 收 视 位

列省级卫视（索福瑞 35 城数据）同时段第 7 名，

在被娱乐明星霸屏的周末黄金档取得这样的成

绩实为不易。

与侧重于大型实验展示的《加油！向未来》

相比，《奇幻科学城》则侧重于用触手可得的材料

解释身边的科学，例如：蕴含尖端科技的“量子隐

形 衣 ”真 的 能 像 哈 利·波 特 的 隐 形 衣 一 样 隐 形

吗？而且，实验只是讲解知识点的一个环节而非

主 体 。“ 我 们 节 目 的 灵 感 来 自 圣 诞 科 普 系 列 讲

座。”《奇幻科学城》制片人徐立伟说，这个讲座邀

请诺奖得主等知名科学家来给孩子们讲解物理

化学等百科知识。

“将科普讲座用电视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国

内电视界还没有人做过尝试。但我们认为这是

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将科学家带到孩子身边，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告 诉 孩 子 们 科 学 就 在 我 们 身

边。”徐立伟说。

除了知识，更应普及科学
思维和方法

无论形式如何，目前的科普电视节目越来越注

重科学性，强调科学家的参与。

《奇幻科学城》不仅设置了最高学历的“博士主

持团”，每期还邀请知名科学家来讲解科学原理。

英国皇家化学会戴伟教授、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

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中科院物理所魏红祥、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科学传播中心郑永春等都是该节

目的主讲嘉宾。《加油！向未来》第二季的科学阵容

也更加强大。节目与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中科院物

理研究所、国科大等 12家国家级专业科学机构开展

了深度合作。

《奇幻科学城》节目组还就科普节目的科学性举

行了由科学家、教育研究者、科普专家、家长及媒体

等参与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郑永春分析，目前重

新受到欢迎的科普节目，最难得的是为科学家和受

众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在大众眼里，科学家

在进行科普活动的时候经常给人一种“普及大众、甘

霖普降”的神圣感，这种体验不是很好。但受欢迎的

科普节目将娱乐综艺节目的元素，与科普、实验自然

融合到一起：既呈现出好玩的科学现象，又有科学原

理的讲解，这是节目成功的前提。

此外，他对科普节目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科普节

目需要与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相结合，将科学以

更加优美的形式呈现出来；二是科普节目的内容很

重要，科普的内容除了知识本身，还应训练孩子的科

学思维、科学方法，培养其科学精神。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则提

出，现在很多孩子其实不缺乏知识，缺的是好奇心与

发问的能力。科普不仅仅要传播知识，也要引导孩

子进行更深入地挖掘、思考。同时，他还提到，就科

普节目而言，不应该只是实验展示课，而应做成深入

浅出、情节不断拓展的故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庞之浩则认为，科

普的选题很重要，不但要与大众的生活相结合，还应

让大众对选题感兴趣。在科普作品创作上，可以采

用绘画、虚拟现实等非常规手段，结合文化、艺术等，

让科普变得更加多样化。

科普节目不应只是披着科学的“外衣”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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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汽车“吃”的是汽油，排放的是温室气体。有

的汽车“吃”的却是氢气，排放的只有水。这第二种

车，叫做氢燃料电池汽车，目前正在汽车界悄然走红。

今年 5 月，日本 11 家企业签署谅解备忘录，计

划在日本共建加氢站，推进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

《氢能与燃料电池战略路线图》。英国政府则在 4月

份宣布将投入 2300 万英镑来完善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基础设施。

6 月 25 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吉林长春发表演

讲，更是帮助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国内“圈粉”无数。

他表示，氢具有来源广泛、大规模稳定储存、持续供

应、远距离运输、快速补充等特点，“在未来车用能

源中，氢燃料与电力将并存互补，共同支撑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刘园园

不显山不露水却不显山不露水却悄然走红悄然走红

氢燃料电氢燃料电池汽车池汽车
还有哪些还有哪些““骨感骨感””需要丰满需要丰满

“将来氢燃料电池汽车在新能源汽车的三分天

下市场中，必占其一！”谈起它，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全国燃料电池与液流电池标

准委员会主任委员衣宝廉院士难掩激动。

虽然在老百姓心中，氢燃料电池汽车依然不显

山不露水，可是在很多专家眼里，其将在未来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得先从氢燃料电池的原理说起。氢燃料电

池其实是一种发电装置，它的燃料就是氢气。氢

气从燃料电池的阳极进入，氧气从阴极进入，在催

化剂的作用下，氢氧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电流并生

成水。

“可以实现零排放，特环保。”衣宝廉说，跟普通

汽车相比，以氢燃料电池为发动机的汽车拥有显而

易见的优势。就算跟电动汽车相比，氢燃料电池汽

车也可圈可点。

衣宝廉介绍，一般电动车受电池储存能量限

制，充一次电续驶里程在 200公里左右，充电时间也

新能源汽车市场，三分天下必有其一
“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燃料电

池，这是以前没有的局面。”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里清多年前就瞄准了氢燃料电池产业，而

最近两年的产业动态尤其让他感到高兴。

2014年，日本丰田宣布其氢燃料电池汽车进入

市场，售价仅比锂电池车稍贵。衣宝廉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在国内，佛山、如皋、郑州、上海、北京等地

已开始氢燃料电池大巴车的示范运行。

“如果说 2015年是世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元

年的话，2017年可视为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元

年。”衣宝廉说。他透露，国内大的汽车企业如上

汽、一汽和二汽均已开始计划、设计或生产百辆级

的燃料电池专用车投放市场。另外，北京冬奥会也

将进行燃料电池大巴车的示范运行。

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与国

际先进水平还有一段距离。

作为产业界人士，胡里清的感受是目前国内氢

燃料电池的关键材料、相关零部件的生产流水线、

生产工艺等配套稀缺。而在日本，燃料电池产业各

个环节都有企业在做，这对于燃料电池降低成本、

推进产业化十分有利。

“国内氢燃料电池技术在经过十几年研发后，

有了基本的铺垫，但很多关键材料和零部件还没有

走出实验室。”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章桐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欧阳明

高告诉记者，氢燃料电池技术中最核心、最基础的

技术是膜电极，其重要性相当于电脑和手机的芯

片，而国产膜电极在耐久性和性能上还有待提升。

“目前国产膜电极的寿命最高能达到 8000 小时，国

际上最好的水平是 10000 小时以上，这也直接决定

了氢燃料电池的寿命。”

“虽然我们国家十几年前就开始研发氢燃料电

池汽车，但当时多数整车厂持观望态度，仅靠几家

燃料电池企业单打独斗，产业化投入不够。”胡里清

分析其原因时介绍，相比之下，日本丰田公司每年

都在该领域进行几亿美元的持续投入。

现在，政策利好，国内汽车企业也开始积极参

与进来，这让胡里清更加看好氢燃料电池产业的

前景。

产业化元年已至，水平与国外还有差距

“现在国内氢燃料电池汽车正处于从示范、考

核到产业化的过渡阶段。”欧阳明高认为，燃料电池

技术门槛高、难度大、涉及的技术链条长，全方位商

业化还需待以时日。但是，可以从一部分领域率先

开展商业化突破。

欧阳明高所说的这部分领域，是指城市客车等

商用车领域。这也是目前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进

展最快的部分。

之所以从这些领域着手，而不是像日本丰田公

司那样从家用轿车做起，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更容

易切入。章桐解释说，城市客车等对氢燃料电池的

体积、能量密度、可靠性等要求相对家用轿车较

低。“比如，笼统来说国内氢燃料电池体积比丰田公

司的氢燃料电池大一倍，放在客车上没有大碍，但

是放在小轿车上就显得很笨重。”

欧阳明高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化路

线持乐观态度。他告诉记者，去年丰田公司的氢燃

料电池轿车卖出几百台，而我国的燃料电池客车已

达到 100 辆级水平。欧阳明高相信，国内氢燃料电

池的城市客车、增程式燃料电池汽车等总量可能会

在一两年内超过丰田，达到千辆级别。

“关键是企业要增加投入。”对于如何进一步培

育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的成熟度，章桐认为，欧洲、

北美、日本都是企业牵头在做，如果企业在研发上

不投入，只是寄希望于政府政策支持和科研经费投

入，是做不出事情的。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章桐建议，国家不仅要

制定关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政策，更要正式把氢气

作为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规划氢气的制

取、运输、存储和利用。

胡里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氢气不仅比较清

洁，而且来源广泛，和电能一样，属于能源中的“通

用货币”，仅把我国化肥厂、炼焦厂等排放的工业副

产氢收集起来，就足以供几千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

运行。“但到现在氢气在国家能源结构中依然只被

视作化工原料，而不是一种燃料。”章桐说。

完善产业链，须从能源战略角度布局

储氢罐

电池阳极

电池隔膜
电池阴极 电动机

电力电子系统

电池组

氢燃料电池基本工作原理是将氢气送到燃料
电池的阳极板（负极），经过催化剂（铂）的作用，氢
原子中的一个电子被分离出来，失去电子的氢离
子（质子）穿过质子交换膜，到达燃料电池阴极板
（正极），与氧原子和氢离子重新结合为水。由于
供应给阴极板的氧，可以从空气中获得，因此只要
不断地给阳极板供应氢，给阴极板供应空气，并及

时把水（蒸气）带走，就可以不断地提供电能。由
于氢燃料电池不储能，确切的讲其应该称为氢发
电装置。

其实氢燃料电池并非全新的技术，20 世纪 60
年代，氢燃料电池就已经成功地应用于航天领
域。往返于太空和地球之间的“阿波罗”飞船就安
装了这种体积小、容量大的装置。

氢燃料电池

动辄几个小时，用户存在“充电焦虑”。“而加氢和加

油一样，只需要几分钟，而且加一次氢续驶里程可

达 500—700公里。”

正因如此，在我国确立的新能源汽车“三纵

三横”发展布局中，燃料电池车一直与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并列为“三纵”——尽管

与另外“二纵”相比，燃料电池车的发展态势一直

有点低调。

令人鼓舞的是，《“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对氢燃料电池汽车再次寄予厚望，提

出到 2020 年要实现燃料电池车批量生产和规模化

示范应用。在补贴政策方面，2016—2020 年其他

“二纵”的补贴额度会大幅退坡，但燃料电池车的补

贴额度不但不减，有的车型还有所增加。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