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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垠

贡嘎山被称为“山地生态博物馆”，其独特的地形地貌，对研
究我国西南高山冰川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具有
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位于四
川省泸定县磨西镇的贡嘎山东坡，有海拔1600米和3000米两个
基地。目前有16名固定的科研人员和5名监测人员，他们在这
里持续采集数据，进行科学研究，守护贡嘎山生态。

图为11月23日，科研人员刘巧（左）、冉飞在贡嘎山西坡
采集植物样本。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采集科研数据守护贡嘎山生态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表

述，让最具原创性和文化基因的中医药行业迎来了

新的机遇期。

“在新的历史机遇下，中国医药行业站上了新

的历史起点。”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名誉会长阮鸿献

表示。

近日，一艘由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主办、全球近

100 家医药行业组织支持的“第十二届中国成长型

医药企业发展论坛暨世界中医药服务贸易推进大

会”邮轮驶离上海，已沉淀千年的中医药文化也将

搭载这艘名为“一带一路”号的邮轮，驶向更为广阔

的国际空间。

但在这艘中医药大船“出海”的路上，也横亘着

很多关口，既制约着它去往更广更远处，也让从业

者忧心忡忡。新机遇叠加新挑战，中医药应如何

“闯关”？

“文化鸿沟”必须跨过

今年年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2016—2020年）》，规划中明确指出：由于文化背景

和理论体系的差异，中医药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目前中医药在西方国家归属于替代医学、补

充医学或传统医学。”世界中医药服务贸易联合会

执行主席、世界华人中医论坛主席董志林表示。据

不完全统计，除我国以外，全世界其他国家目前受

过专业培训的中医药人员约 50多万名，他们中大部

分都自开门诊，加起来共在海外开设了 30多万家私

人中医诊所。

同时，随着海外中医药教育的发展，世界各大出

版集团相继出版了中医药书籍，其中既有国内主要

中医药专著的译作，也有国外中医药专家自行编撰

的教材和著作。“但是世界各地仍然缺乏擅长当地语

言的初级水平中医教师。”师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世

界中医教育规模的重要因素，董志林不无忧虑。

包括“语言关”在内的“文化关”制约着中医药的

国际化发展。“有些出口中药在包装盒上的标注，完

全没考虑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国外对中医

的不同理解和期待。”说到这些，董志林有些无奈。

安全是“通关密码”

各国政府正不断加强对进口传统药品或食品

的管理，制订或提高相关的技术要求，高门槛的技

术和绿色贸易壁垒给中药产品进入西方市场设置

了巨大的屏障。

“比如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量、微生物和抗生

素等指标，由于不符合欧美市场的标准，中药的推

广和使用受到诸多限制。”董志林强调，“我们要严

禁掺杂西药或含有受保护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的中药的出口，加大对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管理，

把好‘安全关’才能顺利走出国门。”

对此，已经在新西兰卖了 13年中药的徐志峰感

受很深：“我们需要质量过关、能够代表中药品质、

确实能帮助中医师解决问题的药品。”

在澳大利亚从事中药贸易的马安阳着重强调

了“政策壁垒的突破”：“我在海外 28年，一路走来感

受最深的是中国的中医药法律法规与世界各国法

律法规接轨的问题，只有相关要求接轨了，中医药

服务贸易才能做大做强。”

激活全产业链赢得“海外心”

“要赢得海外市场的心，就必须确保出口中医

药的安全、不掺西药、不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确保重

金属和农药残留等指标合格。”董志林强调。

此外，常年和海外中医药从业者打交道的董志林

还深知这个群体的价值。“他们赤手空拳去到异国他

乡，仅凭一身技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把中医药带到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们积累的经

验对于中医药的海外推广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他们

身经百战，了解所在国传统医药的法律法规和发展规

律。引导他们在海外有序发展可以密切国内相关企

业与海外同行的联系，激活全产业链。”董志林说。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忠良表

示，希望通过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做成中医药行业互

联互通、共享共赢的大平台，促进中医药的国际服务质

量和规模，推动国际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走出去的中医药如何顺利“通关”

本报记者 崔 爽

新近上映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飞行汽

车已成未来世界的“标配”。能在地上驰骋、天上遨游的

飞行汽车，为人类的飞行梦想插上了“有型”的翅膀。

科幻电影中的黑科技，正在加速走近我们的生

活。前些天，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确认收购美国飞行

汽车公司 Terrafugia（太力），计划将于 2019 年在美

国量产首款飞行汽车，2023年首款垂直起降的飞行

汽车也将量产。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航空企业也不甘人后，

空客和波音已投身飞行汽车研发。空客电动飞行

汽车将在今年末迎来首飞。

为什么在当前节点，全球众多高科技企业竞相研

发飞行汽车项目？飞行汽车步入寻常百姓家，还需扫

清哪些路障？就此，记者采访业界专家和相关企业。

按照他们的时间表按照他们的时间表，，20192019年首款飞行汽车将量产年首款飞行汽车将量产，，20232023年首款垂直起降的飞行汽车也将量产……年首款垂直起降的飞行汽车也将量产……

飞行汽车来了飞行汽车来了，，你还坐得住吗你还坐得住吗

“抛开市场和政策等因素，按目前飞行汽车的

研发和技术水平，仅从技术角度来说两年后量产应

该不成问题。”11 月 23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

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通用航空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张扬军说，汽车的发展正跨入电动汽车时代，

不久将迎来智能汽车时代，而电动化、智能化、陆空

一体化的飞行汽车，将是汽车发展的未来愿景。

今年 9 月，腾讯 9000 万美元领投德国飞行汽车

初创公司 Lillium。与此同时，全球还有 10多家初创

公司正在进行飞行汽车研发，较有名的包括 Uber

的飞行汽车项目 Elevate、斯洛伐克的 Aeromobil、荷

兰的 PAL-V等。

“飞行汽车是一个前沿并极具发展潜力的领

域，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出行方式。”吉利汽车集

团副总裁杨学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相关调查显

示，中国每年因交通拥堵带来的损失高达 2500 亿

元。如果飞行汽车实现商业化，将提升出行效率，

巨头抢滩飞行汽车意欲何为
让我们将视线倒回至上世纪。1935年，福特汽

车创始人亨利福特就断言，“飞机与汽车结合的产

物就要来了，你们别笑，这一定会来的……”

人类自从 100 多年前发明汽车和飞机以来，试

图将两者融合的脚步从未停止。1841年，威廉兄弟

提出飞行汽车的概念，比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还要

早。1917年，美国著名发明家柯蒂斯首次向人们展

示飞行汽车这一新型交通工具。

说到飞行汽车发展的关键节点，张扬军如数家珍：

1946年，可拆卸式飞行汽车诞生；1973年，直接用汽车

改装的高舒适性飞行汽车出现；1991年，垂直起降飞行

汽车面世；2009年，具有一定商业化前景的飞行汽车诞

生，也即吉利收购的太力公司研发的飞行汽车。

百年来，汽车的飞行梦想与时俱进，不断被注

入新的内涵和外延。“飞行汽车技术是汽车和通用

航空技术的有机结合，且为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

张扬军认为，发展飞行汽车，将有效促进汽车和通

航产业的发展，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满足经济社

会活动需要的重要抓手和战略选择，并将有效促进

无人机和陆空两栖战车等国防装备的发展。

黑科技黑科技““放飞放飞””百年飞行梦百年飞行梦

早在 2006年，全球首家飞行汽车初创公司——

太力公司就开始研发飞行汽车，但十年间一直没有

实现量产。太力的第一代飞行汽车 Transition 于

2009年成功试飞，30秒内可从汽车形态变成飞机形

态，现已正式进入商业化运作阶段；第二代飞行汽

车产品 TF-X 是新近研发的全电动产品，可垂直起

降，目前处于概念阶段。

飞行汽车是飞机和汽车的混合物，有着较高的

技术含量。飞机要求材料轻盈并实现高推重比，汽

车则更多注重稳重防撞，二者还有截然相反的空气

动力学设计原则。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量产乃至规模化、商业化

运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飞行汽车一直没有实现

量产，涉及市场、价格等重要因素，相关法律法规的配

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良好的商业模式等。”张扬军

说，飞行汽车在现阶段有着特定的商业市场，主要可

用于警用、应急救援、出租车等方面。“飞行汽车要量

产走向市场，还需技术的不断突破，电动化、智能化，

则是飞行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基本门槛。”

这与杨学良的观点不谋而合。“飞行汽车是改变

未来出行的方式，是提升出行效率发展战略的一个

重要探索。如果飞行汽车技术与智能驾驶技术能深

度融合，会让飞行汽车的应用潜力成倍增长。”杨学

良表示，飞行汽车需要兼顾道路行驶和低空飞行技

术。目前，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主要是续航能力和

载重能力不足。同时，飞行汽车在中国的商业化进

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如，需要通用航空空域的

进一步开放，驾驶人员的培训、法律法规的支持等。

梦想“变现”要扫清“路障”

按照吉利公布的时间表，2023 年，首款垂直起

降的飞行汽车将实现量产。

就目前研发的飞行汽车类型，从飞行推进的角

度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涵道风扇类，没有机

翼无需跑道，占用空间仅为车身占地面积，以色列

的 X-Hawk就是代表；第二种，固定机翼类，其机翼

一 般 可 折 叠 ，如 美 国 的 TF-X、MOLLER SKY-

CAR；第三种，直升机旋翼类，如荷兰的 PAL-V，一

般也可折叠。

“这三大流派之间也会相互结合、借鉴。相比于

其他两类飞行汽车，垂直起降的飞行汽车主要优势在

于，既能利用现有道路系统，又能充分利用天空，实现

立体交通。但它也面临着安全性、陆空转换模式的连

续性，以及巡航飞行过程中油耗高等难题。”张扬军并

不回避问题，安全性要摆在首位，而螺旋桨或风扇必

须具备的包容性和低噪声特征，这是飞行汽车从设计

角度需要考虑的人机交互性或人机融洽性。

谈及陆空转换模式，张扬军解释，飞行汽车应

具备在地面高速行驶时根据需要可随时离地飞行

的功能，即应能进行陆空模式的连续转换，这是重

要的用户体验和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前提。需从飞

行汽车设计出发，结合无人驾驶与智能网联技术，

实现飞行汽车在个体与群体间两个维度的自洽。

“至于巡航飞行过程中的高油耗，主要是从经济与

环保角度来衡量，这也是飞行汽车成为未来主流交

通工具的重要技术瓶颈。”他说。

垂直起降还要攻克哪些难点

近日，北京首都机场停车费支付宝“无感支付”正式启
用。旅客只要提前在支付宝内搜索“停车”或扫描首都机场
内的二维码，进入停车在线缴费页面后，绑定车牌号码并开
通免密支付，在驶出停车场时，旅客即可实现不掏手机，无
需停车等待，通过支付宝自动扣款缴纳停车费。

图为 11月 26日，在首都机场 T3航站楼内，一名旅客展
示支付宝内绑定的停车免密支付页面。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首都机场可“无感支付”停车费

今年以来，为提升空气质量，减少环境污染，河北省故城
县大力实施“洁净用煤、绿色取暖”工程，对洁净煤生产企业在
资金、政策方面给予支持，推行燃用洁净煤。据介绍，洁净煤
是将传统煤炭经过脱硫、脱硝、除尘加工后而成，具有洁净、污
染排放小等特点。

图为 11月 26日，河北省故城友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在检测洁净煤出尘量。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河北故城实施“绿色取暖”工程

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及传
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打造一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烟台造”
品牌，2016年烟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1.63万亿元。

图为 11月 25日，参观者在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观看该公司实验室对轮胎噪声进行数据采集、测试和分析的
设备。 新华社发（李明放摄）

烟台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航空与汽车经历了百年发展的今天，各方

技术的积累发展使飞行汽车走向实用成为可能，

因此飞行汽车行业深受全球投资者热捧，各大企

业也都加大投入力度、加快研发，比如亚马逊、波

音、梅赛德斯—奔驰、空客等公司都相继开展飞行

汽车项目的研发。”张扬军说，汽车是国家重要支

柱产业，通用航空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中国目

前要加快科技发展，实现超越与引领，亟须发展革

命性的技术。

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 23日报道，英国航空
公司 VRCO和德比大学正在联合开发通过计算机程
序控制的飞行汽车NeoXCraft。预计将于2020年完
成，目前已经接到100个订单。

未来主义的NeoXCraft将使用四个高功率螺旋
桨，速度可达210英里/小时(320公里/小时)，飞行汽
车可以从家门口起飞。螺旋桨还可以折叠成为陆
地驾驶的车轮。NeoXCraft 还将采用自动化软件，
能够实现自动驾驶。

VRCO 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始人 Daniel Hayes
说：“我们即将建成原型车并获得认证，但这至少需
要18个月。”

该公司的董事长兼共同创始人 Mike Smith表
示，当NeoXCraft安全着陆时，驾驶员可以按下按钮
将其从飞行模式转变为公路模式。这时，组成外部
轮结构的螺旋桨将会向下倾斜，使其可以行驶。
NeoXCraft 是由电脑控制的，它将遵循一系列的声
音指令在空中和道路上行驶。

英公司研发自动驾驶飞行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