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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客机A380的设计是受草原雕翼尖羽毛的启发？蚊子
启发科学家研发无痛针，未来可造福糖尿病病患？从啄木鸟不
会脑震荡得到灵感，英国设计出新型自行车安全帽……从大自
然来的奇妙点子，打开人类许多发明创造的思维。8月1日至
11月2日，广东科学中心展出自台湾科教馆引进的“仿生”科学
展，通过展出科学家从大自然生物演化38亿年中发现、学习、
进而创作的智慧结晶，同时引进“Tinkering”动手做教育理念，
启发观众运用生活中随手可得的材料工具，做出自己的“仿生
科技”。图为观众观看展览。 记者叶青 通讯员吴晶平摄

到台湾仿生展找大自然的绝妙点子

今年夏天，全国多地被高温和暴雨交替袭击，很多人相继

遭遇了在路上被“烤焦”，在城中“看海”的经历。

甚至，在大马路上游泳也并非个例。不过，针对“城中看

海”，我国目前已有 65 个“海绵城市”试点项目启动建设，“海

绵城市”能给雨季中的城市带来什么影响？

8月 4日，长沙市海绵城市生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

书长刘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海绵城市是对现

有的排水系统改造优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城市“海绵体”分散

雨水径流，强化对城市径流雨水的排放控制和管理，达到约

75%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城市“海绵体”包括绿地、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可渗透路面

等城市基础配套设施，也包括城市内部现有的河、湖、水库等自

然或人工湿地，雨水通过这些“海绵体”下渗、滞蓄、净化、回用，

从而实现源头处理，最后剩余部分径流通过管网、泵站外排，从

而有效地减轻城市给排水系统的负担，缓解城市内涝压力，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雨水“留得住、用得好、送得走”。

今年 7月 23日，受台风“安比”影响，天津大部分区域出现

暴雨天气、局部大暴雨。此时海绵城市的效果显现了出来。由

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共建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内，各雨水

泵站排水顺畅，路网通行顺畅，路面未出现大范围积水。

刘波说，目前来看，海绵城市建设在小范围内已取得成

效，除天津生态外，常德、西安、武汉等试点在海绵城市建设

后，雨水径流得到明显控制，黑臭水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净

化，对区域小环境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位于西安西咸新

区的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项目，经海绵化改造，实现了降雨量小

于 15.6 毫米校园内部无雨水直接外排；雨水收集回用有效节

约水资源，构建的潜流湿地保障水系水质，综合实现校园内生

态、环境、景观的多重效益等。

天津生态城也制定了一套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提出 22项

控制性指标和 4项引导性指标。如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率大于

50%、区内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Ⅳ类水质、自然湿地净损失为

零、绿色建筑 100%等。《长沙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总体规划大

纲》则规划至 2020年，建成区 20%的面积达到将 3/4的降水就

地消纳和利用目标等。

“但是由于城市硬化面积太大、海绵城市建设不够充分，

我们的城市依然面临着比自然状态下更大内涝和洪水风险。

因此，还需不断加强海绵城市的建设。”刘波说。

目前，巴西、美国等国都在建设“生态城市”，刘波表示，新

西兰、日本、南非等地的生态城市建设对我国也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

吸水的海绵城市
能否不再上演“城中看海”

本报记者 李 禾

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健身房倒闭潮”，称“据

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三个月以来有超过 20家健身

房倒闭，国内 60%的健身俱乐部存在不同程度的亏

损问题”。健身房关门跑路，会员退费维权的新闻

也不时出现。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智能健身房逐渐出现在小

区楼宇。和大体量的传统健身房相比，这种健身房

面积较小，器械数量较少，设有智能门禁，提前下单

后支付不多的钱就可以进入锻炼。传统健身房常

见的“教练比学员多”的场景在这里也看不到，有些

甚至无人值守，全靠智能设备管理。

传统健身房倒闭潮中，智能健身房会趁势分得

一杯羹吗？

共享经济模式的新尝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身成为人们新的消

费选择，尤其在年轻群体中，“下班去举铁”正成为

新潮流。

“相比传统健身房，智能健身房有几个明显的

特点。”8 月 4 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

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首先是

它们普遍采用的 24小时营业模式，这打破了传统健

身房营业时间受限的情况。

二是价格较优惠，办卡的形式也比较灵活，

消 费 者 可 以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的 方 式 ，自 由 度 大 大

提高。

三是健身房设施比较简单，但相对来说面积也

较小、服务较少。“新兴的智能健身房运用互联网手

段，是共享经济模式在健身行业的探索和应用。”欧

阳日辉表示。

传统健身房主要采用办卡加卖课的模式，对

此，欧阳日辉有切身体会，“我在传统健身房办过很

多卡，确实存在使用率低的问题，尤其是年卡，价格

高使用频次低，性价比非常低，问了下身边朋友也

都是这样”。因此在他看来，智能健身房最大的卖

点就在于支付灵活、价格优惠，甚至每次提前下单

到店使用即可，这对于健身时间不固定、频次低的

用户来说很有吸引力。

“瘦身”之后服务可能“打折”

“智能健身房的这些特点并不完全等于优势。”

欧阳日辉强调。智能门禁的进入方式，虽然可以节

约健身房的运营人工成本，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被

“节约”的管理人员和教练可能并不合他们心意。

“除了安全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健身在我国还

属于中高端消费品，消费者对环境、设施、产品品质

的要求自然比较高。智能健身房为了‘瘦身’，健

身、洗浴等设施相对较少，有的甚至没有现场的教

练指导，无法满足中高端消费者的需求。”欧阳日辉

表示。

央视财经评论员包冉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他对

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传统健身房绝不仅是健身地

点加器材，它还提供专业教练的指导，这是隐含的

重要服务。因为健身是一个需要专业技能的活动，

相关指导是很必要的。”

包冉还抛出“健身的社交属性”的观点，在他看

来，健身房是一个线下社群，既满足健身爱好者的

社交需求，也帮助人克服惰性。“传统健身房的大量

设施、用户和教练、完善的服务等共同构成一个整

体的锻炼环境，对有心健身的消费者来说，是有激

励作用的。”

打造用户和教练的连接平台

欧阳日辉表示，虽然消费者是否认可智能健身

房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智能

健身房的运营模式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比如

把智能系统引入健身房中。

他 建 议 ，可 以 把 智 能 健 身 房 作 为 平 台 来 运

营。“这个平台提供的产品除了健身场地，还可以

包括私人教练。智能健身房有条件以更灵活的

方式和更多教练合作。消费者在平台上，则可以

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教练，也可以通过平台

系统匹配教练或接受平台推荐的教练，选择余地

大大增加。”

智能健身房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产品，

提供多样化的灵活选项，刺激消费。私人教练的安

全问题可以通过平台的信用体系建设来保证。“消

费者可以在平台上通过匿名的评价体系点评教练，

这对教练的教学既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也是种约

束。”欧阳日辉说。

60%的健身俱乐部存在不同程度亏损

24小时智能健身房卖点何在

实习记者 崔 爽

第二看台

近日，两则关于“奶”的消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一则，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强调奶业不仅是“民以食为天”的产业，更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
产业，并提出了“到2025年奶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明确目标。

另一则，是关于一家从事乳制品生产加工及牧场经营等业务的老牌乳企大庆乳业的
消息，该乳企在股市停牌6年之久后再次露面，却称将转型从事火锅等餐饮业务。

“《意见》对奶业发展提出了一揽子要求和解决方案。如果逐一加以落实，中国乳业
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明天。”北京市畜牧总站副站长、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首
席专家路永强研究员在与科技日报记者的对话中，如此肯定中国奶业前景。

然而，大庆乳业的凋零，折射出乳企目前仍处于较为微妙的转型期，要踏上光明之
路，问题仍不可忽视。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导致了一个

150 亿元品牌价值的巨型乳业集团的崩塌，也带

来了中国奶业在民众中乃至国际上的信心与信

誉“塌方”。

“前两年的调查中，仍有大批消费者因此事，

对国产奶粉心存疑虑。”中国奶协名誉会长高鸿

宾没有回避和试图“忘记”中国奶业史上的这一

“污点”。不过，在他看来，三鹿奶粉事件也存在

着中国奶业发展的历史原因。1997 年至 2007

年，是中国奶业增速最快的十年。1998年全国原

料奶为 745.4 万吨，2007 年达 3633 万吨，涨了五

倍。全行业的快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盲目

和无秩序的竞争。

所幸，“重新启动”的中国奶业，历经了又一

个十年后，基本实现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路

永强等专家表示，中国奶业被三聚氰胺等质量安

全困扰的阶段已结束，我国奶制品质量安全水平

已达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数据显示，去年，我

国生鲜乳检测合格率 99.8%，生鲜乳中乳蛋白、乳

脂肪抽检合格率 99.2%，在食品行业中位居首

位。三聚氰胺连续 9年抽检合格率 100%。

“政府对奶业生产全过程建立和实施了史上

最严苛的检测制度。企业也积极‘自查’，全程检

测和监控。现在的奶业，无论奶牛品种、遗传育

种、饲料营养、饲养技术、疾病防控、机械装备、设

施条件、质量监控，包括人员素质都已接近或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高鸿宾评价。

尽 管 如 此 ，消 费 者 的 信 心 ，仍 有 些“ 跟 不

上”。北京市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郭江鹏认为，

这既有人们对个别偶发事件的“惯性”心理阴

影，也有对奶业科普不足，对消费者引导不够的

原因。

噩梦仍有余威 信心提振需补课

从外界对大庆乳业的报道中，有一点

颇为引人关注。这家 2012 年被港股停牌

的企业，在 2017 年发布的一则消息中表

示，“未来 5年，将在产业链上下游发力，完

善奶源布局，加强品牌渠道建设”。但生鲜

乳卖不上好价钱，让这家企业在重振主营

业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已，最近，它

选择“跳槽”餐饮业。

事 实 上 ，这 并 非 大 庆 乳 业 的 一 家 之

“困”。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奶牛

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经济岗位专家

刘芳教授告诉记者，与蒙牛、伊利等乳企相比，

大庆乳业并非“大腕”，属中小型乳企。它们的

生存环境，比大型乳企更为艰难。譬如，企业采

用生鲜乳为原料生产奶粉，其成本每吨约在

3.1—3.2 万元左右；而引用进口原料生产奶粉则

具明显“优势”，2016 年，进口奶粉原料低至每吨

1.66万元。如此大的价差，让乳企采用国产奶生

鲜乳制造奶粉失去动力，也让中小型乳企的生产

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2016年，我国出台《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配方

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乳品配方注册制，要求申

请人应具备与所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相适应的研发

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但目前，我国同时满足

以上三个条件的中小型乳品企业并不多。”刘芳进一

步分析了大庆乳业等中小型乳企的生存“尴尬”。

中小乳企受困 生存空间被挤压

乳企仍处微妙转型期乳企仍处微妙转型期

踏上光明之路踏上光明之路，，奶业还要拆解内忧外患奶业还要拆解内忧外患
本报记者 俞慧友

浙江省绍兴市持续推进化工行业的改造提升，全面腾退杭
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化工企业，对开发区内企业进行兼
并重组和改造提升，落地应用一批新工艺、新技术，实现人工监
管向智能监管转变，加快推动化工产业“一园式”集聚。图为8
月2日，工作人员在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
池展示进出水对比。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化工行业“腾笼换鸟”迎高质量发展

视觉中国

随着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暴发，中国奶业遭受重大打击，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一度跌
到谷底。10年过去，在消费升级、出台配方注册制等新政及行业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乳业逐
渐走出阴影，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 视觉中国

无论乳企规模大小，都面临国外乳企的冲击。

据中国奶业形势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累计

进口零售包装婴幼儿配方奶粉 29.6万吨，同比增幅

高达 33.7%。

这也带来了对生产生鲜乳的养殖场的“连锁”

反应。生鲜乳与国外复原乳的巨大价差，导致我

国各大养殖场的原料奶售价的提高空间有限的提

高。而据今年 1 月的《中国奶业形势报告》显示，

饲料价格仍在持续攀升，这也让生鲜乳生产雪上

加霜。

专家认为，市场上复原乳产品与鲜奶产品标识

执行不到位，使消费者“傻傻分不清”，也对我国奶

业造成了一定冲击。从营养价值看，鲜奶保持了较

多的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但鲜奶保鲜时间

较短，存储、远距离运输等条件要求苛刻，推高了鲜

奶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而复原乳具有成本优势。

标识的缺失使得消费者无法对二者进行区分，无法

因需购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鲜乳的销售。

与此同时，另一项调查显示，引进国外进口大包

奶粉，不仅成本低，还能按国内生鲜乳成本核算销售

价格，对乳企而言具有较大的创利空间。这更加剧

了国内大型乳企虽然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国内养

殖场亏损却越来越严重，甚至苟延残喘的怪象。

“选择鲜奶还是复原乳，决定权在消费者。现

在更需要做的，是通过客观、公正的宣传，让消费者

明白二者之间的异同，并在乳产品外包装上严格执

行‘标识制度’。乳品市场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

路永强说。

应对外来冲击 市场环境待公平

进口乳制品在我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如此明显，

缘何我国还要积极发展民族奶业？高鸿宾解释，从

发展角度看，国外供给也无法满足中国急剧增长的

需求，而生鲜乳本身的特性，则决定了绝大部分生

鲜乳都会在本地区生产和销售。

高鸿宾认为，要发展民族奶业，首当其冲的，是

重视“科技+”。

业内专家介绍，和国外养殖场相比，我国养殖场

在综合效率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刘芳建议，应鼓励企

业进行全产业链整合，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与规

模养殖场、奶农合作社、奶联社、种植企业等合作搭建

专业化的生态智慧牧场，实现奶源的协同生产，提升

规模化养殖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同时，加快乳业国际化步伐，积极建设海外养

殖基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北美、西欧等

农牧资源富集的区域收购优质资源及资产，建设

优质原料供应基地和加工厂，加强对奶源的有效

控制。

设立研发部门，注重营养搭配及质量安全的把

控。还要大力推进智能化，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的

技术，实现全产业链的跟踪监测，实现系统化管理，

全方位保障乳制品的品质。支持使用高科技技术，

建立、健全一体化冷链物流系统，提升产品质量和

服务。

加快国际步伐 强壮奶业靠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