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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第十八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4 月 25 日至 5 月 4 日

在北京举行。本届车展以“新时代·新汽车”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最新汽

车芯片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车载 AI智能系统等。科技日报记者走

进车展现场，带您领略这场汽车界“饕餮盛宴”。

智 能 辅 助 驾 驶 、液 冷 超 充 、语 音 控

车 …… 在 2024（第 十 八 届）北 京 国 际 汽

车 展 览 会 上 ，各 种 汽 车 新 技 术 让 人 目

不 暇 接 。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我国汽

车产业快速发展，新技术、新功能不断涌

现。汽车告别单一交通出行工具属性，逐

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伙伴。

智能辅助下驾驶
更轻松

要说本届车展上的“热词”，智能辅助

驾驶一定名列前茅。

近年来，伴随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智能辅助驾驶逐渐成为众多车型的标配

功能。

业界通常将智能辅助驾驶称为 NOA

（Navigate on Autopilot）。针对不同行驶场

景 ，它 可 被 细 分 为 城 市 NOA、高 速 NOA

等 ，其 中 消 费 者 使 用 最 频 繁 的 是 城 市

NOA。开启城市 NOA后，驾驶员只需设定

好目的地，车辆就可自动变换车道、超车，

大大减轻了驾驶员负担。

在本届车展上，相关品牌负责人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配备有 NOA 功能的车辆一

般会在车身安装多种传感器，如激光雷达、

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环境感知摄像头

等。它们可实时监测车辆周围路况，采集

多种数据，获取实时车速、前车距离等信

息。这些数据会被发送至车辆数据处理

单元和决策单元，经过处理后，辅助实时

规划行驶路径，帮助驾驶员自动完成一系

列操作，提高行车便利性和安全性。

如今，城市 NOA 功能不断优化。部分

车型上的城市 NOA 还能进行自动泊车、智

能跟车，以更好适应城市道路环境和交通

状况。

不过，由于城市路况复杂，非机动车、

行人都可能出现在机动车道上。此外，车

辆加塞、大型车辆变道等情况增加了交通

事故风险。这些都给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普

及带来不小的挑战。因此，驾驶员在使用

该功能时应保持足够警惕，及时接管车辆，

确保行驶安全。

大模型打造车内
智慧空间

AI 大模型从去年火到今年，是本届车

展焦点之一。随着车企愈加注重打造车内

智慧空间，大模型“上车”成为当下汽车业

发展趋势。

在本届车展，有参观者试乘了一辆发

布不久、加装 AI 大模型的国产新能源汽

车 。 上 车 后 ，她 一 口 气 对 智 能 车 机 发 出

了“降低车窗”“打开空调”“左侧后视镜

向里一点”等指令。话音刚落，智能车机

便“ 指 挥 ”车 辆 快 速 响 应 ，完 成 相 关 指

令 。 该 车 型 支 持 五 音 区 语 音 交 互 ，乘 客

即 使 坐 在 后 排 中 间 位 置 ，指 令 也 能 被 精

准接收。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连接手机

等智能设备，该车型用户可在

家中进行语音远程备车。

相关品牌负责人介绍，

到 了 冬 天 ，用 户 可 在

家中用手机一句话

开启车内空调、给

座椅加热。用户

不 仅 能 远 程 控

制 车 辆 ，还 可

在车中远程控

制 家 中 智 能

设 备 ，如 用

户 在 车 内 可

随 时 调 用 家

中 摄 像 头 。

通 过 设 置 地

理围栏，当汽

车 接 近 小 区

时 ，智 能 家 居

中 的“ 回 家 ”场

景 自动激活，灯

光、窗帘、空调便

会作出响应。

AI 大 模 型“ 上

车 ”给 驾 驶 带 来 了 更

多便利和趣味。在同样

搭 载 AI 大 模 型 的 另 一 车

型上，驾驶员可直接与智能

车机对话，询问与目的地的距

离、沿途交通拥堵情况、目的地附近“高

赞”餐厅等，仿佛一位智能管家坐在车上

一般。

“以前进行语音识别，需要将数据上传

云端解析，再回传到车端。现在语音识别

是离线的，反应快，哪怕没网也不影响。”相

关品牌负责人介绍，这得益于 AI 大模型在

云端和车端协同工作。云端 AI大模型参数

规模大、算力强，可完成大量数据标注、数

据融合任务，降低运算成本和错误率。车

端 AI大模型参数量较小，不联网也有算力，

节省车端计算推理时间。即使云端与车端

通信有时延，也能确保行驶安全。

新 设 计 让 上 车
如同回家一般

除了在智能化上下功夫，舒适也是当

下许多车型的主打卖点之一。让乘客上车

就像回家，是许多车企希望能带给消费者

的体验。

例如，车内空间相对狭小，想让它显得

更宽敞明亮，许多车型在设计时往往会采

用大面积玻璃天幕。与此同时，为解决玻

璃防晒隔热难题，车企采取了多种手段。

在本届车展上，针对夏天玻璃升温快

问题，部分车型采用了镀银玻璃。镀银玻

璃是指玻璃表面十余层膜中，有 2 层或 3 层

含银化合物。镀银玻璃会反射大多数紫外

线、红外线，只让部分可见光照射到车内，

最多可使车内温度降低 10摄氏度。

除了镀银玻璃，还有一种玻璃可更智

能地隔绝紫外线、红外线，它就是智能调光

玻璃。它主要分为雾化玻璃和电致变色玻

璃两种，可借助电能改变玻璃颜色或透明

度，实现防晒隔热。

在本届车展，记者还看到，许多此前豪

华车型才配备的座椅按摩功能，如今已经

十分普及，被广泛应用在多款中端车型中，

大幅提升驾驶舒适性。

座椅按摩功能是通过座椅内气动装

置，为乘坐者按摩。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

子振荡器控制座椅内多个气压腔，使座椅

面随压力变化运动。

与之相似的还有座椅通风功能。夏季

乘员身体与座椅亲密接触后，接触部分由

于空气不流通，汗液不易排出，影响乘车舒

适度。座椅通风功能借助座椅中独立通风

循环系统，源源不断将新鲜空气从座椅坐

垫与靠背上的小孔吹出，防止乘员身体与

座椅接触部位积汗。

液 冷 超 充 缓 解
补能焦虑

新能源汽车的补能效率是消费者购车

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本届车展上，多

家汽车、电池、充电设备厂商针对新能源汽

车补能“痛点”，发布了多个高效补能方案，

努力打消消费者顾虑。

800 伏特高压快充系统是如今许多新

能源车型选择的快充方案。功率等于电

压乘以电流，要提升充电功率，方法无非

两种，要么提升电流，要么提高电压。相

关厂商通常双管齐下，二者同步提升。不

过，增加电流会让快充系统大幅升温，增

加车辆热失控风险。目前市面上大部分

新能源车型搭载的是 400 伏特充电平台，

若想实现 400 千瓦充电功率，电流就要增

至 1000 安，传输时会产生大量热能。如果

散 热 系 统 没 有 跟 上 ，就 可 能 会 导 致 热 失

控 。 因 此 ，电 流 必 须 被 控 制 在 一 定 范 围

内，此时要提升充电功率，增大电压成唯

一选择。目前，搭载 800 伏特高压快充系

统的车辆，最高充电功率可达 400 千瓦，半

小时内可充至少 80%电量，大大提高补能

效率。

800 伏特高压快充系统超高的补能效

率离不开充电桩的配合。为适配 800 伏特

高压快充系统，各厂商拿出了不同的充电

桩方案。

在本届车展某品牌展台上，记者看到，

除了展示自家最新车型，企业还展示了自

主研发的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液冷超充是

在电缆和充电枪之间设置一个液体循环通

道，通道内加入用于散热的冷却液，通过推

动冷却液循环，不断把充电桩在充电过程

中 产 生 的 热 量 散 出 ，以 实 现 更 大 充 电 功

率。采用这一设计的充电桩，充电枪更轻、

导线更细，消费者可轻松拿起，提升了充电

体验。

相关厂商负责人介绍，目前全液冷超

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可达 600 千瓦，最

大 电 流 600 安 ，适 配 电 压 在 200 伏 特 至

1000 伏特范围内的所有充电平台，最快仅

用 15 分钟至 20 分钟便可充满一辆新能源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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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广州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其间，俗

称“小蛮腰”的广州塔因一个小时内 6次被雷击而受到广泛关注。

那么，为何广州塔在如此频繁的雷击下依旧安然无恙？

记者了解到，广州塔并非被动承受雷击，而是主动“接闪”，将雷

电迅速泄流到大地，保护建筑物和相关人员安全。

资料显示，广州塔塔身主体高 454米，天线桅杆高 146米，总高度

600 米。自建成以来，每当出现雷雨天气，许多市民都能看到广州塔

与“火龙”对接的震撼画面。

广州属于雷电高发区，广州塔建设人员在设计阶段就格外关注

防雷保护，建立了防雷保护体系。在天线桅杆上，建设人员安装了防

雷接闪装置，并在塔身顶部设计了避雷网格。这些和塔身金属钢外

筒、塔底接地网格共同组成雷电传导线路。当雷电出现，云层传来的

电流可沿天线桅杆传至避雷网格，再沿塔身金属钢外筒、塔底接地网

格传到地下，使塔身免受伤害。

除了塔顶，广州塔侧面也面临雷电威胁。为保障塔侧安全，塔身

各楼层金属栏杆、金属门窗和玻璃幕墙等都直接与塔身防雷装置联

结，且联结点不少于两处，确保电流可顺着防雷装置被引至地面。广

州塔还配备了雷电预警系统，能实时连续监测附近雷暴云产生的大

气电场，以及云闪和地闪的发生情况。

广州塔防雷系统设计师林佩仰说，广州塔防雷设计超过了现有

建筑防雷技术标准要求。

有网友提出，既然广州塔能引雷入地，可否将这部分雷电利用起

来？对此，广州塔有关人员说，由于雷电瞬间功率大、释放时间短，目

前技术上无法对其加以利用。

1小时被“闪”6次

“小蛮腰”缘何不怕雷击

春夏交替天渐暖，赏拍银河正当时。这时节的银河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一座弯弯的拱桥或拱门，蔚为壮观。

自古以来，美丽且神秘的银河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它犹如

一条闪亮的绸带横跨天际，星星点点的光芒犹如宝石般闪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由于地球位于银河

系内部，地球人肉眼所看到的银河其实只是银河系中的一部分，这条横

跨星空的乳白色亮带包含了数千亿颗恒星和大量的星云及其他天体。

虽然一年四季几乎都可以看到银河，但春夏交替和夏秋交替两

个时段是赏拍银河的好时节，前一时段可以在凌晨赏拍到“银河拱桥

（门）”，后一时段可以赏拍到“直立银河”的雄姿，也就是“银河落九

天”的天文奇景。

“‘银河拱桥（门）’一年四季几乎都可以观测，但升起时间、具体

形态稍显不同，其中，四五月份的赏拍效果绝佳，一是银河会长时间

保持着拱门或拱桥形态，二是‘银河拱桥（门）’姿态低，角度好，更容

易结合地景拍出精美照片。4月里，银河会在凌晨 0至 1时升起，最佳

赏拍时间是在凌晨 4 时左右；5 月里，银河会在 22 至 23 时升起，最佳

赏拍时间是在凌晨 2时左右。”修立鹏说。

作为一名专业星空摄影师，来自北京的周博有很多机会赏拍银河。

他说，四五月份这段时间的后半夜就可以观赏到夏季银河了。最灿烂的

银心部分（天蝎座、人马座天区）凌晨时会从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前半夜看猎户座，后半夜看银河，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冬夏星空

题材的拍摄周期。而随着初夏的到来，银河升起的时间也将会变得

越来越友好。”周博说。

在同样来自北京的星空摄影师王俊峰看来，拍摄银河是家常便

饭的事情，但每一次拍摄，仍然觉得很震撼。

“四五月份的凌晨，当天蝎座的恒星心宿二闪耀东南方时，夏季

银河闪亮登场。明亮的夏季大三角，牛郎星、织女星、天津四，与银河

交相辉映，静候黎明的到来。”王俊峰说，从猎户西落到银心东升，总

会让人产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

“其实，银河的样子千百年来都不会有变化，但时间不同、季节不

同、地点不同，每次看银河也就有了不同的感受。”王俊峰说。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春夏交替之际，黎明之前，

当你仰望壮丽的银河时，会意识到人类在宇宙中是多么渺小，也会为

大自然的美而赞叹。

春夏交替天渐暖

赏拍银河正当时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科技助力新消费科技助力新消费
◎本报记者 都 芃

夜幕下，广州塔矗立于灯火璀璨的城市新中轴线上。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银河。 新华社记者 郝昭摄

图① 某品牌展示尚未
涂装的“白车身”。

图② 某品牌新能源汽
车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

图③ 某品牌 1.5升高效
燃油发动机。

图④ 某品牌通过全息
投影展示最新研发的 SDA 汽
车架构。

图⑤ 某品牌液冷超充
设备。

图⑥ 某品牌新上市车
型。

图⑦ 某品牌新能源汽
车专用底盘架构。

本报记者 都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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