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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至 17 日，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长安睿骋两

辆无人驾驶轿车从重庆出发，途经四川、陕西、河南、河

北后抵达北京，行程近 2000公里。

春风得意车行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我国无

人驾驶汽车首次长途路测，代表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

在无人驾驶汽车研发领域的最新进展，也代表着中国

汽车人追赶国外其他同行的志向。

无人驾驶汽车在所到之处均引发关注。中国在这

个领域技术水平怎样？如何做好产业布局？产业界、

法律界以及每位普通人，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最大的挑战是翻越大巴山
和秦岭，路窄弯急”

从重庆到北京，途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隧道群

连绵的秦岭，还有交通密集复杂的工业和居民区。狭

窄车道、陡坡急弯、车流人流、雨雾天气……这些考验，

无人驾驶汽车都一一通过。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总

工程师黎予生说，通过这次路测，最重要的三项技术得

到实际验证：一是高速路段自动驾驶最高时速达 120公

里；二是车辆相关感知系统、控制系统和执行系统对多

隧道、大弯道等复杂路面基本适应；三是全速自动适应

巡航、自动换道和非结构化道路（非高速公路）接管提

醒等验证效果较好。

“看尽长安花”的旅程当然也不会一路坦荡。无

人驾驶汽车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黎予生说，

无人驾驶系统感知识别能力有待优化，以便应对进

出隧道光线复杂变化、车道线遮挡、交通标示牌污

损、不规则大货车趋近等特殊情况；控制系统精度有

待优化，以便汽车在自动驾驶过程中运行更加平稳；

人机沟通界面需优化，以便让乘车人员更有效、更安

全地与车沟通。

“路测中最大的挑战是前两天翻越大巴山和秦

岭。”测试员孔周维说。在通过一些光线昏暗甚至没有

灯光的小隧道时，无人驾驶汽车反应不够敏捷，运行也

不够稳定。这说明，外界光线的变化对于车载摄像头

来说是挑战，增加了车辆识别道路标示线的难度，需要

使用激光雷达技术等配合弥补。而一些车体超宽的大

货车车身超出车道时，无人驾驶汽车的识别能力也需

要进一步提升。孔周维强调说：“如果不经过路测，仅

靠实验室检验很难获得有效数据。”

“没想到在中国坐上无人驾
驶汽车”

西安街头，丹麦人斯汀·汉森偶遇长安无人驾驶汽

车。他好奇地坐进车内，感受了一番说：“以前只听说

美国有无人驾驶汽车，没想到我在中国能坐上。”

汉森的话代表了多数人对中国无人驾驶汽车发展

状况的看法。

这个领域中，国外汽车和互联网巨头早就开始谋

篇布局。有数据显示，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六年来累计

行驶里程达 241 万公里；特斯拉无人驾驶汽车 6 个月内

累计行驶里程达 7564 公里；沃尔沃将在 2020 年实现无

人驾驶汽车量产；戴姆勒投资 2亿欧元建自动驾驶测试

和技术中心；日本丰田、本田和日产等车企抱团研发无

人驾驶汽车……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专家预计，无人驾驶汽

车将成为最可行的智能交通工具。到 2040 年，无人驾

驶汽车与全球上路汽车的占比可达 75％。美国麦肯锡

咨询公司预测，无人驾驶汽车到 2050 年可以产生 2000

亿至 1.9万亿美元的产值。

近年来，我国一汽、上汽、广汽、比亚迪和长安等一

批车企着手布局无人驾驶汽车产业，百度成立了自动

驾驶事业部……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谢飞说，国外自动驾

驶技术已经研究了二三十年，我国启动相关研究也就

四、五年时间。目前在产业基础、核心技术、自动化程

度和标准制定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5年内还不具

备独立大规模开发成熟技术的条件。

除了技术差距，在顶层设计上也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启动了

国家计划，基础研究、产业化、标准化制定、人才培养、

设施推进和立法等系统设计推进。而我们目前还是各

个车企各自进行封闭式研发。

“谁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可靠的产品，谁就能掌握

主动权和话语权。未来 10年是构建无人驾驶汽车发展

战略的关键时期。”谢飞说。

因应革命性的技术创新

《霹雳游侠》里的“基特”、《机械公敌》里的奥迪智

能汽车、《少数派报告》里的磁悬浮飞车……国外影视

作品中的无人驾驶汽车，是全球这个产业发展的形象

化反映。

回到现实，无人驾驶汽车仍然要面对产业变革带来

的传统和新兴技术的冲突；人车生活改变后人们接受度

的冲击；技术创新带来的法律和管理瓶颈等种种问题。

科技界、产业界、法律界专家呼吁，全球无人驾驶

汽车时代正在走近。作为全球汽车产销大国，我国迫

切需要调适变革性技术创新带来的各种新要求和新挑

战，应加快顶层制度设计，行业及企业应协同创新、有

序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管理方式也要预先考虑

筹划，做出调整。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学院院长谭宗泽说，现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无法涵盖无人驾驶技术

的发展。“立法部门、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到了跟进研

究的时候，从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

建设制度体系，保障科技创新成果的同时也保障公共

安全利益。”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高一飞教授说。

据了解，美国正在引导制定适应无人驾驶汽车的

相关法规，欧盟正在展开相关研究工作准备修改现行

法规，日本也将在 2020 年之前完成无人驾驶汽车方面

的立法。

高一飞认为，如何从源头上保障无人驾驶汽车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无人驾驶汽车上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

况及相应责任，无人驾驶汽车无法识别交警指挥手势的

情况是否可以通过交通道路建设来解决等，都需要在立

法修法层面同步考虑。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无人驾驶汽车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新华社记者 张 琴 黎华玲

■今日关注

4月16日，处在消落期的三峡水库水位降至164.66米，较消落前最高水位下降了10米多。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介绍，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库日均入库流量6650
立方米每秒，日均出库流量为7490立方米每秒，比天然来水平均增加下泄流量约840立方米每秒。截至14日，今年三峡水库已累计为下游生态补水91.87亿立方米。图
为水位下降后的三峡工程全景。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近日，日本驻澳大利

亚大使草贺纯男在澳大

利亚媒体上发表文章，解

释相关技术问题，为向澳

方 推 销 苍 龙 级 潜 艇 造

势。面对德国和法国的

强大竞争，日本提出将向

澳大利亚 100%转让更大

版本苍龙级潜艇的绝密

技术。日媒曾报道，“把

连向美国都没有透露过

的潜艇技术出口给澳大

利亚，是艰难的决定。”实

际上，为了把潜艇出售给

澳大利亚，日本可谓无所

不用其极，先搬出了防卫

大臣，如今又搬出了驻澳

大使，可谓“拼了”。那

么，日本为何对潜艇出口

澳大利亚如此重视？

军事科学院军事专

家袁杨研究员在接受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目前，日本在武器

装备出口方面，政策与

体制方面都已经具备了

条件，下一步急需做的

事情就是打开武器装备

出口的市场。澳大利亚

的 潜 艇 发 展 计 划 是 其

《国防白皮书》所明确了

的，其庞大的开支采购

计划对世界各国的武器

装备出口部门来说都具

有极大的诱惑力，特别

是对于日本来说，这很

可能是其打开武器装备

出口禁忌后的第一笔大

单，具有很强的政治意

义。同时，对促进本国

武器装备发展也将具有

极强的正面效应，堪称

一 个 一 举 两 得 的 大 事

件。”

2014 年 4 月 1 日，日

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

“ 防 卫 装 备 转 让 三 原

则”。新的“三原则”出台

后，日本在武器装备出口方面的限制已基本取消，对日

本的武器装备出口构不成任何的妨碍。同时，日本防卫

省 2015年 10月 1日成立了防卫装备厅。这是一个高度

集权的职能部门，全权负责日本武器装备的研发与产销

等事务。

“应该说，如果能够成功地把潜艇推销给澳大利亚，

这将是日本武器装备正式进军国际军售市场的象征性

案例。”袁杨说，“同时，日本对澳大利亚的这笔潜艇军售

还有另一层意义。”

以往日本对内武器装备采购始终是以价格高昂

而著称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自卫队规模有限，装

备采购需求量有限，日本的军工企业无法形成量产，

这就造成了武器装备的对内采购价格居高不下。日

本“2014 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新的“中期防卫

力量发展计划”已经明确，未来几年内，海上自卫队在

役潜艇数量将由以往的 16 艘增加到 22 艘，而新入役

的潜艇全部是苍龙级。如果澳大利亚能够采购 12 艘

苍龙级潜艇，加上海上自卫队的需求，日本军工企业

的订单便会形成规模，这对于降低潜艇采购单价无疑

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借此，日本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既打开了武

器装备出口的市场，赢得政治和经济效益，同时又可降

低其对内武器装备的采购价格，解决防卫经费紧张的困

难。”袁杨说。

苍龙级潜艇是现役潜艇，已经在海上部署和巡逻，

许多性能得到了充分验证。有军事专家表示，苍龙级在

东海方向活动频繁，竭尽侦察、监听、跟踪之能事。

对此，袁杨认为，“美国正在竭力构筑美日澳三边同

盟，其矛头所向自然是对中国的牵制。一个带有共识性

的观点是，澳大利亚采购日本的潜艇，对于未来美日澳

的三边军事合作是有利的，特别是在指挥控制系统的相

互兼容及作战运用效能等方面都会得到大幅提高。一

旦澳大利亚海军的苍龙级潜艇采购案最终成为定局，日

澳两国的苍龙级潜艇总数可能会达到 24 艘左右，这对

于美日澳三方未来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我南海地区的

水下力量竞争无疑是有利的。这对于我维护南海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无疑会构成不利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

一动向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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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讲武堂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4 月 16 日，《清华大学

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京发布第六辑研究报

告。报告收入 5 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郑、齐、

秦、楚诸国史事。皆为前所未见的篇章，揭示了郑国开

国时期的真实面貌，为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新

材料。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

表示，第六辑整理报告 5 篇文献中有 3 篇是关于郑国

史事的，即《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和《子

产》。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载郑国第二代国君

郑武公逝世后，夫人武姜对继任的庄公——也就是

《春秋》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那位郑伯，进行的规

诫。《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国于第一代国君

郑桓公时就已经开始东迁启疆进程。这两篇文献对

郑国初期的三代国君即桓公、武公、庄公多有涉及，

讲述了春秋之前、两周之际的郑国史事，由于记载这

一时期的史籍多有错误，这两篇文献史料价值特别

重要。

另有一篇《管仲》，采取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

讲述治国道理。还有一篇《子仪》，讲述秦晋殽之战后，

秦穆公为谋求和楚国联盟，以隆重礼仪将长期囚禁在

秦国的楚国重臣子仪送回的种种情节。

据介绍，2008 年 7 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

简，总数约 2500 枚。经碳 14 测定证实，“清华简”是

战国中晚期文物，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

书坑儒”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

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

展脉络。

“清华简”新成果揭示郑国早期历史

4月 6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山西太谷县沙子地

村的万亩枣园里，一大群村民站在一起，瞧着他们村有

史以来最稀罕的事儿：鑫鑫红枣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李智，正在操作他的无人植保机，为枣树喷洒农药。

无人机枣园洒“甘露”

只见一架翼展近 2 米的无人机，时而翻飞，时而悬

停，从一棵枣树飞到另一颗枣树，“肚子”底下喷着细密

的农药，准确均匀地洒到每一颗枣树的树枝上。李智

时而仰头观察飞机，时而操作键盘。一个红色信号灯

亮起，无人机轻盈地降落到地坪上，加装汽油和农药

后，再次起飞……

每年的 4 月份，都是太谷县这个万亩枣园“一喷三

防”的关键时节，过去需要五六十个工人身背肩扛各式

喷雾器，连续大干一个月才能完成。“光劳务费就得 10

多万元。”李智说，“这个无人机只要 2 个操作手，一天

就能喷 100 多亩地。用药量还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省

工、省力、省钱，效率高。”

太谷县的第一架无人植保机，成为了春耕一线引

人入胜的新景象。

现代农业科技扎根“黄土坡”

地处晋北黄土高坡的五台县，依托科技引领、园区

带动，让现代高效农业高科技扎了根，改变了传统农业

的种植习惯，改变着当地村民的科学素质。

4月8日，五台县科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技术人

员，正在对马铃薯组培苗进行脱毒切断的后续培养基培

育。公司经理李五平说，培育以后，可以大幅度提高马铃

薯的抗病抗旱能力，相比种植传统的马铃薯每亩可以增产

30%以上，扩繁后的优质薯苗成活率高达99%以上。

科丰农牧业公司是山西省马铃薯种薯脱毒扩繁基

地，今年承担了 6 个品种的扩繁任务，将为全县提供脱

毒种苗 500 万株、原种 200 万公斤、一级薯 2000 万公

斤。脱毒马铃薯种薯技术已经在五台县广泛推广，每

年能让全县 9万亩马铃薯实现增收 2700万元。

每天，在五台县阳白现代农业循环园区千亩蔬菜大棚

的种植基地，上万斤新鲜有机果蔬从这里销往周边各地。

通过三年的填沟造地，才建起了这千亩蔬菜大棚

种植基地。现在，从这 600 多座温室大棚里，每年生产

各种新鲜果蔬 500多万斤，产值达到 4000多万元。

不仅如此，基地和园区上游的酒厂、养牛厂、养羊

厂已经实现了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每年酒厂生产的

3000 多吨酒糟，成为这些养殖场的主要饲料来源。养

殖场产下的各种肥料又用作了园区的主要肥料。

目前这个现代农业循环园区年总产值达到 1.2 亿

元，带动周边 2000多户农户人均增收 5000元。

配套栽培技术增产增收

4 月 8 日，在山西孝义市胜溪湖街道办事处道相村

的千亩核桃林种植基地，修葺一新的核桃林路旁整齐

有序地停靠着几辆现代化农机。

“一旦地温稳定在 15℃以上，我们就开始在核桃林

下施播矮秆高粱。”市佳美地种植合作社监事长李开泰

与几名村民一边测地温一边说。

李开泰介绍，合作社从去年引进“精量播种机”在

林下施播矮秆高粱，全部运用渗水地膜覆盖技术，从点

播、中耕、收割到烘干全程一条龙机械化作业。5000亩

核桃林下套种的高粱试验示范田大丰收，亩产量增加

了 3倍。

孝义市农机中心主任李荣生介绍：“在核桃树下套

种经济作物能充分利用林下空间资源、提高土地利用

率，达到保护生态、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效果。”

孝义市是山西品牌汾州核桃主产区，该市西部山

区和中部丘陵宜栽地实现了 50万亩核桃林全覆盖，248

公里核桃林路绕穿其中。依托角盘垣、高贤垣、兑镇南

垣、下栅垣、柱濮南北垣、梧西线两侧 6个万亩集中连片

种植核桃片区、8 个 5000 亩核桃片区和 30 个千亩核桃

园区，农民人均核桃林达到 2.5 亩，核桃年均产量达到

6000吨以上，年总产值 1.2亿元以上。

除了核桃林收益，孝义市积极探索多种核桃林新

型套种模式，包括林药、林菜、林菌、林草、林粮等间作

配套技术。去年，该市在 11 个乡镇的核桃林地已套种

豆类 8万余亩，产量达到 50余万公斤。

科 技“ 稀 罕 事 儿 ”满 田 野
本报记者 王海滨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全

球性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被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可

被农作物吸收进入食物链，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并危及

人类健康。植物修复基因工程是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寻找和发掘耐受重金属毒害且

调控重金属超量积累的关键基因并阐明其作用机理，

是植物修复基因工程获得成功并从源头上控制农产品

食品安全的关键。近日，合肥工业大学曹树青教授课

题组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国际植物学著名期刊

《植物生理》上。

该研究利用正向遗传学途径筛选鉴定了一个拟南

芥耐镉突变体，利用生物技术克隆了相应的突变基因，

发现该基因编码一个转录因子 ZAT6，它可以特异性地

直接结合到控制谷胱甘肽，即植物螯合素的合成前体

物，合成的一个关键基因的启动子上，并协调激活谷胱

甘肽依赖的植物螯合素合成途径上的相关基因表达，

从而增加植株体内植物螯合素的合成，最终提高植株

对镉的积累和耐受。

“因此，可利用过量表达 ZAT6 转基因技术增加植

物对镉的积累和耐受性，为土壤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

基因工程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和技术途径。”曹树青

说，该基因及其在土壤镉污染修复中应用已获得自主

知识产权，可在其他生物量大的植物上推广并产业化

利用。

土壤耐受重金属毒害关键基因找到

新华社北京 4月 17日电 （记者华
晔迪）近 年 来 ，我 国 创 新 能 力 快 速 提

升。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我

国发明专利受理量连续 5 年世界居首，

其中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占国内发

明专利授权量的 60％以上。

这是记者从 17 日举行的 2016 年全

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获悉的讯息。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说，当前我

国高速铁路、核电、第四代移动通信、特

高压输变电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取得突

破；但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储备还有待

加强，高端人才仍十分匮乏，关键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解决。

“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

端，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深层次

体制机制的障碍迫切需要革除。”王忠

禹说，广大企业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进一步推动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大

力推进技术创新，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在高端制造领域占得先机；另

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有利于转变

经营模式、商业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体制和机制。

新产业培育被视为创新驱动发展

的重要着力点。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委员邵宁看来，现阶段我国新一代

产业培育有两个方向，一是发展高端服

务业，当前我国居民新增消费将越来越

多地转向高端的生活服务业，同时，包

括企业管理咨询、会计师和律师服务、

信息化的综合服务在内的生产服务业

市场也已形成，这两者构成我国高端服

务业的巨大市场。二是发展新一代高

端制造业。邵宁说，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向高端化转型，

是保证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关键所在。经

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国内外产业差距大大缩小，中国

企业从外部购买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下一步中国制造

业高端化所需要的技术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

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主办，自2003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今年的会

议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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