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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解孩子放学与父母下班存在时间差的难题，
今年起，山东省威海市城区各小学免费开展课后托管
工作，不但保障了孩子们的安全，还通过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快乐的课后时光。图为 5 月 19 日，
在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小学托管班，孩子们在
看机器人跳舞。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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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胶囊炮弹”一样发射
2013年，被称为“科技狂人”的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发布

了名为 《超级高铁缘起》 的白皮书，提出了他的“超级高铁”概念。这种“超级高铁”
采用磁悬浮技术，形似胶囊的悬浮舱搭载乘客或货物在近乎真空的管道中运行。这种管
道可以大幅减少悬浮舱运行的空气阻力，只有海平面空气阻力的1/1000，相当于在4.5万
米高空飞行，像发射炮弹一样将车厢发射至目的地。因此马斯克的“超级高铁”运行时
速可达750英里 （约1230公里／小时）。

因为是逐渐加速且运行在可控的环境中，列车运行会很平稳。根据马斯克的设想，
如果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修建一条这样的管道，往来两地的车程将可缩短到35分钟，
与传统交通工具相比，开车需要6小时，传统火车更是要整整一天。而且据称这样一条
管道的建造成本只有加州在建高铁项目的1/10。

马斯克声称自己没有精力完成这个项目，于是由创业公司“Hyperloop One”接手。
近日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
荒漠进行的“推进系统”
测试中，实验滑车两秒钟
加速到约 640 公里／小时，
获得了成功。

“Hyperloop One” 公
司首席执行官罗布·劳埃德
预计，如果此次测试获得
的 成 果 可 以 被 复 制 和 应
用 ， 这 种 管 道 高 铁 将 在
2019 年 实 现 货 物 运 输 ，
2021 年提供客运服务。他
认为，管道高铁将成为一
个全球性的运输网，只不
过在这之中我们移动的是
原子，而不是数据。

中国“第二代高速环线”设备建成
“真空管道高铁”的概念并非美国独有，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提出甚至早于美国，我国

“超级高铁”设想的时速也将达600~1000公里，足以取代飞机。2003年5月，高温超导领
域的博士赵勇出任西南交大超导研究开发中心 （现超导与新能源研究开发中心） 常务副
主任，学校投入 800多万元购置了两台超导物理性质测量设备。自 2003年起的 8年时间
里，在赵勇的带领下，他的团队将“真空管道磁浮车”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一个模型
实体。

2011年，全球第一个同时结合真空管道、磁悬浮及线性驱动的完整真空管道试验设
备在西南大学超导中心诞生。2014年，西南交大建成了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原型
测试平台。不过碍于实验环线的半径仅有6米，当时测试车辆的最高速度只达到了50公
里/小时。

2015 年底，第二代高速环线设备建成，研发团队将轨道铺在管壁上，形成“壁挂
式”磁悬浮列车，能有效解决实验室中轨道半径太小所带来的离心力问题，常压下的实
验车平均时速已经提升至 82.5 公里。且团队成功将管道真空的极限压强降到了 1335 帕

（一个大气压等于101325帕）——这相当于抽掉了管道中99%的空气。
据赵勇团队介绍，目前真空管道悬浮车常压下最高平均时速已经提升到 100km 左

右，且磁悬浮系统在时速100km高速运行下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最大瞬态时速
达到了 108公里，无论在高温超导磁浮还是在真空管道磁浮领域的研究中，这都是实际
运行的最快速度，同时 108 公里的瞬态时速也超过了国产常导中低速磁浮的运营时速。
在该设备的第二阶段调试中，有望突破时速 200公里，直接从实验角度验证高温超导磁
浮应用于超高速载人交通工具的可能性。

中国“超级高铁”设想的核心原理与美国相似，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进展可以说
快于美国，美国的类似项目现在仍处在各部分独立测试阶段，比如“Hyperloop One”公
司展示的就只是推进系统，而西南交大这一项目则已经进入整体系统实验阶段，在项目
开发上走得更快。

我国多条磁悬浮线投入运营
虽然“真空管道磁悬浮车”暂时没有办法实现，但普通的磁悬浮列车早已进入公众

的视野。早在1922年，德国工程师赫尔曼·肯佩尔就提出了电磁悬浮原理，并于1934年
申请了磁悬浮列车的专利。世界上首条商业运营的磁浮列车线路是1984年英国伯明翰机
场的低速磁浮铁路，但现已被拆除。

今年5月6日我国长沙磁浮快线投入载客试运营，这是我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路线。长沙磁浮快线西起长沙南站，东至长沙黄花，采用磁浮列车3
辆编组，最大载客量为363人，设计最高速度可达100公里/小时。在试运营中，列车计
划以6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行，最高速度达到80公里/小时，从长沙南站至长沙黄花机场
T2航站楼全程运行只需19分30秒。

由于没有轮轨的摩擦震动，车辆在时速80公里运行时的噪音很小；最小转弯半径只
有50米，仅为地铁的1/2，适合在市区内建筑间穿行，可最大限度避免拆迁；其爬坡能
力也很强，可在100米内爬上2层楼的高度，一般轮轨交通最大爬坡能力仅为其1/2。至
于颇具争议的辐射问题，经权威机构检测，也不用担心。运行期间，有记者做过测试，
烟、水杯立于地面均平稳不倒。另一方面，该型交通系统总成本约为2亿元—2.5亿元/公
里，低于地铁交通系统的总成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表示，长沙中低速磁浮工程列车的成功研制，使得我国轨道
交通产业主机企业及其产业链攻克了中低速磁浮列车系统集成技术的关键点。也填补了
中国中低速磁浮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运用领域的空白，在世界中低速磁悬浮
列车技术领域居于一流水平。

在长沙磁浮快线开通之前，上海磁悬浮列车已于2003年正式开始商业运营，全长近
30公里。同年，西南交大在四川成都青山磁悬浮列车线完工，该磁悬浮试验轨道长 420
米，主要针对观光游客。北京磁悬浮示范线也正在建设之中，预计2017年底开通。

美国首次“滑车”测试成功 中国第二代设备加紧实验

“超级高铁”竞赛谁能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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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模型车从轨道上冲出去，两秒内到达近百米外，撞到沙堆后减速停车。从公布
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创业公司“Hyperloop One”开发的推进系统首次户外测试情
况。作为“超高速管道高铁”一部分，推进系统测试成功吸引了众多目光，许多人在期
待“超级高铁”的实现。回望我国，长沙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的商业运营，西南交通大学
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原型测试平台的建成，都在昭示着“超级高铁”已踏上征途。

高科技成果亮相
国际警用博览会

本报电（记者赵树宴） 第八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
博览会 5月 17日至 2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
届警博会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瑞
士、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6家参展商。

展出的警用装备引来阵阵喝彩，观众大开眼界。
其中，中国雄鹰集团展出的世界先进水平飞鹰系列警
用无人机和 XY7.62mm 高精度狙击步枪等特别引人瞩
目。飞鹰系列警用无人机主要采用旋翼形式布局，碳
纤维机架，组合式折叠结构，快速安装接口，携带方
便。同时，该系列无人机可搭配降落伞与安全气囊来
保证无人机使用的安全性。

XY7.62mm 高精度狙击步枪是从公安、武警的实
际需求出发，通过潜心设计、精密加工，采用新工
艺、新材料、新技术制作出的一款高精度精确打击武
器。经国家靶场初步性能摸底试验和狙击手试用，结
果表明该产品精度高、寿命长、故障率低，其总体性
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本报电（记者彭训文） 近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联合小站教育发起的“希望小站”远程英语教育支
教公益平台在京启动。该项目将为偏远地区的希望小学和
普通乡村小学的英语教师提供免费英语培训。主要方式
为，将小站教育的英语教育培训资源放在淘宝教育在线学
习平台传播，乡村教师通过捐助的硬件设备学习。

据悉，该计划首批辐射到全国近 1.9 万所希望小
学，未来将推广至我国20多万所农村小学。

本报电（记者柴逸扉） 5月19日，由科技部、江苏
省科技厅指导，国家高新区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和创
业黑马联合主办的“2016 环保创新创业大赛”在京启
动。科技部、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创业黑马
运营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

此次大赛将于8月在北京、9月在江苏南京、10月在
江苏宜兴举办多场选拔赛，并穿插名企参访、行业论坛等
丰富活动，并在2016年10月底第四届环保科技与产业工
作推进会上举办总决赛。今年大赛将继续引入导师制，为
参赛项目建言献策。同时，导师和投资机构会有较为明确
的投资意向，使得创业企业获得更大的投融资机会。

虽然很多人都看好“超级高铁”(管道高
铁） 的未来，“Hyperloop One”公司也获得了
新一轮的融资，但不能否认，“超级高铁”在
完全实现之前还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

除了一些技术难题需要克服外，管道高铁
的成本也是一道需要跨过的坎。虽然根据马斯
克的计算，修建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管道高铁
只需要 60 亿至 70 亿美元，远远少于加州高铁
项目的 680 亿美元预算。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
为，这一估计过于保守。马斯克的方案“乐
观”地认为几万公顷土地只需花10亿美元。

加利福尼亚州高速铁路管理局发言人莉
萨·玛丽·阿利说，管道高铁会遇到其他大型基
础设施工程都会遇到的问题，诸如融资、征
地、环境许可以及其他各种审批手续，“每一
样都不容易”。有研究表明，90％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项目的实际造价都超出预算，平均超出
幅度为45％。

我国门头沟修建的S1线磁悬浮列车，其成
本据报道就超出预算。原本称中低速磁悬浮每
公里成本仅有 2 亿-3 亿元，但事实却并非如
此。以北京S1线为例，西段环评报告显示，工
程平均每公里造价6.42亿元。在国防科技大学
磁浮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总设计师常文森看来，
其中不少资金是用于拆迁、环境建设等与线路

工程无关的项目。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两院院士沈志云也提

到过中国“真空管道交通”面临相似的困境：
“技术上不存在太大问题，但成本太高了。这
么长的隧道，还需要抽气，地铁修一公里需要
8个亿，真空管道一公里10个亿也下不来。”我
国“超级高铁”团队负责人赵勇也在近期接受
的采访中坦承，缺乏资金支持是我国真空管道
高铁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

就算“超级高铁”建设成功，除巨额的成
本之外，商业化的运营也是一个问题。我国已
进入商业化运营的上海磁悬浮列车因为造价
高，维护费用也高，因不在市区，客流量比预
计的小，一直处于亏损之中。虽然面临着上海
亏损的先例，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晓明表示，对这个中低速磁悬浮项目，
湖南省、长沙市都是经过慎重考量的，就地
铁、轻轨的综合造价与中低速磁悬浮系统进行
了比较，认为后者拥有较高的性价比。

将来，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磁悬浮列车
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真空悬浮管道高铁也会
离我们越来越近。根据现在理论上的设想，这

些技术的达成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

改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脚踏实地

攻克一道道难关。

““超级高铁超级高铁”：”：脚踏实地才能贴地飞行脚踏实地才能贴地飞行
周 咏

“希望小站”平台运行

环保双创大赛启动环保双创大赛启动

雄鹰集团展出的飞鹰系列警用无人机 （上图） 和
高精度狙击步枪 （下图）。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真空胶囊”高铁示意图“真空胶囊”高铁示意图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道格拉斯参观西南交大真空管
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原型测试平台。

（西南交大超导与新能源研究开发中心供图）

超级高铁效果图

据新华社成都5月20日电（记者吴文诩） 记者20
日从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了解到，经过一年试运
行，四川省全息影像通用服务平台将于当日正式启
用，该平台具有全省遥感影像实时化获取、集群化处
理、网络化分发和社会化服务能力，是面向全川提供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分发服务的权威渠道。

2015 年，四川省建成全息影像通用服务平台。平
台提供的原始影像数据，1米至 2.5米分辨率卫星遥感
影像覆盖了四川省全域，0.5米至 1米分辨率航空航天
遥感影像覆盖达 72.9％，0.5 米至 5 米分辨率雷达影像
覆盖达 7.5％，优于 0.2 米分辨率航空影像覆盖全省 21
个市 （州） 城镇及其他重点区域。

四川启用全息影像
通用服务平台

山东威海小学
免费开展课后托管
山东威海小学

免费开展课后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