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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加坡新翔宇航公司宣布，
由该公司研制的“飞行汽车”已完成室内
测试工作，将于明年下半年在美国投入
运营。届时，人们乘“飞行汽车”上学、
上班有望变为现实。

近年来，随着全球各大城市交通拥堵
问题日益严重，“飞行汽车”这种可同时利
用地面和低空资源的交通工具备受关
注。业内人士认为，“飞行汽车”或将有效
突破现有交通困局。美国、法国、德国等
汽车和航空生产企业已率先研发和生产
出了造型各异、风格不同的“飞行汽车”，
并于2018年在瑞士日内瓦国际汽车展上
首次亮相。

目前，“飞行汽车”尚无世界统一冠
名和行业技术研发标准，各国研发生产
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阶段。美国、
欧盟、日本和新加坡等纷纷加大科研经
费和人才投入力度，相关产品已投入试
验和实际应用，初步实现了“点对点、
门对门”的通行。随着技术和产品不断
推陈出新，人类有望迎来“飞行汽车”
的应用时代。

历经百年的探索

“飞行汽车”也称作“空中汽车”
“汽车飞行器”等，顾名思义，是指能在
低空中飞行的新型汽车。它具有汽车地
面行驶和飞机空中飞行两栖功能，是现
代汽车生产技术与飞机制造高新技术的
融合体。

“飞行汽车”从设想、设计、研发、
生产、试验成功到初步应用，经历了漫
长的过程。1917 年，美国航空先驱、著
名飞机设计师格伦·寇蒂斯第一次向人
们展示了“飞行汽车”这种新型交通工
具的原始雏形——一部三轮“飞行汽
车”，虽然实现了一些短距离飞行式跳
跃，但没有飞上天空。

20世纪40年代，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创办人亨利·福特鉴于汽车、航空技术
的快速进步和发展，提出了“飞行汽车
迟早会出现”的科学预言。20世纪50年
代以后，国际汽车等领域开始了现代

“飞行汽车”的研究活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飞行汽车”

研制在美国获得成功。一位名叫莫尔·
泰勒的美国人将现代汽车与航空技术成
功融合，生产出一种既能在地上跑，又
能在空中飞行的“飞行汽车”，并获得政

府有关部门签发的飞行许可证。然而，
泰勒首创的“飞行汽车”装有比车身宽5
至 6 倍的平直固定翼，在公路上行驶或
起降时，会影响正常交通秩序，最终没
有投入实际应用。

真正意义上的“飞跃”

直至 2009 年 3 月，真正意义上的世
界首辆“飞行汽车”——“飞跃”在美国首
次试飞成功。它可在 15秒内从一辆有两
个座位的公路汽车变身为一架飞机，并配
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电子计算机自控系
统以及卫星控制技术等高端科技装备；由
于容易使用和维修，驾驶员无须掌握像飞
机飞行员那样的高难驾驶技术；且加满油
箱一次可飞行约800公里，飞行速度约为
每小时185公里。

2010 年 7 月，美国特拉弗吉亚公司
制造的“飞行汽车”被美国航空主管部
门允许投入商业性生产。日前，该公司
经理卡尔·迪耶特里克透露，“他们已经
收到数十个‘飞跃’新版的订单，每辆
车售价预计为 20 万美元”。从长远来
看，这种可节省大量时间的“飞行汽
车”在不断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有可能
打败普通汽车。

2015 年 2 月，全球第一辆飞行折叠
汽车问世——美国特拉弗吉亚公司又公
布了一款名为“TerrafugiaTF-X”的概
念飞车。该车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传动
系统，设有 4 个座位，可像普通汽车一
样驾驶，还可实现垂直起飞和着陆，飞
行距离将超过 800 公里。但这款概念飞
车的开发过程可能要持续8至12年。

2017 年 4 月，斯洛伐克初创公司
AeroMobil 对 外 揭 开 其 首 款 “ 飞 行 汽
车”商用设计的神秘面纱，并发布了第
一款商业飞行汽车。该公司表示，这款

“飞行汽车”已做好接受预定的准备，预
计在2020年交付使用。

2018年3月，荷兰PAL-V公司推出
了 最 终 量 产 版 “ 飞 行 汽 车 ”， 并 将 在
2019 年上市，售价约为 60 万美元。该

“飞行汽车”由碳纤维、钛和铝制成，重
达 680 公斤，起飞时需要 165 米跑道。
在陆地上驾驶时，其最高行驶速度可达
160 公里/小时；飞行状态时，最高飞行
速度可达 180 公里/小时。统计显示，该

“飞行汽车”最高飞行高度约为 3352
米，最远飞行距离约为563公里。

市场空间加速释放

对于很多汽车制造商来说，“飞行汽
车”是不可错过的机遇。一旦在法律、安
全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获得进一步突
破，“飞行汽车”潜在的庞大市场空间将加
速释放，带动相关产业迅猛发展。

近几年，我国企业也开始关注“飞行
汽车”。中国西安美联航空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已率先研制出我国首架“MY-ABC”
型飞行汽车。它采用固定翼设计，机翼可
以折叠，可以乘坐两人，发动机动力强劲，
并 可 以 在 水 面 起 降 ，是 一 款 三 栖 飞 行
汽车。

2017 年，美国最大“飞行汽车”公司
特拉弗吉亚被浙江吉利公司全资收购。
2012年，特拉弗吉亚曾发布了第一款“飞
行汽车”——“飞跃”的迭代版本车型，可
实现空中续航 640 公里，以及机翼可折
叠、可自动飞行等。而其量产版本在动力、
加速、内饰、安全性和空中配套方面进行
了全方位升级，包括混动引擎(磷酸铁锂
电池)、飞行加速、更舒适的乘坐体验和更
大的行李空间、安全带/气囊/三后视摄像
头成像效果改进，以及引入飞行信息系统
和降落伞系统。这一全球首款量产“飞行
汽车”已于 2018 年 10 月开启预售，首批
用户对美国开放。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制约“飞行汽车”
发展的因素仍有很多，主要包括：许多国

家对此没有明确立法，无法确立“飞行汽
车”身份和运行的合法性。而在相关运营
和管理上，涉及道路交通、航空运输、城市
管理、社会治理、人身财产安全等许多领
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综合深入研究和
探讨，只能稳妥慎重地一步步推进。此
外，“飞行汽车”的设计全球尚无统一技术
标准，外观造型、起降模式、飞行高度、飞
行载荷、飞行速度、飞行距离、驾驶资质要
求等不尽相同。并且，相关项目从研发到
产出资金投入大、周期长、成本高、风险
大。整体来看，“飞行汽车”尚在试验应用
的初级阶段，近中期内只能提供“点对点、
门到门”的特殊服务，尚不能广泛推广
应用。

尽管“飞行汽车”还有许多不足，但现
有研究成果和技术已经颇具规模，加之经
济和科技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智慧
城市建设需求，“飞行汽车”大体上会经历
与传统汽车类似的成长过程——技术上
从无到有，消费市场由小到大。

而随着研发技术不断提升，以及应用
安全和便捷性能日趋提高，“飞行汽车”可
能成为继地面传统汽车、火车，空中飞机，
海上舰船之后的第五种大众化出行方式
和交通工具，最终进入千家万户。这不仅
将缓解和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还
可带动钢铁、电子、工业设计、自动化和网
络技术等行业的发展，以及应用于救援、
消防、地质勘查、旅游、探险等众多领域，
发展前景广阔。

“飞行汽车”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蔡本田

汽车自 1886 年在德国

诞生以来，彻底改变了人类

生活的出行方式，逐渐成为

使用频率最高的代步工具。

但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城

市交通问题随之而来。

由此，人们将目光投向

城市低空资源——“飞行汽

车”应运而生

我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利用
茶已有千年的历史，很多人都很喜欢喝
茶。不过，最近网络上有消息说：喝茶对
心脏不好，甚至会导致心脏病。这是真的
吗？

其实，喝茶并不会对心脏不好，甚至
还可能有益——这要从茶叶中的特殊成
分说起。茶叶通常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抗
氧化物质，如茶多酚、儿茶素等，这些物质
赋予茶诱人的香味。除此之外，茶叶中还
含有很多咖啡因。在泡茶过程中，这些物
质会有一部分溶解到茶水里。所以，茶其
实是一种含有多种植物抗氧化物质和咖
啡因的饮品。

而茶叶中丰富的茶多酚等抗氧化物
质，能够清除人体自由基，对健康有一定
好处。从目前的大量研究来看，喝茶对心
脏和心血管是有好处的——可能会通过
减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胆固醇”）

的方式,显著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美国心脏学会杂志》一项研究耗时6

年，分析了8万多名中国人血液中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的变化与喝茶
的关系。结果显示，长期坚持饮茶的人
HDL-C水平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降低8%，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我国《食物与健康-科学证据与共识》
对茶叶与健康相关研究汇总分析后认为，
饮茶可以降低糖尿病、脑卒中、心血管系
统疾病的发病风险。所以可以认为，喝茶
对心脏不仅没有害处，可能还有好处。

然而，由于茶叶中含有咖啡因，一些
人喝茶太多会导致心悸等不适感，因此有
人担心喝茶对心脏不好。其实，这是正常
现象，民间称之为“茶醉”。只要适量饮
用，并不会有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于咖啡因的研究比
较充分，权威健康机构都认为适量饮用

咖啡、摄入咖啡因并不会对心脏造成损
害。比如，美国心脏病协会、欧洲心脏
病学会、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
协会等机构认为，健康成年人适量饮用
咖啡 （每天 1 至 2 杯，咖啡因约 200 毫
克） 不会增加患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与咖啡相比，茶叶中的咖啡因要少得
多。一杯茶中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仅为40
至 80 毫克，不到一杯同等咖啡的一半。
所以，一些比较淡的茶，比如白茶、绿茶，
每天饮用3至4杯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
些比较浓的茶，比如黑茶，咖啡因含量会
多一些，但饮用2杯也不会有问题。当然，
如果您喝完茶后真的心脏、头部特别不
适，那就尽量不喝或者少喝。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7》数据显
示，我国心血管患病人数已达2.9亿，心血
管病死亡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40%，高于

肿瘤及其他疾病，处在首位；并且，患病率
和死亡率还处于上升阶段。从目前的研
究来看，也许每天喝点茶还能降低心血管
疾病风险，对身体有益。

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喝茶的方式可
能不对，如何喝茶才有益健康呢？

一是不要过量饮茶或饮茶过浓。大
量喝茶，除了咖啡因摄入太多、太浓，茶中
的鞣酸还可能影响铁的吸收，对健康并没
有好处——建议每天喝茶不要超过 4
杯。二是每天喝茶最好安排在下午，不宜
太晚，以免影响睡眠。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应尽量远离含糖的茶饮品。目前没有
证据表明，含糖茶饮料也具有心血管保护
作用。所以，不能以茶饮料代替饮茶，更
不要为了保护心血管健康而刻意饮用茶
饮料。

（作者系食品营养与信息交流中心科

学与技术部主任）

喝茶对心脏不好？其实是方式不对
阮光锋

国际顶级期刊《科学》日前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徐华强团队和王明伟团队、浙江大学基础
医学院张岩团队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
的合作研究成果——应用冷冻电镜技术精准解析了1
型人源甲状旁腺激素受体（PTH1R）与Gs蛋白复合物
的三维结构，揭示了其长效激活状态下的分子动力学
机制，为创制治疗骨质疏松症、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和
恶病质等疾病的新药奠定了坚实基础。

甲状旁腺激素（PTH）是一种典型的内分泌激素，
是调节血钙水平的关键因子，对维持肌体离子稳态和
骨骼健全至关重要。PTH 与在骨细胞和肾脏细胞中
高表达的 B 类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家族成员
PTH1R特异性结合后，可激活下游信号通路，调节体
内的钙磷代谢。因此，PTH1R 是公认的骨质疏松症
治疗靶点，相关药物已应用于临床。

为精准解析 PTH1R，上述团队的科研人员在徐
华强和王明伟的分工协调下密切合作、刻苦攻关，先后
突破了受体表达量低、蛋白稳定性差和复合物形成难
等技术瓶颈，获得了长效配体 LA-PTH 与 PTH1R及
Gs蛋白结合的复合物，并解析了其三维结构。

这是首次报道的全长激活状态PTH1R的立体结
构，以及首个处于长时激活状态下的GPCR三维结构，
并同时阐明了持续激活时细胞内环磷酸腺苷（cAMP）
信号的传导机理。由于复合物结构的高分辨率，科研
人员还意外发现了许多有序排列的脂质和胆固醇分子
围绕在受体跨膜区，这种现象可能具有稳定受体构象
的效应。

既往研究推测，内源性配体通过“两步模式”结合
并激活 B 类 GPCR。然而，人们对配体如何从受体上
解离却知之甚少。甲状旁腺激素既能快速激活其受
体，又可迅速解离。科研人员借助长效激动剂延长了
其在受体上的停留时间，随后通过精巧细致的三维分
类技术捕捉到了配体从受体上解离的过程。该研究成
果增进了我们对B类GPCR分子识别机制的认识。

PTH1R结构与功能获揭示
为相关新药创制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近日，大连化物所吴忠

帅研究员团队发明了一种三维石墨烯/纳米碳管多孔

气凝胶材料，并将其应用于锂硫电池的硫单质载体和

中间层一体化正极，获得了兼具高体积能量密度和优

异循环稳定性的锂硫电池。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

期刊《纳米能源》上。

锂硫电池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具有应用前景的高比

能电池。但由于硫单质存在质量密度低、导电性差，以

及充放电过程中活性物质体积膨胀大，多硫化物穿梭

严重等问题，导致其体积能量密度普遍较低、循环性能

较差，大大限制了锂硫电池的实际应用。因此，如何同

时提高锂硫电池的质量和体积能量密度，并延长其循

环寿命是目前锂硫电池应用研究的瓶颈之一。

该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维石墨烯/碳纳米管多

孔气凝胶材料，并同时将其应用于锂硫电池的硫单质

载体和中间层，成功构筑出自支撑、无金属集流体的一

体化正极材料。该一体化正极材料具有很高的压实密

度、优异导电性、良好的机械柔性，将锂硫电池的体积

能量密度提高了 3 倍，而且有效解决了锂硫电池中由

于多硫化物穿梭而导致的循环稳定性差难题。在大电

流的条件下，电池能够稳定循环500圈，且容量几乎没

有衰减，表现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这种硫单质载体

和中间层一体化正极结构的设计策略为构建高体积能

量密度、长循环寿命的锂硫电池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科学家发明新型纳米材料
可大幅提高锂硫电池性能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深圳海关联合厦
门大学成功研发芬太尼现场快速检测方法，可在口岸
查验现场快速实现芬太尼类新型毒品的鉴定，从而更
有力打击芬太尼类物质走私。

芬太尼类物质属第三代新型毒品，是人工合成的
强效麻醉剂，其镇痛效果是吗啡的100倍。5月1日起，
我国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据悉，该检测方法采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可
对芬太尼整类化合物现场快速定性检测，仅需将待测
物溶液 2 至 5 微升滴于芯片上，置于便携式拉曼光谱
仪的检测池检测即可，耗时约为 10 秒。此外，该检测
方法灵敏度高，可达到 ppm 级别（百万分之一），且可
实现包裹外包装残留物检测，“无须开包，即可检测”。

芬太尼快速检测方法问世

预防高血压 远离二手烟

垂直起降陆空两用城市飞行器效果图。 （资料图片）

2018年日内瓦车展上，奥迪带来的飞行概念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