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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在“ 巴

拿马最佳”拍卖会上，一款

来自巴鲁火山脚下的水洗瑰夏

咖啡拍出每公斤超过 1 万美元的高价；

产自巴拿马的精品咖啡总成交额超过

108 万美元，平均每公斤超过 868 美元。

“巴拿马最佳”咖啡生豆大赛起始

于 1996 年，是最早的国际咖啡生豆比赛

之一，由巴拿马精品咖啡协会主办。每

年比赛结束后，“冠军豆”会向来自世界

各地的买家开放竞拍。

在你追我赶的喊价声中，巴拿马咖

啡出口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据巴拿马

国家数据和普查局统计，2002 年巴拿马

咖啡出口量近 5500 吨，出口总额约 940 万

美元；而在 2023 年前 9 个月，巴拿马出口

咖啡不到 1600 吨，出口总额却接近 2750

万美元。

“事实上，巴拿马咖啡以前是便宜货

的代名词。”巴拿马咖啡品鉴师玛丽亚·鲁

伊斯告诉记者，巴拿马最早以种植商业咖

啡豆为主，但产量无法同巴西、哥伦比亚等

传统咖啡大国竞争，在国际上并没有定价

权。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商业化种植

不断普及，国际咖啡价格一路走低，而以小

农经济为主的巴拿马咖啡产业难以实现规

模化生产，当地传承多代的咖啡庄园一度被

逼入绝境。

“精品化，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以此可与

商业咖啡豆进行差异化竞争。”鲁伊斯说。

她来自博克特地区的“咖啡世家”，为了帮助

家族产业实现精品化转型，她于 1988 年出国

深造，成为巴拿马最早的咖啡品鉴师之一。

“不同于商业咖啡追求口味的标准统一，精品咖啡更照顾不同的

个性口味，要求生产者更了解顾客喜好。”鲁伊斯表示，欧美国家当时

是巴拿马精品咖啡的主要目标市场。

在巴拿马精品咖啡协会主席亨特·特德曼看来，巴拿马咖啡产业

精品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品牌和创新：一方面，巴拿马咖啡庄园大

都传承多代，依靠稳定的产品质量树立自有品牌；另一方面，得益于

分散式经营，巴拿马咖啡庄园相比大型咖啡企业更愿意接受新品种和

新工艺，更能适应精品咖啡复杂多变的生产需求。

瑰夏咖啡是巴拿马咖啡产业精品化转型成功的代表。瑰夏咖啡

起初作为抗病害品种被引入巴拿马。20 世纪 90 年代，博克特的彼德

松家族尝试在一处咖啡叶锈病肆虐的高海拔农场种植这种咖啡，却意

外发现了这种咖啡具有层次鲜明的丰富口味。2004 年，彼德松家族的

高海拔瑰夏咖啡夺得当年“巴拿马最佳”冠军，瑰夏咖啡从此走向世界。

如今，彼德松家族的庄园更像是一处咖啡实验园：收获的咖啡会根

据种植海拔、地点和时间等生长条件差异严格分批，之后分别经过日

晒、水洗、厌氧发酵等不同处理流程，烘焙后交由咖啡品鉴师进行杯测，

庄园再根据成品的质量和风味为后续生产销售制定不同策略。庄园内

还有一座现场实验室，研究人员在这里监测咖啡树生长参数，同时分析

不同处理流程对咖啡风味的影响。

“科学化生产是巴拿马精品咖啡的未来方向。”彼德松家族庄园市

场营销负责人蕾切尔·彼德松说，精品化转型大幅增加了巴拿马咖啡种

植产业利润，反哺农业科技研发，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特德曼认为，随着年轻消费群体不断扩大，精品咖啡消费也将更加

日常化。从瑰夏咖啡胶囊、速溶瑰夏咖啡等新产品形式到互联网营销

等新销售模式，原本主要在高端咖啡厅销售的巴拿马精品咖啡正在走

入消费者的家门。

同时，这些洋溢着花果香味的中美洲咖啡也在东方遇到自己的

“瑰丽夏天”。特德曼说，现在大部分巴拿马精品咖啡都销往中国、日

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中国是巴拿马精品咖啡

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

（据新华社电）

火山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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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昊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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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续航焦虑”、充电问

题等一直制约着电动汽车的发展，主

流的解决方案集中在提高电池续航

能力、增加充电桩数量两方面。但其

实，我们也可以放飞一下思绪，从别

的地方想想办法，比如——路。

近日，北美地区第一条无线充电

道路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正式亮

相，支持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充

电。用当地媒体的话讲：“一切就像

魔法。行驶的电动汽车被道路‘隔

空’充电了。”

无 线 充 电 道 路 的 奥 秘 藏 在 地

下。这种充电方式采用了类似于手

机无线充电的技术：在道路下面铺设

电磁线，连接电网以获取能量，并在

道路上方产生电磁场，以电磁感应方

式将能量传输到电动汽车的能量接

收器上。如此，电动汽车便可以获得

能量补给，实现边行驶边充电。

即充即走，边走边充，无线充电

道路看起来很像一项会“改变游戏规

则”的技术解决方案。

其实也无需将所有道路都改造

成无线充电道路，只要在适当的地点

设置“充电车道”，就可以像“加油站”

一样支持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充

电。有研究人员表示，只需要把现有

公路的 20%改建成充电公路，电动汽

车就可以畅行无忧，电动化转型的

“进度条”也会进入倍速模式。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这是技术

进步带来的美好愿景。试想一下这

样的未来，电动汽车在道路

上 边 行 驶 边 充 电 ，如

果再在道路上连接太阳能、风能发电

装置，可再生能源不断转化成电能传

输给行驶中的电动汽车，或将让电动

车实现动力不竭。再比如，无线充电

道路系统还能和智慧交通、智能电网

连接，协同优化能源、道路的使用效

率和安全系数。

瑞典是无线充电道路发展的“先

行者”。早在 2016 年，瑞典就在哥特

兰安装了一段 1.6 公里长的“感应充

电”道路，支持车辆边行驶边充电；

2018 年，瑞典交通管理局在斯德哥

尔摩郊外 2 公里长的路段上引入了

世界上第一条充电轨道，支持电动卡

车从电动轨道接收动力。就在不久

前，瑞典决定于 2025 年开通世界上

第一条永久性电气化公路，以实现超

过 3000 公里的道路电气化。

目前，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和

英国等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在积极探

索无线充电道路技术，多个国家已从

2023 年开始在城市道路上开展短距

离无线充电道路试点。此外，很多企

业也闻风而动，包括特斯拉、丰田、宝

马等车企已纷纷入局开发汽车无线

充电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国也在加紧布局。2022 年，

我国在成都开通了国内首条无

线充电公交线路，高速

公路无线充电也

在积极规

划中。2023 年，《关于进一步构建高

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

发布，其中提出加强包括无线充电在

内的新型充电技术研发。

技术成熟，并不代表能实现大规

模商用普及，尤其是道路建设，需要

综合考量技术可行性和经济适用性。

比如，如果为无线充电公路算一

笔账，你会发现，成本是一大障碍。

美国在底特律安装的无线充电道路，

每英里造价近 200 万美元。以这样

的成本来看，如果要在整座城市或高

速公路上大规模铺设，将会是一笔天

文数字。

再比如，电能传输效率低，易造

成电力损失、缺乏相关的安全标准等

也制约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应用。

尽管目前商业化前景仍然难料，

但我们不可低估这项技术在推动交

通领域变革中的巨大潜力。如果无

线充电道路的技术足够成熟，成本再

降低，前景无可限量。

新 交 通 方 式 的 出 现

不 仅 能 给 人 们 带

来更快捷、

高效的出行体验，往往还伴随着科学

技术、能源结构、经济发展等变革，铁

路的诞生与发展就是完美的注脚。

最早的铁路雏形仅仅是两道石

板。到了 16 世纪的欧洲，为了克服

路况复杂、下雨天泥泞不堪等问题，

就出现了由两排平行石头砌成的平

板路。这一设计后来被大量用到矿

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石轨铁路”。

之后，又出现了由人力和马力拉动的

木制车辆以及配套的“木轨铁路”。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铁轨、钢轨相

继出现⋯⋯

正如铁路的演进史标记出了每

个时代的科技和工业水平，我们或

许可以从无线充电道路的发展中

窥 见 未 来 交 通 电 动 化 、低

碳 化 、智 能 化 的 发

展趋势。

边 行 驶 边 充 电

□ 孙亚军

当你测量一个物理量时，这个物

理量是不是必然有一个确定的值，等

着你去测？乍听起来，这根本算不上

一个问题，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实

际上，这体现的是经典力学的世界

观。而在量子力学看来，有些物理体

系的有些性质在被测量之前并没有

确定的值，我们所测得的值是在测量

一瞬间随机产生的。

要深入理解其中的原理，奥地利

籍 物 理 学 家 安 东·蔡 林 格（Anton

Zeilinger）所著的科普读物《光子之

舞》值得推荐。蔡林格与另外两位教

授一起获得 202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原因，正是通过实验否定了经典力

学的世界观。

一切还得从爱因斯坦说起。

爱因斯坦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

提出了相对论。其实，他对量子力学

的建立同样功不可没。他提出的光

量子假说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之

一，并且因此获得了 1921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

是的，爱因斯坦并不是因为相对

论 获 奖 的 ，他 获 奖 的 原 因 是 量 子

力学。

可随着量子力学理论基本框架

大体成型，他却越来越不满意，并开

始质疑量子力学本身的完备性。

关于量子力学，最广为人知的一

个理论就是“薛定谔的猫”。

生活中，一只猫只能处于“死”或

“活”两种状态之一。但是按照量子

力学，对于微观世界的一只“猫”，如

果我们不去“看”这只猫到底是死是

活，它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就可以处于

一种“死”与“活”的叠加状态。换句

话说，在这种情况下，猫的生死是完

全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

随着观测手段的提升而变得确定，这

就是量子叠加，也就是所谓的“上帝

掷骰子”。

量子叠加已经非常奇怪了，可如

果把量子叠加扩展到多体系统，就会

出现一种更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量子

纠缠。

仍然用猫来打比方。如果量子

世界中存在两只猫，它们甚至可以处

于“活活”和“死死”两种叠加状态。

而且，在这种状态下的两只猫，尽管

每一只的生死都是不确定的，但如果

我们去“看”其中一只，并发现它是活

的，那么另一只就会瞬间“坍缩”到

“活”的状态。反之亦然，即使这两只

猫所处的位置相去甚远。也就是说，

这两只猫的生死状态存在完美的关

联，仿佛“纠缠”在一起，这也正是量

子纠缠一词的由来。

显然，爱因斯坦不满意量子力学

竟然可以允许这种奇怪现象的存在，

于是他和两位同事在 1935 年发表的

一篇论文中进行了一番推理：

假设爱丽丝和鲍勃两个人分别

去观测这两只猫的生死。如果他们

观测的时间间隔非常短，以至于宇

宙中飞行速度最快的光都来不及在

两人之间“通风报信”，那么他们各

自 的 观 测 结 果 可 以 被 视 作 完 全 独

立 ，这 在 物 理 学 上 被 称 为“ 类 空 间

隔”。但问题是，即使在类空间隔情

况下，人们也可以利用量子纠缠观

测结果的关联性，精确“预言”出另一

个人的观测结果。也即，如果爱丽丝

看到她那边的猫是“活”的，她就可以

确定，鲍勃那边的猫也一定是“活”

的。反之亦然。

因此，对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观测

事件，爱丽丝可以精确预言鲍勃每一

次的观测结果。这只能解释为，鲍勃

的观测结果即鲍勃那只猫的生死，是

在观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而根本不

是 量 子 力 学 所 描 述 的“ 是 不 确 定

的”。这就是爱因斯坦所坚持的“定

域实在性”。

不过，也有一派研究者坚定认

为 量 子 力 学 具 有“ 非 定 域 性 ”。 尽

管两种观点完全不同，但都能够解

释量子纠缠观测结果的关联现象，

因 此 这 一 争 论 一 度 只 能 停 留 在 哲

学层面。

一直到将近 30 年后的 1964 年，

北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

“贝尔不等式”，才提供了通过实验检

验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的可能。简

而言之，对两个粒子的各种测量结果

可以组合出一个不等式，如果“定域

实在性”正确，那么这个不等式一定

成立；反之，如果违背贝尔不等式，那

么“定域实在性”就错了。而按照量

子力学的预言，从量子纠缠态出发，

应该可以找到某种违背贝尔不等式

的组合。

接下来就是实

验验证了。从 20 世

纪 70 年代起，以蔡林

格教授等 3 位诺奖得

主为代表的物理学家

开 展 了 大 量 实 验 ，越

来越严格地验证了对

贝尔不等式的违背，从

而 证 明 了 量 子 力 学 的

正确性。

此 后 ，物 理 学 家 们

除了在量子物理基础领

域继续探索外，又通过实

验 验 证 发 展 出 了 主 动 精

确操纵量子状态的技术，

使得人们可以利用量子状

态 实 现 对 信 息 的 编 码 、调

制、传输和测量，从而催生

了 一 门 全 新 的 学 科—— 量

子信息。从原理上看，量子

信息可以提供安全的通信、

超快的并行计算能力以及超

高 的 测 量 精 度 ，将 为 信 息 科

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乃至

探索宇宙的奥秘带来革命性的

突破。

尽管很难，但了解一点量

子力学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大的方面来说，理解量子力

学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领

域的新进展。比如，量子信息作为当

今物理学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应

用端倪已显现。特别是当中国科学

家和工程师团队通过“墨子号”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和地面光纤干线，将量

子通信推进到数千公里的规模，全世

界都感受到了量子信息的未来。由

此，量子通信也迎来了从梦想走向现

实的曙光。如果有了量子力学的基

础知识，至少你可以想象量子通信将

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理解科研

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动量子信

息研究的战略意义。

于小的方面来说，学点量子力

学知识也有助于我们在阅读科幻小

说时更加如鱼得水，让娱乐变得更

有质量。比如，很多科幻作品中都

出现过远距离传送的场景，例如《星

际迷航》系列。其操作方法通常是，

先对要传送的人或物体做扫描，然

后根据获取的信息，在远处重建出

这 个

物 体 。

这 会 带 来

一 个 伦 理 问

题 ，假 如 在 远 端

重建了一个“我”，不

就有两个“我”了吗？原

本的“我”和重建的“我”究

竟谁才是真的呢？但如果你

了解什么是“量子隐形传态”，你

就会明白，“扫描重建”根本行不通，

真正有科学支撑，有可能在可预见的

未来实现的是“状态的转移”。原来，

根本不会有两个“我”，从头至尾，有

且只有一个。

下次如果再有人说什么“遇事不

决 ，量 子 力 学 ”“ 脑 洞 不 够 ，平 行 宇

宙”，可以骄傲地以一名量子力学爱

好者的身份告诉他：“哦！别扯！”

不 妨 学 点 量 子 力 学

□ 肖 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