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的汽车将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零排放、 零交通事故 、 远离对石油

的依赖、 远离交通堵塞、 驾驶有趣而时

尚……这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汽车馆为

人们呈现的 2030 年城市生活图景。 八年

之后，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很多愿景已

经成为现实。 除此之外，在进口博览会汽

车展区，各大展商更想通过别具匠心的展

车告诉我们， 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

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无限可能。

喝氢排水、 清洁环保使得氢燃料电

池汽车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 在进口博

览会， 丰田、 本田、 现代等知名汽车企

业都在各自展台高光展示最新氢燃料电

池汽车产品。

本田公司带来了氢燃料电池汽车

“Clarity” （清晰 ）， 以及能够制造和供

给氢能源的小型智能加氢站和氢电转换

器 。 据了解 ， 这款车仅需 3 分钟左右即

可完成氢燃料填充 ， 加氢时间和加油相

当， 使用便利性明显超过电动车 。 现代

汽车展示的是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汽车

Nexo。 此前 ， 现代汽车已与清华大学工

业开发研究院签署谅解备忘录 ， 计划成

立 “氢能基金”， 投资氢能产业链上的创

新企业。

作为首批与进口博览会签约的车企，

沃尔沃这次带来了旗下所有主打的 7 款

进口车型， 其中新能源车型 XC90 三座版

不久前刚在海外上市。 它将原来副驾驶

的位置设计成了后排的脚踏板 ， 同时还

配备代表沃尔沃最新科技成果的时速 130

公里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带来更加舒适

的驾乘体验。 这次亮相也是这款车的中

国首秀。

在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企业传播

副总裁赵琴看来， 很多人对汽车不仅有

尺寸方面的需求， 更希望在驾驶乘坐之

余， 创造一个放松的空间和专属的私密

空间。 而三座版本的设计很好地解决了

这一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进口博览会

这个平台聆听来自各个领域和消费者的

声音。”

未来， 自动驾驶 、 互通互联和数字

化技术将成为智能汽车的标配 。 据悉 ，

面向未来出行 ， 宝马此次带来了配备 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 7 系测试车 ， 这也是

其进行实际无人驾驶道路测试的最新原

型车。 而在福特展台， 参观者有机会通

过 VR （虚拟现实） 互动体验该公司在车

辆互联通信技术领域的最新应用。

对消费者而言 ， 自动驾驶可以解放

人的双手和注意力。 未来 ， 朋友 、 家人

之间搭载无人驾驶汽车时 ， 可以充分享

受车内欢乐时光。 而对于诸如丰田等汽

车厂商来说， 他们的 “野心” 或许更大。

他们研发的未来汽车可以根据用户需求，

开放平台控制功能， 合作商可以安装自

己的自动驾驶子系统， 就跟现在的智能

手机安装 App 一样便捷， 由此囊括人们

的衣食住行。 比如丰田汽车以一家人在

“未来的一天” 生活场景为故事线， 表达

对未来新能源及自由移动生活方式的畅

想， 以期为 “电动化、 智能化、 互联化”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汽车社会贡献力量。

新电动车适用各类服务场景
丰田汽车展出的 e-Palette Concept 概念车， 是应

用了电动化、 互联化、 自动驾驶等先进技术的新一代电动汽
车， 适用于移动、 物流、 产品销售等各类服务场景， 从而为
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全新移动解决方案。 未来丰田将与中国
的滴滴公司就这款车开展合作， 目前正在设计 e-Palette

在自动驾驶开发套件以及共享服务方面的应用。

e-Palette， 准确地说， 不是一款车， 而是一个具备
自动驾驶能力的纯电动底盘。 它能与不同形式的车厢相结
合， 从而具备不同功能。 在展台上的未来生活场景中， 以
e-Palette Concept 衍生出来的移动咖啡店、 移动小型
医院、 移动办公室等， 为顾客提供 Just In Time 的各种
移动服务， 让出行更加智能便捷。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安全自动驾驶已经越来越近
通用汽车展示 Cruise AV 自动驾驶汽车的虚拟体验，

这是全球首辆无需驾驶员、 方向盘和踏板就能实现安全驾驶
的可量产汽车， 目前已在美国旧金山等地的公共道路环境进
行测试， 并计划于明年投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此外，搭载通用汽车“Super Cruise”超级智能驾驶辅
助系统的凯迪拉克 CT6 旗舰车型也亮相进口博览会。 它是业
内首项能够在高速公路上真正释放驾驶员双手的驾驶辅助技
术，为驾驶者带来安全、轻松、智能的崭新驾乘体验。

（本报记者 张晓鸣）

“科幻展品”会飞的汽车来了
由 东 方 国 际 集 团 引 进 参 展 、 斯 洛 伐 克 科 技 公 司

AeroMobil 研发而成的 “会飞的汽车”， 融合近 40 项专利
技术， 是本届进口博览会最科幻的展品之一， 这是它首次来
到亚洲。 Aeromobil 的动力来自一个具有数控单元的内燃
机， 额外动力和飞行高度能力来自最新的涡轮增压技术和系
统。 引擎重量相比传统的航天引擎有了大幅度降低， 同时达
到了现代飞行员和驾驶员对于耐久性和可靠性的需求。

据介绍， 这辆 “会飞的汽车” 可在 3 分钟内 “变身”，

从汽车运营状态切换到飞行模式， 有机翼伸出， 汽车模式最
高时速 160 公里， 飞行模式最高时速则可达 360 公里。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智慧与机械融合诠释“高大上”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总展览面积达 6

万平方米 ， 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0 余家企业参展 ， 其中不少是世界

500 强及细分行业龙头企业 。 展品技术

含量高， 给人以智慧和机械完美融合的

冲击感。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 ， 制造业产

值占全球的 20%。 同时， 中国正努力向

制造业强国转型。 这意味着 ， 中国对生

产装备不仅有数量的需求 ， 更有质量的

要求， 需要从全世界进口最先进的装备。

“进口博览会是全球顶尖技术装备企业向

中国和全球展示拿手产品的绝佳平台 。”

进口博览会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负责人

田野说， “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博览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充分展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 ， 将吸引

更多先进技术和产品来到中国。”

这一展区的展品包括材料加工及成

型装备、 航空航天、 机器人 、 自动化和

微电子解决方案等领域的尖端产品 ， 比

如价值近 2 亿元的最新型 AW189 直升

机、 最先进的五轴联动加工机床等 。 其

中， 不少是中国、 亚洲乃至世界首发产

品 ， 仅 3 号馆的亚洲首发产品就有 15

台， 在 4.1 号馆也有数十台。

“3 号馆可以说是最 ‘高、 大、 上、

老’ 的展馆。 说到 ‘老’， 是因为这个展

馆的参展商岁数最大， 很多企业都有百

年以上历史。 尤其是机床工业 ， 需要技

术积累和知识沉淀， 没有很长时间的磨

砺， 很难达到顶尖技术水平 。 这些设备

加工的精度都以微米衡量 ， 加工钛合

金等硬金属时也可以有很好的精度和光

滑度 。” 负责 3 号馆招展布展的中国机

床总公司总裁梁枫介绍， 看得出这些行

业内知名企业同台 “争奇斗艳”， 都憋着

股劲儿。

“很多企业尤其是国外中小企业 ，

原来不太了解中国这个大市场 。 进口博

览会能让全世界企业更加了解中国市场，

了解中国政府促进进口贸易的极大决心，

帮助他们和需求方精准对接。” 田野说 ，

很多展商来了以后， 逐渐认识到进口博

览会的重要性， 在搭建展台过程中不断

追加资金。 整个筹备过程中 ， 一直有没

报上名的国外公司前来沟通接洽 ， 希望

能够增加展位。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之前举办的

两场展前供需对接会上， 参展商都收获

颇丰。 田野介绍， 德国一家企业已谈成

很多订单， 立即决定预订第二届展会展

位。 还有其他一些参展商的先进展品已

被早早预订。 “通过前期的筹备和对接

会等， 参展商之间已达成一种共识———

到中国市场去。”

■本报记者 李静

展品扫描

这款机械臂刷新了世界纪录
它轻巧地将自己的“手臂”提升至 25 毫米的高度，再稳

稳地平移 30 厘米，再降至原来的高度，这一过程仅花费 0.31

秒，刷新了这一操作的全球最快速度。 这是一款来自日本那智
不二越公司的小型超速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

速度快、 精度高， 是该公司机器人事业中心工程师吴华
桐对它的精炼评价。 为了向人们更清晰地展示这款机器人的
“高分表现”， 那智不二越在此前的供需对接会上特意通过两
只机械手臂对准笔芯的方式来展现其同步性和精准度。 据介
绍， 这款机器人主要用来搬运、 组装， 能够高速、 精准地将
目标搬运至指定地点。 此外， 设计团队还充分考虑了工业应
用的实际需求。 为了减少对机床设备的干扰， 将原先的电缆
外露设计更改为手腕内收纳电缆的设计。 这样在一些狭小的
生产空间内， 机械手臂也能进行操作。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工业智能穿戴设备国内首发
智能眼镜、 智能手表……这些智能穿戴设备未来不仅将

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工业领域也将大有所为。 霍尼
韦尔将展示全新的免持可穿戴技术 Skills & Safety 智
能穿戴设备， 可帮助产业工人更加安全、 可靠、 高效地完成
工厂内或外勤现场的任务。

该设备配备头戴式显示屏， 不仅能按照语音指令显示实
时数据、 文档、 工作流程及健康和安全信息， 还能让现场工
人实时连线远程专家。 新技术采用免持移动计算、 增强现
实、 工业物联网和移动软件等领域的最新技术， 结合免持可
穿戴计算机和霍尼韦尔的工作流解决方案， 可为现场作业尤
其是危险位置的现场作业提供支持。 凭借该新技术解决方
案， 工人不仅能高效完成作业， 还能学习到先进技能。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数字影像巨头绘制未来工厂
佳能在数字影像领域的技术早已家喻户晓， 不少摄影

“发烧友” 都以拥有一台佳能影像设备为傲。 在 300 平方米
的展示空间里， 佳能将向人们展示它的更多可能性， 包括智
能工厂解决方案、 智能医疗、 智慧互联办公、 特殊介质打
印、 环保数码印刷、 智能民生救援、 影像产品等七大领域的
丰富产品和解决方案。

中国当前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如何从
“制造” 走向 “智造” 成为不少人思考的重要课题。 对此，

佳能给出的答案是———智能工厂。 在未来的智能工厂时代，

即使人们远在千里之外， 也能清晰 “看见” 工厂内部的实时
运作。 佳能将在现场展示一款全高清网络摄像机和他们自主
研发的两款软件———制造现场异常监控录像软件、 制造现场
图像处理软件。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田公司将展示氢燃料电池汽车 “Clarity”， 使用便利性明显超过电动车。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机械手在千纸鹤的点缀下焕发出神秘的魅力。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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