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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架外表酷似直升机的
白色载人飞行器在以色列北部的

田间上空成功悬停。而实际上，它是一架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近日，新华社记者
走进研发这一飞行器的以色列初创企业
AIR，见证他们对“飞行通勤”的探索进展。

起落便捷被看好

据AIR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拉尼·普劳特介绍，这款被命名为“空中

一号”的飞行器在首次试飞中圆满完成

了几分钟的悬停任务。工作人员还对能

量消耗、操作控制、风感反应等加以监

测，为这款飞行器数月后长距离试飞奠

定基础。

以色列不少城市都面临严重交通拥

堵。普劳特说，“空中一号”专为个人消费

者开发，售价约为15万美元。去年10月接

受预订以来，“空中一号”已获数百个订单，

为其市场潜力释放了信号，在未来或可成

为城市空中交通新选择。

经济环保、起落便捷是不少以色列

人看好这款飞行器的重要原因。普劳

特说，只需将“空中一号”的插头插入充

电桩即可开始充电。与普通电动汽车

类似，“空中一号”充满电约需6至8小

时，在快速充电模式下仅需30至60分
钟，充满电后最长可飞行1小时，最远
飞行距离为 177 公里，最高时速可达
250公里，能够在9米乘以9米的无遮挡
地面环境起降。

有望进入千家万户

直升机的螺旋桨通常在机身上方，

“空中一号”的两侧机翼上各有一对双层

三叶螺旋桨。普劳特告诉记者，约7米

长的机翼可灵活折叠，折叠后的机身占

地面积与大型皮卡相似，大大节省了家

用停放空间。

尽管外表有相似之处，但这款飞行器

与直升机的机械元件及驱动原理并不相

同。“直升机对能耗的要求高，旋翼由涡轮

轴发动机或活塞式发动机来机械驱动，而

这款飞行器采用电传飞行控制系统。当

然，也因为电力驱动的局限，它无法像直升

机那样飞得更高、更远。”普劳特说。

据介绍，“空中一号”飞行高度最低

约100米，最高不超过400米。置身其中

的驾控比直升机要容易得多。

此外，优秀的降噪水准也是这款飞

行器未来有望进入千家万户的关键因

素。普劳特说，直升机的噪音主要来自

发动机和旋翼，而“空中一号”电机的噪

音相对较小且可人为调控。

普劳特说，“空中一号”今年6月已

在以色列获得适航证书，预计最早于

2024年让“飞行通勤”成为现实。

在这款飞行器投放市场之前，安全

性自然最受业界和消费者关注。普劳特

介绍，一旦出现紧急状况，驾驶员可以打

开降落伞装置，让“空中一号”降落地面。

文图均据新华社

最快2024年
或成为现实

2022年5月4日，在珠穆朗玛
峰峰顶，科考队员展示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旗帜。

青藏高原东北缘第四纪北向生长与荒漠化、

人类走上高原和高寒文明发展、走出青藏的生物

与征服高原的人类、过去2000年青藏高原族群地

缘互动行为与气候环境的关联……

记者从不久前举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地质

演化与人类适应”专题学术交流会上获悉，5年

来，第二次青藏科考深入探究地理环境对历史文

化形成、延续的影响，在青藏高原地质演化、高寒

文明发展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和成果。

人类向高原扩散定居有五个阶段

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走上高原的？高

寒文明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

院士带领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考古遗

址调查发掘，以及对湖泊沉积物、历史文

献的分析，发现了人类向高原扩散至定

居的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先后为：古老型智人自中

更新世晚期起对高原的生理适应；现代

智人于4万年前至3万年前开启对高原

腹地的探索；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气候转

暖时段，细石器人群向高原大范围扩散；

粟作农业人群在5200年前进入高原东

部低海拔河谷地带，在4800年前开始定

居在高原东部3000米以上海拔区域；

3500年前麦作传入和牧业经济发展助

力人群大规模定居高海拔区域。

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部部长宋长青教授团队研究发现，过

去2000年间，青藏高原族群与中国东部

族群的地缘互动行为，与气候环境变化

存在关联，并对这种关联的具体情形进

行了深入分析。

许多动植物起源于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隆升和环境演化过程是

怎样的？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教授张进江团队聚焦“阿尔金-祁连-河西

走廊”青藏高原东北缘，开展了深入研究。

团队围绕重点构造板块，通过沉积特

征、沉积年代学研究，重建了敦煌盆地第

四纪古湖泊分布图，利用物源分析方法，

阐述了青藏高原构造活动与古湖泊演化

协同作用，揭示了全新世晚期青藏高原东

北缘湖泊的荒漠化过程。

青藏高原的隆升对全球动植物演化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研究员介绍，

科考最新取得的化石证据和研究结果表

明，许多哺乳动物、鱼类、鸟类和植物起

源于青藏高原，并在不同地质时期向世

界各地扩散，青藏高原成为现代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演化枢纽。

“青藏高原在新生代的强烈隆升深刻影

响了高原和周缘的气候环境与生态系统，对

生物的演化产生了强力驱动。”邓涛说。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第二次青藏科考坚持人文科学和自

然科学联合研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深入探究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形成、

延续的影响，刻画了世界屋脊形成演化

过程，重述了高寒文明发展历史，阐释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文图均据新华社

人类是如何走上高原的？

2022年8月1日，以色列初创企业AIR首席执行官拉尼·普劳特在飞行器“空中一号”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