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足电动“7”许
宝马求索电动时代的豪华之巅

“电动旗舰”家族不断壮大，电
动时代豪华驾趣本色如一

从内燃机到电动，驱动形式在改变，
但宝马对极致驾趣的追求没有丝毫妥
协，在电动时代依然保持豪华驾趣本色
如一。

7系始终引领着宝马的创新。今年
4月，创新纯电动BMW i7 eDrive50L
领先型和尊享型上市，建议零售价分别
为94.9万元和116.9万元。

被誉为“电动时代的旗舰”的创新纯
电动BMW i7，是BMW的旗舰系列第
一次加持纯电驱动科技，并首次引入“长
续航模式”。作为i7家族的入门版车型，
i7 eDrive50L 搭 载 第 五 代 BMW
eDrive电渠系统，峰值扭矩高达650牛·
米，续航里程可达640公里，实现高性
能、高效能和高适用性的完美结合。魔
毯智能空气悬挂系统、首次应用于

BMW车型的主动舒适防倾功能、悬挂
系统电子防倾杆等，为安全和舒适驾控
多一层保障；L2级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前排一体式悬浮曲面屏将12.3英寸仪表
盘与14.9英寸触控式中央显示屏合二为
一，以豪华科技赋能舒享驾乘。

在今年8月成都车展上，宝马首次
将纯电动M性能车与BMW品牌旗舰车
型相结合，推出宝马史上最强电动车
——创新纯电动BMW i7 M70L。作为
宝马加速最快、性能最强的纯电动车，其
综合最大输出功率高达485千瓦（660马
力），峰值扭矩高达1100牛·米，零百加
速仅为3.7秒。

同时，BMW旗舰的首款插电式混
合动力M车型——全新BMW M760Le
也在成都车展期间上市。这是宝马首次
在BMW 7系上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M
车型，配备18.7千瓦·时高压电池，实现

82公里纯电续航里程（WLTC）。动力
上，带来420千瓦的最大输出功率，峰值
扭矩为800牛·米，零百加速仅需4.3秒。

截至目前，宝马电动化旗舰阵容已
涵 盖 BMW i7 eDrive50L、BMW i7
xDrive60L、BMW i7 M70L、BMW
M760Le四款车型，以持续电动攻势迎
接2025年“新世代”车型的到来，并以丰
富的电动产品阵容满足中国客户在电动
出行时代对于顶级大型豪华轿车的多元
需求，进一步强化BMW品牌在大型豪
华电动车细分市场的领导地位。

无可持续不豪华，宝马集团全
面走向“电动化、数字化、循环永续”

让汽车不只是一台出行的交通工
具，而是一位兼有情感的交流与表达的
伙伴。

宝马希望以“技术魔法”定义电动豪
华新境，打造富有情感、人车合一的数字

体验，让客户沉浸在“悦人身心，动人情
怀”的专属豪华氛围。

数字化科技方面，创新纯电动
BMW i7 纯电动家族和全新 BMW
M760Le等插电式混动车型，都以浑然
天成的创新底蕴展现旗舰风采，通过最
新一代(BMW)操作系统、BMW一体式
悬浮曲面屏、BMW环抱式交互光带、分
辨率高达8K的31英寸BMW悬浮式巨
幕、后排车门板上5.5英寸扶手触控屏等
尊贵专属配置，将客户整体数字化体验
提升至全新水平。

在宝马看来，可持续理念与豪华有
着密不可分的内涵。创新纯电动BMW
i7正是一款兼顾豪华与可持续的巅峰之
作，通过循环设计理念、创新材料及技术
赋能，大幅提升新产品对可再生材料和
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实现高效绿色
生产，打造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
色的电动车”，彰显宝马坚持技术创新和

“无可持续不豪华”的品牌理念。
创新纯电动 BMW i7 M70L 将奢

华品质与“循环永续”相融合，开创性地
使用绿色环保的个性化定制磨砂车漆，
车漆由可再生原材料而非石油制成。
通过创新工艺，宝马将可再生原材料替
代了原本要从石油中提取的有机成分，
不仅降低了化石资源的消耗，还可减少
原油生产、运输和加工相关的二氧化碳
排放。

电动时代，风起云涌。蓝天白云，将
在电驱之下带来更多电动豪华想象。

广告

汽车的电动时代，已然壮阔开
启！

11月30日，宝马与奔驰合作在
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消息，点燃了
汽车圈。布局超级充电网络，满足
中国客户对豪华充电服务日益增
长的需求，已成为各大豪华品牌的
共识。

一向注重操控的宝马，凭借创
新纯电动BMW i7系列车型和全新
BMW M760Le混动等豪华产品，悄
然问鼎电动时代的豪华之巅。

要将高速公路延伸到川西高原，隧道
穿山不可避免。如何在气候环境恶劣、地
质结构复杂的高原地区，保证隧道的工程
质量和施工安全？在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路
设计院”）隧道与地下工程分院高级工程师
王俊看来，全面机械化施工是最优解。

因此，在2012年读研期间，他就将盾
构隧道作为研究方向，开始在地下空间探
索未知。工作后，他转战川西山区，推动

“穿山利器”TBM（全断面硬岩掘进机）在
山岭隧道中的应用，成为川内3座TBM辅
助公路隧道施工的幕后技术专家。

选择
地下工程特别有吸引力

将盾构隧道作为研究和工作的方
向，完全是王俊自己的选择。

2006年，王俊考入西南交通大学就
读土木工程专业。2009年，正在读大四
的他被一句话击中：21世纪是人类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的世纪。成都第一条地铁
开通运营，更让他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努
力方向——研究地下工程或许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2010年，王俊保研到本校，师从何
川教授（注：202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老师的研究方向包括山岭隧道和盾

构隧道。“我当时觉得盾构机可能更先进
些，在项目实践中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王俊说，从2012年正式开始研究盾
构掘进，博士论文也是依托盾构来写的。

盾构的吸引力在哪里？未知、不确
定，这在王俊看来是最大的乐趣所在。“在
地下空间这一米和下一米都是不一样的，
做研究肯定要做不知道的啊！”他说。

挑战
推动首次TBM辅助公路隧道施工

参加工作之后，王俊将自己的研究
落地，进入四川公路设计院隧道与地下
工程分院工作，并且有机会参与全国首
座应用TBM施工的高速公路隧道。

TBM与公众熟知的地铁盾构有什
么不同？王俊用一句话区分：前者是硬
岩掘进机，后者是软岩掘进机，在一些国
家，两者属于一个技术领域。

虽然工艺相似，但是两者在中国的应
用成熟度有很大差距：盾构在地铁施工中
已经非常普遍，而TBM直到2020年乐西
高速大凉山1号隧道施工时，才在全国首
次尝试。王俊正是这次挑战背后的技术
专家。

为什么要在高速隧道施工中使用
TBM？王俊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交
织的结果。随着四川公路向川西高原地
区延伸，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人工工效
变得很低，需要机械设备代替人工。此
外，相比于人工，机械设备施工也更安全。

然而，并不是所有公路隧道都适合

TBM，比如地下水特别发育、涌水突泥
特别严重的地方就不适合。在大凉山1
号隧道TBM施工前，就有不少人质疑

“TBM能穿过去吗”？
打破质疑的方法是精准勘测和严谨

论证，王俊正是大凉山1号隧道TBM选
型专题报告的撰写者。当时，他调研了
国内外大量成功、失败的案例，做了很多
预案，综合各方面考量，决定使用敞开式
TBM在平行导洞施工，既能提高施工效
率，也方便对不良地质进行处置。这样
的选型得到了各方认可，推动TBM在大
凉山1号隧道顺利应用。

希望
公路隧道施工实现全面机械化

如今，四川境内已有3座公路隧道运
用TBM施工，分别是乐西高速大凉山1
号隧道、夹金山隧道和西香高速盐源隧
道。每个项目的TBM都需要个性化研
发，需要业主、设计、施工、设备厂商等多
方参与，王俊就是设计方的技术专家。

2023年，这3座隧道TBM施工都迎来
了最新进展。9月25日，夹金山隧道平导
贯通，比预计工期提前了一年；9月28日，
大凉山1号隧道平导提前两个月贯通；11
月10日，盐源隧道TBM平导正式进洞。

以上3座隧道TBM均运用在平行
导洞施工中。王俊透露，他们目前正
在研究成渝高速扩容项目龙泉山隧道
主洞TBM施工方案。如果方案落地，
这台“量身打造”的TBM直径将达到16
米，为世界之最。

为什么要推进隧道施工的TBM应
用？作为一个交通人，王俊一直有个小
小心愿：让隧道建设从“刀耕火种”全靠
人工向机械化施工转变。要彻底实现少
人化的公路隧道工业化建造，必须推广
TBM法的应用。特别是主洞全断面护
盾式TBM的应用，将从根本上全面提高
隧道施工安全。

边做项目边研究，这是四川公路设
计院工程师的工作常态，王俊也不例外。

“虽然过程艰辛，但是看到自己研究成果
得以落地，还是感觉很开心的。”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摄影报道

手拿TBM模型的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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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王俊：

在地下空间探索未知，推动隧道施工全面机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