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正在
深圳举行。植物学大会每６年举办
一次，是植物科学领域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被誉为植
物科学界的“奥林匹克”，迄今已
走过全球１２个国家１６座城市。

大会组委会秘书长葛颂表
示，中国此次之所以能从４个申办
国中脱颖而出获得主办权， 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拥有丰富
的野生植物资源， 植物多样性水
平高。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 中国
是世界上野生植物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 中国仅高级维管植物
就有３４５２５种， 居北半球第一、世
界第三。 中国植物物种区系起源
古老，生境类型多样，保存有大量
特有物种 。在 ３４５２５种维管植物
中 ， 超过一半的种为中国所特
有。银杉、百山祖冷杉、华盖木、伯
乐树、金花茶等，均为中国特有的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成为闻名世
界的中国“植物大熊猫”。

其中银杉分布于中国广西、
湖南、重庆等地。银杉是古老的残
遗植物， 该种的花粉在欧亚大陆
第三纪沉积物中发现。 银杉对研
究松科植物的系统发育、 古植物
区系、 古地理及第四纪冰期气候
等，均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百山祖冷杉只在浙江省庆元
县百山祖一带被发现生存 ，１９８７
年被列为世界最濒危的１２种植物
之一。 百山祖冷杉是中国特有的
古老孑遗植物， 被认为是第四纪
冰川期冷杉从高纬度的北方向南
方迁移的结果， 对研究植物区系
演变和气候变迁等具有重要科学
价值。

华盖木是地质时代第三、四
纪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仅

分布于云南局部地区海拔１３００至
１５００米山坡上部向阳的沟谷潮湿
山地，对生长环境的土质、湿度、
温度等要求严格， 仅存７株大树。
华盖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
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伯乐树是中国特有的、 古老
的单种科和残遗种，被誉为“植物
中的龙凤”。伯乐树的奇特之处在
于， 种子要在林下的树叶中覆盖
一年后才能萌芽。 它在研究被子
植物的系统发育和古地理、 古气
候等方面都有重要科学价值。

金花茶于１９６０年在广西防城
一带被发现，国外称之为“神奇的
东方魔茶”，被誉为“茶族皇后”。
金花茶的发现填补了茶科家族金
黄色花朵的空白，观赏价值极高。
《本草纲目》对金茶花的药用价值
有过记载。

桫椤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
和“活化石”，是已发现的唯一木
本蕨类植物，极其珍贵，被众多国
家列为一级保护植物。 由于桫椤
科植物的古老性和孑遗性， 它对
研究物种的形成和植物地理区系
具有重要价值， 在重现恐龙生活
时期的古生态环境、 研究恐龙兴
衰和地质变迁方面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珙桐是１０００万年前新生代第
三纪留下的孑遗植物。 在第四纪
冰川时期， 大部分地区的珙桐相
继灭绝， 只有在中国南方的一些
地区幸存下来，被誉为“植物活化
石”。 野生种只生长在四川省、湖
北省及其周边地区。

望天树于１９７５年在西双版纳
的森林中被发现，树高可达７０米。
望天树是只有在中国云南才生长
的特产珍稀树种， 分布范围只有
约２０平方公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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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８点３８分，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站，瞬间
提速。４个多小时， 它在京沪高铁
北京与徐州间实现往返。

一路上，“复兴号” 最高时速
３５２公里。时隔六年，中国高铁迎
来了这次“达速”试验，预示着中
国高铁３５０公里时代即将回归。

３５０公里， 飞驰中的体
验如何？

８点３８分，“复兴号”驶出北京
南站。 列车显示屏上的时速数字
一路爬升：仅仅不到８分钟，达到
２３２公里；１０分钟， 达到３１５公里。
１２分钟后，让人期待的数字出现：
３５２公里！

车内洋溢着兴奋的情绪，不
少人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一 “翻
开中国高铁发展新篇章”的数字。
在这列“达速”体验运营列车上，
有３００多名“特殊”的乘客，他们包
括来自相关部委的工作人员、院
士专家、企业员工和铁路职工。

作为体验运营的纪念， 每位
乘客都拿到了两张特殊的车票：
一张是红色的北京南站－上海虹
桥站， 车次是Ｇ３５０７２７； 一张是
绿色的徐州东—北京南， 车次是
Ｇ７２７３５０。车票上都写着“京沪高
铁复兴号 ３５０ｋｍ ／ ｈ体验运营纪
念”。

记者所乘坐的车厢虽是二等
座，但座位十分宽敞舒适，以３５０
公里时速运行的列车也相当平
稳。 记者特意拿了一个矿泉水瓶
进行倒立试验， 一路上矿泉水瓶
都稳定不倒。

不少细节都显示了“复兴号”
为了增加乘坐舒适性的用心。在
席位上方， 席位号显示屏增加了
新功能： 席位号旁边的三个小点
是红色时，显示席位已占用；黄色
代表已经预售， 下个区间将会有
乘客；绿色代表车票还未售出，席
位没有占用。 为了让置放的东西
更平稳， 窗台采用了增加摩擦力
的防滑材料。列车上，乘客还可以
使用ＣＲＮｅｔ－ＷｉＦｉ无线上网 。不
过由于在测试期间， 网络信号还
不够稳定。

铁科院研究员张波表示，京
沪高铁实测结果显示，在３５０公里
时速下“复兴号”与“和谐号３８０”
相比，总能耗下降了１０％，意味着
京沪高铁往返一趟能省５000多度
电。听噪声，“复兴号”司机室和列
车连接处测试为７６分贝， 低于７９
分贝“优”等线。此外，脱轨系数、

轮重减载率等安全性指标也同样
达到“优”的等级。

３５０公里，“达速” 是否
安全可靠？

高铁跑３５０公里有没有问题？
这是自降速以来， 中国高铁常常
被问到的问题。

这也是作为行业负责人，中
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福时刻
需要面对的问题。

“京沪高铁是目前世界上设
计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复
兴号’是按照时速３５０公里运营研
发制造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
号’在京沪高铁按时速３５０公里运
营，从技术安全性、可靠性、舒适
性上讲是没有问题的。”陆东福告
诉记者。

他表示，“复兴号” 在京沪高
铁上实现时速３５０公里运行，这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铁事业发
展取得的重要成果， 也标志着中
国高铁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证
明中国高铁安全可靠， 具有世界
一流的技术水平。

在２０１１年高铁降速之前 ，中
国曾有包括京津、郑西、武广、沪
杭高铁在内的４条高铁按照时速
３５０公里运营。

近几年来， 高铁提速重新进
入大众话题。随着高铁的发展，关
于３５０公里这个速度，人们对于技
术和安全方面的担心越来越少。

６年来，中国高铁积累了更加
丰富的运营经验。目前，中国铁路
投入运营的动车组已有 ２７００余
组，居世界首位，安全运行里程超
过５０多亿公里。以京沪高铁为例，
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京沪高铁安
全运行２１９３天， 累计开行列车５８
万余列，年均增长１８．６％。

从高铁动车组来看，去年７月
１５日， 两列自主研制的中国标准
动车组“金凤凰”和“海豚蓝”在郑
（州）徐（州）高铁上分别以４２０公
里的速度“亲密相会”。眨眼间，乘
客一秒飞过１１７米。这是世界最高
速的动车组交会试验， 中国标准
动车组经受住了“大考”。

今年６月２６日，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
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正式亮相。

“‘复兴号’是由中国铁路总
公司牵头组织研制、 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中铁总总经
理特别技术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
士何华武表示， 中国标准动车组

完成了整车６０万公里运用考核，
欧洲一般只有４０万公里， 其性能
指标实现较大提升， 设计寿命由
现在的２０年提高到３０年。

３５０公里， 是否全面推
行？

设计时速３５０公里的高铁线，
会否全面恢复３５０公里时速？

何华武告诉记者， 高铁全面
提速需要一个过程， 管理上要面
对新的挑战， 也要综合考虑经济
和社会效益。

“中国要形成高铁系列产品，
从 ２５０、３００到 ３５０公里的速度等
级，３５０公里是其中等级最高的 ，
但不代表全部。 要根据不同的出
行需求、 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综
合考虑， 确定开行什么样的时速
是比较合适的。”何华武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表
示，以“复兴号”为例，从３００公里
提高到３５０公里时速，能耗大概增
加２０％－３０％， 但是从京沪高铁的
综合效益来看， 既能提高出行效
率，节约出行时间，也能为沿线带
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对于客流需求旺盛的京沪高
铁来说，提速有利于缓解“一票难
求”的局面。据统计，京沪高铁开
通运营６周年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６．３亿人次，平均一年超过一亿人
次。

何华武表示， 目前京沪高铁
日均运行４００多列车。在时速提高
到３５０公里后，随着“复兴号”下线
数量和出行需求增加， 提速的列
车数量也会逐步增加。 初期京沪
高铁“复兴号”数量为７对。

他表示， 中国已建成运营的
２．２万公里高铁，约有三分之一是
按３５０公里时速设计建造的，今后
将根据各线路的达标条件逐渐提
高时速。

高铁降速时， 票价也相应下
调。 此次提速， 票价会有什么变
化呢？

“提速初期，考虑到社会也需
要一个适应期， 目前不会调整票
价 ， 以后会按情况逐步进行调
整。”何华武说。

下一步， 铁路部门将进一步
做好技术准备、设备精调、人员培
训、运营准备等工作。“预计在９月
中旬京沪高铁实施新的列车运行
图后，‘复兴号’将按时速３５０公里
正式上线运营。 届时，４个半小时
左右就能实现京沪通达。” 何华
武说。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记者27日从河北
邢台市公安局了解到， 邢台警方
破获一起跨省组织考试作弊案，
案件涉及河北、 山西两省3所高
校多名师生，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0人， 涉案金额15万元。

2016年10月15日 ，国家执业
药师考试期间 ，公安机关执勤
民警在邢台技师学院 （考点 ）
巡查中发现1名考生考试中使用
手机接收当科试题答案。 经警方
深入调查， 发现一个培训机构网
上购买答案向参训学员兜售、再
买通监考老师向场内考生传递答

案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某培训机构法人刘某 （女，

32岁） 通过网络从山西某大学在
读研究生王某处购得当年执业药
师考试答案 ， 并四处向考生兜
售。 为确保答案能够传递到考生
手中， 刘某在通过手机向考场内
考生发送的同时， 还买通邢台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张某和
邢台技师学院工作人员潘某， 由
潘某通过监考老师向考场内考生
传递纸质答案。

目前， 该案犯罪嫌疑人均已
到案， 案件已移送检察院起诉。

河北破获一起跨省组织考试作弊案

7月27日， 记者从陕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子洲县抗
洪抢险指挥部获悉， 截至27日13时， 榆林 “7·26” 暴雨洪
灾已导致6人死亡， 其中绥德县死亡4人， 子洲县死亡2人。
图为在绥德县城内， 两辆遭到洪水冲击的汽车叠在一起。

新华社发

榆林“7·26”洪灾致六人死亡

细数中国那些“植物大熊猫”

记者带你体验中国高铁“达速”试验

时速350公里！

在祖国人烟稀少的高山之
巅， 不停旋转的雷达， 是监视祖
国蓝天的千里眼。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高秀用
说， 雷达兵是以雷达获取空中情
报的兵种， 主要任务是在各种气
象条件下， 不间断地探测、 跟踪
和识别空中目标， 是航空兵、 防
空兵和高射炮兵的眼睛。

１９４９年９月 ， 利用国民党遗
留的２部日本造雷达和８名技术人

员， 我军在上海组建了第一个雷
达队； １９５０年４月， 我军第一个
雷达营在南京成立， 装备了日制
和美制雷达；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 我军
防空部队第一个雷达团成立。

到上世纪７０年代， 我军雷达
兵部队成倍增长， 在全国范围基
本建成了比较严密的对空警戒雷
达网和以主要作战空域为中心的
引导雷达网。 进入新世纪， 雷达
兵部队的体制编制经过调整改

革， 机动能力、 生存能力、 抗干
扰能力和自动化程度都产生了巨
大飞跃。

我军雷达兵部队建立后， 开
始使用缴获的日本、 美国雷达，
后来使用进口的苏联雷达。 上世
纪５０年代初， 国产某型雷达开始
装备部队。 这是我国最早生产的
一种米波警戒雷达。 从此， 结束
了我军雷达完全依靠进口的历
史。 目前， 我军已拥有低空警戒
雷达、 远程雷达等比较现代化的
装备， 雷达兵部队的机动能力、
生存能力、 抗干扰能力和自动化
程度不断提高。 据新华社

建军 周年·90 军史上的第一

第一支雷达兵部队：监视蓝天的千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