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优合体天下无敌？一大波对手正在路上

扫一扫

““巴巴铁铁””：：空空中中巴巴士士还还是是空空中中楼楼阁阁
销声匿迹近6年，资本推动下又重出江湖

所谓“试运行”
只是一次内部调试

“巴铁”被称为“空中巴
士”,设计者表示，巴铁的优势
之一是减少拥堵。利用空中资
源，可以避免现有传统公交车
与小汽车争路的现状，如同一
辆在公路上奔跑的宽体短型列
车，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平均
时速为40公里。优势之二是载
客量大。按照每辆巴铁每小时
平均载客800人次，运行17小时

（5:30—22:30）计算，每辆巴铁
载客人数约13600人次，载人数
量是普通公交大巴的几十倍。

除此之外，根据公开的资
料可知，“空中巴士”的造价宣
称只有地铁的16%，费用低廉；
采用电力驱动，通过太阳能或
者从市政电网供电，仅此一项，
每年就可以节省燃油860吨，还
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640
吨，既节能，又属于环境友好型
的交通工具。

这么好的交通工具“试运
行”，想必当地政府肯定大力支
持吧!8月3日，就“巴铁”1号试
验车2日在河北秦皇岛开始启
动综合试验一事，记者专门致
电河北秦皇岛市委和北戴河区
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均表示对
巴铁试运行一事不知情。记者
随后又联系了巴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公司总工程师是这样
回应的：目前巴铁车身腿部的
一些盖板还没有装上，至少得
一周之后才能试运行。

而公司企划部负责人万某
表示，8月2日只是公司内部进
行的一次调试，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试运行”。

创意发明源自“民科”
受质疑一度被搁置

“巴铁”并不是一个新鲜事
物。它的总设计师叫宋有洲，只
有小学文化的民间科学家。
2008年，他提出了利用城市道
路上层空间治堵的想法，半年
后，一个名为“宽体高架电车”

的发明诞生，并申报了国家专
利，这就是巴铁的前身“立体快
巴”。2010年，宋有洲曾带着“立
体快巴”项目参加了第13届北
京科博会。

当这一“概念发明”出现
时，还在国内外引起不小轰动，
其最大的卖点就是“治堵”，这
一卖点也经受着多方的质疑。
当时，“国家863计划节能与能
源汽车”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王
秉刚曾说：“这更多是一个概念
上的发明，在已经拥堵的地方
有它更拥堵，在不拥堵的地方
又没必要，这么个庞然大物，要
过十字路口，大家都会当大
事。”而时任北京市公交集团技
术部副科长赵刚也曾提出质
疑，他认为：“如果立体巴士要
直行，下方车辆要转弯，如何解
决？如果因为立体巴士运行造
成其他车辆的滞留，就不能有
效解决拥堵问题。”

另外，安全性受到质疑也
是这一项目被搁置的原因之
一。上海市公用事业研究所所
长程鸿庆曾就这一问题提出质
疑：“目前可行性的条件还不具
备，突出问题是安全性还没有
得到足够的认证。”就这样，在
重重质疑声中，火了一阵的“立
体快巴”就沉寂了。

在销声匿迹了近6年后，
2016年“立体快巴”被包装成“巴
铁”重出江湖，再次震惊国内，其
背后又有哪些推手呢？记者了解
到，“巴铁”号称“治堵神器”，这
一大卖点正好戳中了生活在大
城市人们的痛点，从而激起人们
的共鸣。除此之外，巴铁再次火
爆离不开资本的推动。“巴铁”这
次幕后的资本推手是一个叫“华
赢集团”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平
台。这家公司与打造立体快巴
的巴铁科技有着密切的联系。
记者从一位华赢下属公司业务
员处获得一份《巴铁项目投资
推介报告》。报告显示，北京天
尔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在
销售一款“北京巴铁项目基
金”，基金规模达到5000万元至
1亿元。

据人民日报

胡石根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一审被判刑七年半

以以非非法法宗宗教教活活动动为为平平台台，，策策划划颠颠覆覆国国家家政政权权
据新华社天津８月３日电

８月３日１１时许，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当庭公开
宣判胡石根颠覆国家政权案，
认定胡石根犯颠覆国家政权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
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胡石
根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接受法

庭判决，不上诉。
公诉人指控，胡石根曾

因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被 判 处 刑
罚，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
自２００９年后，以非法宗教活
动为平台，网罗少数不法律
师和职业访民散布颠覆国家
政权思想，指派勾洪国赴境

外接受反华培训，与周世锋、
李和平、翟岩民等人密谋策
划颠覆国家政权，提出颠覆
国家政权的思想、方法和步
骤，指使翟岩民组织职业访
民，通过在公共场所非法聚
集滋事、攻击国家法律制度、
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一

些人仇视政府等方式，实施
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
活动。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
被告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犯罪
事实、主观故意以及被告人
与周世锋、翟岩民等人相互
勾结情况进行了举证质证。

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

传唤证人刘某平出庭作证。
公诉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
询问了证人，宣读了证人证
言，出示了书证、电子数据，
播放了视听资料。公诉人、辩
护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被
告人及辩护人对公诉人出示
的证据均无异议。

“巴铁”1号试验车2日在河北秦皇岛开始启动综合试验的消息
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一时间，媒体给予好评，网友为之点赞。然而，
事情的真相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关于巴铁目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欢
呼，太科幻了，这是一次交通革命；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巴铁根本没
有使用价值，甚至被鄙视为“民科”产物，纯粹是忽悠资本市场、圈
钱的产物。

虽然“巴铁”在今年5月的
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上一鸣惊
人，但仍有许多专家和网友对

“巴铁”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1、自身超限问题

“巴铁”官方资料显示，试
验车高4 .8米。我国《城市道路工
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规定
一般道路限界高度为4 . 5米，同
时主干道上桥下限高4 .2米的警
告牌也很常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应
用“巴铁”，遍布城市的天桥和
立交桥面临大规模的改迁工
作。许多路段架空线路、管道、
灯杆、指路牌和摄像头的位置
也需要增高。这违背了设计本
身以低成本提高运力的初衷。

以北京城市交通为例，阜成
门桥限高4米，而西直门桥限高
为4.5米。南二环从左安门桥开始
直至菜户营桥，桥下双向的限高
均为4米。可见“巴铁”在目前城
市内行驶可谓“寸步难行”。

２、下方限高问题

根据“巴铁”设计，下层镂
空部分可以行驶高度2米以下
的车辆。我国《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CJJ 37-2012）对隧道限
高的规定标准是：二级以上公
路隧道净高在5米，二级以下是
4 .5米；按车辆类型分，小客车最
低限高为3 .5米。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研究院
张建武教授称，这样的高度，

“可能会给开车的人造成一定
心理压力。”这不是张建武一个
人的担忧，比起承重、电力等问
题，交通工程师顾啸涛心中最
大的疑问也是，只有2 . 1米的高
度，小汽车敢不敢从下面驶过？

早有研究结果表明，隧道
内行车视距失效的概率，随着
设计净高、隧道横净距的增加
而减小，随着运行速度的增加
而增大。也就是说，为保障安
全，在净空越小、车速越快的时
候，车辆之间需要保持的安全
车距就越大。

3、考验道路承重能力

“巴铁”设计载客1200人，
以每个人加行李重75公斤计
算，再加上钢制车体本身重
量，巴铁载客运营时总的最大
重量超过100吨，是目前许多
道路无法承受的。根据深圳市
道路建设设计标准，深圳市所
有道路最大承重重量为50吨，

“巴铁”满载重量远远超标。

4、60米身长转弯问题

公路不可能像铁路那样有
大弧线式的转弯，巴铁体量这
么大，小半径转弯就成了问题。
实际上，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
前轮与后轮所划过的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半弧。对于完全自由
的橡胶轮车这当然不是问题，
但是对于要求每个轮子都不能
出轨的巴铁，这就成了问题。

巴铁总工程师宋有洲是这

样回应这些疑问的：“巴铁完全
能够转弯，不过下面的小汽车
要等巴铁转弯之后才能转弯。”
意思就是需要其他车辆协调，
如此一来又会带来新的拥堵问
题，干扰正常交通。

5、安全问题

根据“巴铁”设计，其电机
位于车体两侧，采用类似有轨
电车的供电方式，那么供电的
触轨与承重的钢轨安装在一
起，这和有轨电车设置在道路
中间的供电触轨并不一样，其
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否经得起
考验？

在交通并不畅通的情况
下，如果“巴铁”发生起火等事
故，乘客逃生就非常困难，下方
行驶车辆被困在这个半封闭空
间内，极容易引起灾难性后果。

“巴铁”下方的行驶车辆无
法查看路侧和前方的道路交通
标志，这是目前技术上难以解
决的问题。如果在“巴铁”下方
安装显示屏幕，这对本已捉襟
见肘的下方空间是个巨大挑
战，同时还需要让处于不同位
置的车辆看到不同的道路标志
信息，这个技术问题暂时还没
有得到解答。

另一方面，在交叉路口，
“巴铁”与小车的行驶方向不一
致怎么办？小车在大车肚子底
下是没有办法改变行驶方向
的，甚至连变换车道都成为了
一件相当危险的事。

据人民日报

五五大大技技术术难难点点阻阻碍碍巴巴铁铁上上路路

这几天，滴滴优步合并的新闻刷遍了朋友圈，人们担心合并后一家独大，为所欲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各领域老大
和老二联姻的情况并不少见。它们合体后，是否真的就能一统江湖呢？众多血淋淋的例子告诉你，根本不是这样。欲知知
详情，请扫码在齐鲁壹点关注嗷夜栏目。

8月2日，巴铁1号试验车驶出工作棚进行路面测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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