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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汪甦 通讯员张莹
莹 金玉立）4月1日，岚图汽车公布上月销
量数据，单月交付量达10012辆，同比增长
64%。1—3 月，岚图汽车累计销量 26034
辆，同比增长59%，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增长
势头。

“3 月销量再度破万，既是岚图汽车
All in 智能化的积极回报，也体现了用户
对岚图品牌的认可和青睐。”岚图汽车
CEO卢放透露，就在本月，岚图汽车累计
产量即将突破20万辆。

在智能化领域，岚图汽车持续推进技
术创新。3 月 24 日，岚图汽车提出“智驾
安全五星标准”，全新岚图梦想家成为行
业首款实现130 千米时速下AEB（超高速
自动紧急制动）刹停能力的量产MPV，进
一步强化了品牌在智能驾驶领域的技术
优势。

作为东风汽车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
岚图汽车持续拓展市场影响力，并加速全
球化布局。近期，岚图汽车通过中欧班列
（武汉）“东风号”向欧洲发运新车，同时重
点布局中东市场，推动品牌国际化发展。

卢放表示，未来，岚图汽车将继续深耕
电动化与智能化，强化市场竞争力，向年销
20万辆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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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文汉 通讯员刘宇太）
跑上高原头疼恶心？在这辆车里全消失！近
日，中建三局研发的全球首台“乘用型高原增压
车”成功挑战珠峰大本营所在地日喀则。在海
拔5000米的高原，游客坐进这辆神奇的座驾，
高原反应不仅能得到有效的缓解，还能舒舒服
服看电视。

两年前，中建三局组建高原增压车研发团
队。中国建筑先进技术研究院高海拔工程研究
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卫军担任这一团队负责人。

刘卫军揭秘，这辆车“抗高反神器”的秘密
就藏在密闭车厢里——智能增压技术。这项技
术能让车根据海拔变化自主调节车内气压，使
之稳定在平原地区水平，显著缓解头痛、呼吸困
难等高原反应症状。车内配备4张商务座椅和
超大显示屏，乘客既能赏景又能追剧。此外，普
通C1 驾照就能开，6 平方米车厢还能变身“房
车”，露营、摄影装备随便装。

为了证明实力，“乘用型高原增压车”刚完
成了5000公里魔鬼测试。此次路试之旅从成
都启程，途经多个高原地标，包括海拔3680米
的拉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所在地日喀
则以及海拔4700米的阿里冈仁波齐。最终，车
辆抵达了海拔4200米的新疆大红柳滩。在这

次行程中，车辆穿越了318国道、珠峰路、219国
道等高原典型路线，经受了低温、暴雪等极端恶
劣气候的考验。

“最低气温零下30摄氏度，车辆的增压性
能、动力性能及极端工况表现等核心指标得到
验证。”刘卫军说，车身采用了全封闭框架结构，
抗冲击能力较传统车身大幅提升。同时搭配智
能监控系统，遇到险情自动报警，云端专家秒级
响应，堪称“会自救的汽车”。

“我是一个有强烈高原反应的人，一进入高
原就十分难受，这次坐这辆车一点反应都没有，
和在平原地区坐车差不多。”研发人员田立告诉
长江日报记者。

目前，该车已进入量产倒计时，预计将服务
川藏线、青藏线超5500万名游客，有望带火百
亿级高原旅游市场。

据了解，这是中建三局继高原增压宜居建
筑产品投用后，企业针对广大普通人群高原反
应问题推出的又一创新解决方案。2023年，中
建三局曾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帕米
尔高原交付全国首座“零海拔”天文观测站。该
观测站海拔4526米，室内气压整体可增压至1
个标准大气压，解决高原低压、缺氧问题。

这次，研究人员又将“平原魔法”搬上了车轮。

油料所有了新技术

让花生大豆
增产并“控毒”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晓彤 通讯员张惠雯）
花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坚果，但里面可能含有
的黄曲霉毒素却是迄今发现毒性最大、致癌力
最强的一类真菌毒素，主要存在于霉变的玉米、
花生、粳米、豆类、坚果仁等作物中。

为从源头控制黄曲霉毒素污染，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李培武及其团队历时20年跟踪研究，首
创一种利用微生物为花生“控毒”的技术，利用
ARC微生物菌剂使花生在收获时黄曲霉菌降低
63%以上。科研团队连续4年在全国22省主产
区、499个示范点的大田大面积试验示范结果显
示，用了该技术的花生，产量能增加19%以上。

3月31日，2025中关村论坛发布了19项国
家重大科技成果，这一“花生大豆诱导固氮提质
增产ARC生物耦合技术”入选，成为唯一入选
的农业类科技成果。

据介绍，这项成果不仅降低了花生中的黄
曲霉产毒菌，还同时解决了豆科作物结瘤少、固
氮效率低这类世界性前沿热点难题，让大豆、花
生根瘤数与固氮酶活分别增加3.7倍、4.8倍以
上，产量增幅分别超过19%和15%。在22省开
展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和10万亩片规模化
示范，减施氮肥20%～40%，仍增产10%以上。

农业农村部组织的专家论证一致认为，该
技术为花生、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重大
原创性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对推动我国大豆油
料产能提升，保障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饲料安
全，提高耕地质量，减控面源污染等均具有重要
意义。

全球首台“乘用型高原增压车”完成高海拔实测

开车去高原不用怕高原反应了

长江日报讯 冶炼焦
炭时，焦炉的烟囱会向天
空吐出浓烟废气。

武汉一家企业的焦炉
荒煤气余热回收技术，让
一家家钢铁、焦化企业的
废气“变”成了钱。

掌握这项技术的武汉
方特工业设备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方特）创
始人宋旭勇说：“煤在焦炉
炭化室中进行高温干馏，
除了产出炭、煤焦油、有效
气等，还会有荒煤气从焦
炉上升管中排出，造成的
热能浪费占焦炉总输出能
量的36%。”

在传统炼焦过程中，
温度高达 700℃的荒煤气
因无法高效回收利用排到
空气中白白浪费。

2015 年，武汉方特专
门成立技术研究院，集合
热力、管道、压力容器、机
械专业等行业专家，从产
品的原理进行三维仿真、
试制。最终通过外盘管结
构设计等技术，荒煤气余
热回收实现了高效换热和
安全运行，还不向天空排
烟，率先突破了行业难点。

目前，在国内已投入
运行的最大焦炉余热回收
工程——山钢日照精品钢
基地 7.3 米的焦炉上就有
着武汉方特“绿色烟囱”的
保护。

“如今每座焦炉每年
可产 0.9MPa 饱和蒸汽约
22.1 万吨左右，完成净化
的荒煤气可以摇身变为清
洁燃气。”宋旭勇介绍，如
果将这部分气体并入公司热网送回生产线，则
可以作为工业燃料，来代替企业需要额外购置
的部分天然气。如果将其分离提纯、调整气体
结构，则可以用于生产甲醇、乙二醇等基础化学
原料以及其他高附加值产品。

“像这样的回收利用，每座焦炉每年可实现
收益达千万元，节约标煤约2.4万吨，同时可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5万吨。”宋旭勇说，目前
该回收方案技术门槛高，全国涉及的核心企业
仅3家。

宋旭勇表示，目前这种回收技术已应用于山
东、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钢铁、焦化项目中。

今年初，连续3年实现逆势增长、年产值达
到1.6亿元的武汉方特入选武汉市上市后备“金
种子”企业。

每年将营收的10%投入研发，武汉方特坚
持了近10年。 （栾嘉雯 黄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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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图汽车势头强劲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智）花几分钟时间，向
视 力 0.03 的 患 者 眼 球 注 射 药 物 NFS- 01
（NR082，商品名纽维佳），6 周后，视力提高到
0.3……近日，在参与了武汉纽福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纽福斯生物）的基因治疗药物
NFS-01 的临床试验后，17 岁男孩小严的视力
有了显著改善。

收到小严父亲的感谢信后，纽福斯生物创
始人、董事长李斌告诉长江日报记者：“0.3的视
力已经和大部分普通人相当，再过一段时间，孩
子的视力有望进一步提高。”小严接受注射的药
物NFS-01，正在积极推进三期临床研究，预计
2027 年上市。这意味着，困扰了医学界超过
150年的“难题”，有望被这家来自武汉的企业首
次“解开”。

小严是一名莱伯氏遗传性视神经病变（以
下简称LHON）患者，2023年病发，饱受视力衰
退、生活受限的痛苦。小严父亲用“近乎绝望”
表达当时全家的心情。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约 70 万名 LHON
患者，我国有10万名左右。”李斌介绍，这种母
系遗传性眼科疾病多发于15至21岁间的年轻

男性，患者在短期内突然出现视力下降，严重时
会失明。

2002年，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攻
读眼科学博士的李斌发现，许多眼科疾病是传
统医学解决不了的，于是他决定继续深造，学习
基因治疗技术。成为同济医院一名眼科医生
后，李斌开始专注于 LHON 研究，并发起全球
首个针对 LHON 的基因治疗临床研究。2015
年，他的研究结果被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子刊
上，不少患者专程前来“求助”。李斌坦言，“把
研究成果变成创新药，能帮助更多患者”。第二
年，纽福斯生物在武汉正式成立。

NFS-01通过玻璃体腔注射给药的方式，只
需要几分钟时间，就能完成治疗，简单又安全。
李斌描述：“整个过程就像给视神经发了一份

‘维修说明书’，接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完成后
续所有复杂工作。细胞自己进行‘大翻修’后，
视力便能重启。”

“从吃饭夹菜都不能自理，到能学习、工作、
结婚生子，越来越多患者的变化让我们坚定了
信心。”截至目前，最早一批患者试验已经积累
了近十年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NFS-01获得

了国家药监局的“突破性疗法”认定，是全球范
围内唯一针对该疾病在进行临床开发的 AAV
基因治疗产品；还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授予“孤儿药”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罕见病的药品）称号，是
首个获得中美两国临床试验许可的中国眼科基
因治疗新药。

纽福斯生物CEO李正斌介绍，随着药品上
市步伐加快，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和医疗机构，
不断地用邮件、电话甚至上门“催进度”。

企业成立至今已近9年，李斌说：“在药物
研发行业有一个‘残酷事实’——新药研发平均
需要花费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但成功
率却只有十分之一。一辈子能做出一个药就已
经很满足了。”

目前，企业有包括罕见病、常见病、眼外疾
病在内的超过 10 款眼科基因治疗在研候选药
物，为更多病患带来安全持久的治疗方案。“作
为一家在武汉成长起来的企业，我们得到了光
谷、生物城和本地基金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
们还将继续积极支持武汉创新生物医药生态圈
的建立和成熟。”李斌说。

同济医生辞职创业攻关眼科罕见病

全球患者和医疗机构上门“催进度”

纽福斯生物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药物研发。
长江日报记者陈智 摄

中建三局研发的全球首台“乘用型高原增压车”。

▲“车谷造·神州行”2025汽车巡展
促消费活动走进河南信阳青年营地,全新
岚图梦想家吸引前来游玩的游客。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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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有 责
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内烧纸、点香

或者燃放鞭炮。也许就是不经意的一个

火星，会成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