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童健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 亲历 5

小桥流水，彩蝶飞舞⋯⋯端午节假
期，在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基地——泰顺
县罗阳镇大溪源蝴蝶谷，缤纷多姿的蝴
蝶，每天都迎来送往客人1000多人次。

“现在每天都有1000多只新蝴蝶孵
化出来。”泰顺县罗阳镇大溪源村党支部
书记黄维业欣喜地和我们分享村里蝴蝶
谷的最新消息：合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10 月份。谷里 100 多万只蝴蝶吸睛又
吸金，大溪源村去年集体经济年收入破
百万元，5 年间增长了近 5 倍。曾经“养
在深闺无人识”的小山村，如今已成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这么多蝴蝶如何孵化出来，它们如
何产生经济效益？我们跟着黄维业走进
蝴蝶谷，当起见习饲养员、文创手艺人，
感受村里的浪漫事业。

想养好蝴蝶，先要养好植物

“这是村里自制的招蜂引蝶水。”黄
维业掏出几瓶水塞给我们，让我们感受
下这个“浪漫神器”。像喷香水般，我们
朝空中喷洒几下，没过多久，成群结队的
蝴蝶闻香识途，围着我们飞。

“这些大多是金斑蝶，峡谷里还有
环蝶、凤蝶、粉蝶等 30 多个品种，它们
都由我们自主培育孵化。”同行的蝴蝶
谷项目负责人牛彪带我们直奔蝴蝶的
养殖基地。

沿溪行至山头，23 座高标准蝴蝶养
殖基地远看着像是蔬菜大棚。“我们走错
地方了吗，怎么不见蝴蝶踪影？”走进大
棚，满眼都是花草，这让我们很疑惑。

“这些是蝴蝶的寄主植物，既是它们
的家，也是它们的食物。蝴蝶的幼虫就
藏在这些寄主植物间。”牛彪指着一片植
物讲解起来。马利筋、板蓝、南山藤、黄
柏⋯⋯我们跟着牛彪巡检、养护。“哪些
寄主植物长得还不够好，后续就要针对
性地在土壤、水分、肥料等方面在下功
夫，这是养蝴蝶的基础。”牛彪说。

原来，想养好蝴蝶，先要养好植物。
我们在大棚里摸索着辨认植物，寻找蝴
蝶踪迹：黄柏和板蓝都是中药材，南山
藤却是菜，而马利筋是蜜源植物。金

斑蝶喜欢马利筋，柑橘凤蝶、碧凤蝶喜
欢黄柏，枯叶蝶喜欢板蓝，青斑蝶喜欢南
山藤⋯⋯我们一边跟着巡检，一边把这
些要诀记在脑子里。

没多长时间我们就被蚊子叮了好几
下。阳光充足、空间宽敞、远离污染，蝴
蝶喜欢的地方，有些蚊虫也喜欢。牛彪
提醒我们，在大棚里不能喷防晒雾或防
蚊水，避免刺激到蝴蝶。

“挑选蝴蝶喜欢的花蜜加水，配上腐
烂的水果或者挥发性的米酒作辅料，就
能制作成招蜂引蝶水。”按照牛彪给的简
易“秘方”，我们又采摘了些树上的果子。

寻找蝴蝶卵，需要一
双火眼金睛

“寄主植物的种植面积已扩展到 60
亩，蝴蝶养殖规模也在扩大，谷里现有
碧凤蝶 10 万只、柑橘凤蝶和枯叶蝶各
20 万只、青斑蝶 30 万只、金斑蝶 50 万

只⋯⋯”牛彪说，数量最多的斑蝶就在大
棚里的寄主植物上产卵，凤蝶、蛱蝶相对
来说比较脆弱，需要把卵转移到室内孵
化，再套到植物上结蛹。

转移虫卵是门技术活。我们跟着养
殖专家熊飞，在寄主植物叶片上寻找蝴
蝶产下的卵。蝴蝶卵多为仿生色，和花
花绿绿的植物浑然一体，眼神不够锐利
的话，根本无从下手。

作为初学者，我们眼睛瞪得像铜铃，
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两个不同颜色的
卵。但熊飞一眼就认出，这是同种蝴蝶
的卵，花色的产在枝干上，绿色的产在叶
子上。

不远处的枝叶上，疑似有一些毛毛
虫静卧着，我们吓得缩回手。熊飞笑着
说，这是碎斑青凤蝶的蛹，看起来像热门
影视剧《花千骨》里的那个“糖宝”。我们
刚想伸手去摘，熊飞提醒道，这样容易不
小心捏破附近的蝴蝶卵。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收集到的卵，带

到阴暗干燥的虫舍孵化。而一些摘下来
的蛹，则要带到附近的暗房。暗房在大
棚的不远处，形似黑色帐篷。走进其中，
眼前是一排排架子，松软的篷布挂在架
子上，上面整齐地布满了蝶蛹。

我们学着熊飞的手法，轻轻托起收回
来的蝶蛹，将它们一个个倒挂在篷布上。
像保护鸡蛋一样，没敢太用力，但又不能
掉下来。“你看看，这样足够整齐吗？”我们
指着刚挂好的蝶蛹询问。熊飞用一个手
指量了量，“要保持合理的距离，这样蝴蝶
在羽化、展翅时不会互相碰伤。”

每只蝴蝶都是当地的致富宝。普通
的活体蝴蝶和蝶蛹，每只售价 3 至 5 元
不等，标本的附加值更高，部分稀有品
种，身价能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很
多研学基地、植物园、博物馆，还有科研
院所、制药机构都有需求。现在还有婚
庆公司找我们购买蝴蝶，在婚礼时放飞，
营造浪漫氛围⋯⋯”熊飞、牛彪的讲解常
常被客户来电打断。

做标本做首饰，延续
蝴蝶的美丽

一些颜值高的成蝶，会在峡谷里集
中展示。凤蝶部落、蛱蝶部落、斑蝶部
落⋯⋯一个个半球形的透明花房中，彩
蝶在阳光下飞舞，引得游客赞叹不已。

“你看这些美丽的蝴蝶，像不像在飞的
花朵？”正在喂养蝴蝶的村民黄维钱，是大
溪源村首批加入蝴蝶谷工作的 30 人之
一。已近退休年龄的他，一点儿也不服老，
跟着熊飞学习、钻研，成了蝴蝶养殖能手。

黄维钱正在给蝴蝶调配养料，我们
给他搭把手。调配养料的讲究可不少。
我们依照着他说的方式，把蔗糖、蜂蜜、
米酒等按比例添加。“怎样才算做好了？”

“像泡蜂蜜茶那样，搅拌均匀，香气起来
了就差不多。”黄维钱说，要诀是，气味要
浓，这样蝴蝶吃起来口感才“甜”。随后
我们拎起手里的养料桶，往托盘里加料，

蝴蝶纷纷落下来进食。
尝到甜头的，何止是蝴蝶。在大溪

源村，有的村民在蝴蝶谷上班，有的则在
周边开起农家乐、小商铺，家门口的就业
机会多了，年轻人也回来了。

来自河南郑州的95后魏娇娇，是蝴
蝶谷的文创指导师。她带我们一起参与
蝴蝶标本的制作。

在文创工作室，我们挑选了色彩鲜艳
的风干蝴蝶。这些蝴蝶约半个巴掌大小，
触须、腿脚等细如毛发的部位完好无损。

“先要把蝴蝶身上这根用于固定的针抽出
来。”魏娇娇轻松自如地示范着。我们一手
捏住针头，一手拿着蝴蝶，尝试直接拔针，
针却纹丝不动。我们一下子用力过猛，蝴
蝶头部断了，第一次制作宣告失败。看似
简单的动作，其实都是反复磨炼出来的。
我们再次小心翼翼地尝试，力度适中，匀速
转动针头，终于顺利地拔出了针。

“打胶枪时，胶体要打厚，蝶身固定上
去才会有立体感，不然看上去很干瘪。”魏
娇娇提示，要是不小心弄断了蝴蝶翅膀，
也不要扔，后面还可以再次利用。

蝴蝶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也被搬进
了电商直播间。00 后返乡青年徐洋是
蝴蝶谷直播间的主播，他带着我们在直
播间展示蝴蝶首饰的制作。分配到放大
镜、小剪刀、圆刻刀后，我们在之前弄坏
的那只蝴蝶翅膀上，找准亮眼的渐变色
部位，用圆刻刀定位，再用小剪刀沿着切
痕慢慢裁剪，剪出翠绿色的小圆片。在
徐洋指导下，我们用镊子把圆片拾掇起
来，嵌入铂金戒指，打上胶水，再装上水
晶。在灯光下，那色彩如梦幻般，延续了
蝴蝶的美丽。

“每天播两场，开播两个月来，日均
交易2000多元。”徐洋说，希望更多年轻
人来蝴蝶谷创业，如同这蝴蝶，结伴成
群、翩然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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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60E，可 以 起 飞 。”“ 塔 台 ，
AG60E收到。”

塔台给出起飞指令，浙产电动飞机
AG60E开始滑行，几秒后，这架写有“技
术验证”字样的试飞机逐渐提速，机头抬
升，机轮离地，飞向蓝天。

AG60E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自主研制，该集团旗下的浙江通飞
野马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它在
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圆满完成的首次
飞行，为我国自主开发电动飞机产品和
现役固定翼飞机电动化改装积累了重
要经验。

航空电动化，正一步步迈进现实。
国家四部门联合印发的《绿色航空制造
业发展纲要（2023—2035 年）》中提出，
到 2025 年 ，电 动 通 航 飞 机 投 入 商 业
应用。

电动飞机和传统燃油机，究竟有何
不 同 ？ 成 功 首 飞 的 浙 产 电 动 飞 机
AG60E 里 又 有 什 么 奥 秘 ？ 我 找 到
AG60E的研发团队，超前体验了一番未
来的绿色低空出行。

电动“心脏”在身后跳动

初入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后侧的生
产车间，我一时竟然找不到此行的“主
角”：车间内停放着四架长相雷同的单翼
轻型运动飞机——白色外衣、一对8.6米
长的机翼、机长6.9米。它们都诞生于浙
江通飞野马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制造工程部部长林壮龙告诉
我，其中只有一架是 AG60E，其余几架
都是它电动化改装的前身——AG60。

别看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核”却完
全不同。AG60 是一款燃油动力的通用
飞机，也是野马飞机落地建德后批量生
产制造的主打产品，主要用于飞行体验、
基 本 飞 行 培 训 和 私 人 娱 乐 飞 行 ，而
AG60E 则是用电力驱动——在动力系
统上，是电机、电控、动力电池集成的电
推进系统。

在四个同胞兄弟里找“本尊”，这可
让我犯了难。林壮龙笑着指了指最靠近
出口的一台，揭开谜底：“就是这一台。”

林壮龙示意我可以坐到机舱内部，
体验一下。我站在舱门口看了半天，却
一时不知如何抬腿。

对于身高 1.55 米的我来说，机舱的

高度已近乎到我的腰部，舱外也没有台
阶。林壮龙见状快步上前，给我演示了
一番：背靠机舱，单脚踩着机轮，再用手
撑住座椅，手脚同时发力一蹬，就坐上了
驾驶位。

几次尝试后，我才坐进驾驶位。我
发现看似狭小的机舱其实并不拥挤，有
限的空间被用得恰到好处——头顶留有
足够的空间，让我可以在座位上轻松转
动身体；脚下空间也有富足，想要伸直或
者弯曲腿，完全可以通过座椅调节找到
舒适度；操作台伸手就能触碰，两个电子
屏幕清晰显示着飞机的状态，一个记录
着飞机飞行的高度、方位等，一个显示着
电池输出功率、电压电流、电池温度等，
无论从操作还是查看，都比燃油机上配
备的机械开关、圆形参数表盘要简洁
得多。

正当我环顾四周，还在研究舱内结
构时，转身发现座位后摆放了两个金属
盒 子 。 浅 色 的 盒 子 上 标 有“ 重 量
38.9kg”等参数标识。

还未等我开口问，林壮龙就回答道：
“这就是这架飞机的‘心脏’了，专业名称叫
电池包。除了这两个，机头内还有一个。”

林壮龙告诉我，这个金属盒子并非
就是电池本体，它的内部由多个电池和
隔热装置组成。“隔热装置是电池的保护
层，一旦电池因过热失控，就会导致短
路，那飞行的安全性就会大打折扣。”

正是这颗跳动在我身后的“心脏”，
让AG60E和AG60有了最大的不同。

没有音浪的起飞，加
速更快

当飞机换上了电动“心脏”，驾驶感
受会有不同吗？

因 AG60E 的任务在于技术验证，
我们没法真正驾驶电动飞机。但林壮龙
告诉我，可以在测试中找感觉。

话 音 刚 落 ，林 壮 龙 就 开 始 固 定
AG60E，让它进入调试状态。同时，他
又像个医生一样，为飞机连上各类监测
设备。有的连在机舱内的屏幕前，有的
连上电池包。

见我有些疑惑，他开始为我科普：“这
些设备是用来观察电推进系统整体运行
变化的。特别是在电池电压、输出电流、
电机功率等方面，我们需要掌握最精准的

数据，才能瞄准需求解决实际困难。”
待到连接完毕，林壮龙重新回到机

舱，并给了我一台电脑。这是他日常测
试时必备的工具，上面记录着历来测试
的数据。

我看了一眼电脑界面，上面显示了
一条波动曲线。曲线一旁有着一串类似
代码的数据。

还没等我把所有的数据界面搞清
楚，我突然感觉到机舱内有了一丝轻微
的抖动。原来是林壮龙刚刚按了一个红
色按钮。

“这就启动了吗？”
耳畔还没等到答案，但面前操作台

上亮起的屏幕和不断更新的数据，都在
告诉我“是的”。原本做好准备，要被音
浪“冲撞”一下耳朵的我，等了数秒，依然
没有等来预期中的轰鸣声。

“这是因为飞机在调试状态下被固
定住了，所以感受不明显吗？”我开口
问道。

林壮龙笑着摇摇头：“这就是电机和燃
油机的区别之一。电机靠通电就能带动螺
旋桨旋转前进起飞，而燃油机是靠燃烧再

产生动能去推进。所以无论从听觉、嗅觉
来说，电动飞机的乘坐感受会好很多。”

也许正是因为体感不明显，我大着
胆子开始跟随指令轻推摇杆。一瞬间，
电脑上测试放电倍率系统就出现了大幅
度变化的波纹，角落里同步出现了一连
串数据的快速变化。与此同时，机头前
的螺旋桨也开始了转动。

我开始有些紧张，虽然知道不会真
的飞起来，但背部也开始紧绷着。

“这个数据变化越快，说明爬升的
速度也越快。”林壮龙话音刚落，一旁
负责 AG60E 试飞任务的飞行员老赵
补充道：“爬升的驾驶感受很明显，我
们开的时候也感觉到推背感更强，电
动杆一推，飞机的加速度就起来了，比
燃油机要快。”

他用了个更形象的比喻，就像开车
一样，红绿灯切换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起
步总是比燃油车要快。

又掂又掰，感受复合
材料的优势

结束体验，重新“回到”地面的我，还
有些难以置信。但首飞成绩已经说明了
AG60E 的真实实力：最大起飞重量 600
千克、最大平飞速度 220 千米/小时、最
大巡航速度185千米/小时。

换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电动飞机
动力系统额定输出功率与原型机相当，
除航程航时外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
或超出原型机的水平。特别是从无数
次类似的调试试验结果来看，电动飞机
AG60E 的输出功率比 AG60 更稳定。

AG60 机型的航程可达 1100 千米。
那 么 AG60E 呢 ？ 李 屹 晖 告 诉 我 ，
AG60E的首飞只是第一步，也就是做好
技术储备，目前其航程、航时还达不到应
用场景的需要。一旦电池成熟度达到了
工程化应用水平、电池热失控有了解决方
案，可以快速推出产品，走向市场应用。

我能体验的，仅仅是一次不完整的
测试，而在航空工业通飞航空产品发展
部长、浙江通飞野马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屹晖的电脑里，存着一份专业
测试结果的分析报告。

从报告中密密麻麻的数字、专业名
词中，我可以感受到电动飞机 AG60E
第一次首飞即成功，并非偶然。

“这就像是找到了参考值，后续市场
提出的新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方向去设
计。”李屹晖说，比如电池能量密度需要多
大，放电倍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增加、降
低，如何解决电池热失控等方面，都能在
这份报告中找到明确的“攻略”方向。

最近，李屹晖带着团队正在做领雁
AG100的油改电方案研究。其与AG60
最大的不同，在于机身材料选用了全复合
材料结构，而AG60还是全金属材料。

跟随李屹晖的脚步，我们在车间找
到了同样大小的两块材料，一块金属
材料、一块复合材料。我伸手掂了掂，
金属材料明显要更重一些。我又试着
用力掰折了一下两块材料，复合材料的
变形更明显。

“全复合材料可以降低机身的自重，
也是未来的市场趋势。所以我们会在这
类 机 型 的 基 础 上 再 做 油 改 电 方 案 设
计。”李屹晖说，“当然，有了 AG60E 的
基础，我们这次的电动化改造也会顺利
推进，未来可以满足教培、短途通航的市
场需求。”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电动飞机的
优势。与之对应，它的未来商用市场也更
广阔。比如低噪音、零排放的特点，更利于
它在城市空域飞行，因而也更适用于短
途通航、城市交通、特
色 旅 游 等 场 景 。 此
外，输出功率稳定、爬
升速度更快等特点，
也让它在应急救援、
高频货运等领域脱颖
而出。

记者坐上浙产电动飞机AG60E，感受绿色低空出行

电动飞机电动飞机，，有啥不一样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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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蝴蝶谷拍照打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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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右）尝试熟悉电动飞机AG60E的操作台。 本报记者 陈晓驰 摄

飞行中的电动飞机飞行中的电动飞机AGAG6060EE。。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