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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来临，研学游升温，成为一些青

少年开启假期模式的热门之选。记者近

日在广东、湖北、辽宁等地采访发现，研

学游需求趋向多元和理性，更多市场主

体聚焦“学”和“研”，推出一些小而美、小

而专的项目，研学场景不断“上新”。与

此同时，从业门槛有所提升，行业品牌化

趋势开始显现。

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家长不再是“只选贵的”

今年的暑假研学产品预订启动更

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

说，研学产品的预订从5月中旬就开始起

量。截至目前，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4

成左右，价格比去年略有下降。

记者观察到，研学市场需求旺盛的

同时，理性成分也在增加。广州一名中

学生家长王女士说，以前喜欢“跟风”“蹭

热度”，今年开始考虑孩子到底要在研学

中收获什么。

家长也不再是“只选贵的”，开始关

注研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武汉市民李

女士的儿子下半年将升初中，刚参加了

北京6天5晚文化研学活动。她说，每人

5800多元的团费虽不便宜，但研学内容

不再只是在名校打个卡，而是走进京东

亚洲一号仓，体验一件商品的奇幻漂流

历程；参访科大讯飞，建立对人工智能的

全方位认知。这是孩子平日里接触不到

的新科技，知识和视野都有所拓展。

伴随需求的不断升级，研学赛道的

竞争也更趋激烈。承办研学游的主体从

早期的旅行社、教培机构开始朝多元化

发展，初创企业、上市公司甚至托管机

构、网红主播也纷纷入市。

第三方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超过1600

个，研学企业30000多家，研学市场规模

1469亿元；预计到2026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2422亿元。

行业呈现三大新趋势
在研、学上进行更多探索

面对社会需求的理性和多元，研学

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呈现出三大新趋势：

——市场细分更为专业。记者梳理

发现，除了博物馆、风景名胜等传统人文

自然景观类研学项目外，一些小而专的

项目受到追捧。比如“海龟大象保育营”

“山海经文化营”“火箭研学营”等。

在洛阳三彩小镇制作唐三彩，在三

星堆遗址“重铸青铜”，在水下博物馆欣

赏水下碑林……辽宁鞍山市青葵研学营

负责人冯莹介绍，研学游中情景式、沉浸

式、体验式等特色课程更加丰富，与过去

侧重于“游”相比，更多机构在“研”“学”

上进行更多探索，努力让孩子的注意力

从手机上转移出来。

——从业门槛有所提升。近日，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对拟发

布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

示的公告》，将“研学旅行指导师”职业名

称变更为“研学旅游指导师”。业内人士

认为，这有助于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

水平，确保他们具备为学生提供高质量

研学实践服务的能力。

记者采访中看到，部分出行的中小

学生研学团队，不仅配备了研学旅游指

导师、导游、讲解员、大学生志愿者，还有

几位家长代表同行。这些研学旅游指导

师持证上岗，是文旅行业从业人员或对

文旅有兴趣的人，部分大学生志愿者也

在上岗前经过了短期培训。

——行业品牌化开始显现。河南省

旅游协会副会长王亚洲说，研学行业大浪

淘沙，品牌度、集中度不断提升。现在给

孩子选研学项目，很多家长更倾向于选择

市场认可度高的跨区域、大品牌机构。

各地文旅部门也在大力打造各具特

色的研学品牌活动。沈阳市红色文化研

究会等单位联合开展推介沈阳旅游资源

的主题研学活动“小使者万里行”；西安

旅游集团推出“动物园奇妙夜——围炉

故事会”秦岭野生动物园夜游等多条夏

季研学路线；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

组织全市非遗传习场所开展“泉润非遗

——暑假研学月”活动……

市场仍存乱象
需多方联动加强监管

记者调研发现，在市场火爆的同时，

部分经营者资质不全、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产品价格不透明、实际服务与广告承

诺不符等乱象也随之产生。

业内人士认为，传统旅游企业正处

于转型过程中，而新兴的研学机构又难

以完全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研学游产品的

需求，导致供需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

沈阳市青少年农学研实践基地负责

人高振河表示，教育部、文旅部要求研学

机构必须同时具备教育公司属性和旅行

社资质。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旅行社并

没有研发相应研学课程，只是导游上岗；

而有些教育机构只有带队老师，却没有旅

行社资质。还有补课班、幼儿园、私立学

校也纷纷涌入研学市场，虽然有生源优

势，但在组织能力、安全把控、课程品质方

面没有太多实践经验，存在一些隐患。

“研学产品要区别于常规旅游产品，

研学旅游指导师要兼具教师与导游的双

重职能，研学课程的标准化开发要进一

步规范。”小囧在途负责人小米说。

“在文旅加速融合的新形势下，研学

项目涉及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监

管等多个政府部门，无论在规则完善还

是在监管发力上，都需要多方联动、统筹

协作，并明确责任和边界。”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相关机构要想在研学市场上站稳脚

跟，必须在课程研发、研学体验、服务品

质、执行标准上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

企业外宣、新媒体运营也逐渐成为品质研

学机构的标配。学生体验、家长反馈也会

在自媒体平台给出评判。有关专家表示，

随着研学旅行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激烈竞

争、规范引导会促进研学行业良性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郑
天虹、王莹、廖君）

新华社重庆7月11日电（记者周思
宇、周闻韬）记者11日从重庆大学获悉，

该校印明柱教授团队于北京时间10日23

时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该研究首次构建了最大规模的泛

癌种脉管系统全息细胞图谱，为充分理解

肿瘤血管生成的复杂过程提供了全景视

角，同时为临床提升抗血管生成治疗疗效

提供了科学方案。

据介绍，肿瘤的发生与进展和血管的

生成息息相关。血管通过运输营养使肿

瘤细胞得以增殖及转移，是肿瘤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全面揭示肿瘤血管微环境特

征、筛选为肿瘤细胞供能的关键内皮细

胞，通过干预营养供给，能够为临床肿瘤

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肿瘤要在人体里长大、侵袭，必须构

建一个脉管系统。”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

院副院长印明柱教授介绍，团队利用人类

31种恶性肿瘤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

剖析了泛肿瘤微环境中血管内皮细胞、淋

巴管内皮细胞和血管周围细胞的共性与

特性功能分群，阐释了肿瘤诱导血管生成

各个阶段主要组成的细胞类型及功能特

征。通过构建大规模的泛癌种脉管系统

全息细胞图谱，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可用

于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数据库。

研究还发现，一类尖端细胞在肿瘤诱

导的血管出芽起始阶段起着重要作用。此

类细胞不仅标志着肿瘤患者的疾病进展，

还与预后密切相关，细胞在肿瘤组织中的

占比可以指示抗血管生成药物疗效，对于抗

血管生成疗法的伴随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印明柱教授团队正根据以上研

究成果，全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工作，为

进一步推进抗血管生成治疗疗效的评估

与临床应用奠定基础。未来有望为临床

研究提供可提示抗血管生成治疗疗效的

试剂盒，造福更多肿瘤患者。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张漫
子、赵旭）我国通信领域传来捷报：以通信

与智能融合为标志的6G关键技术迎来新

突破，4G、5G通信链路有望具备6G的传

输能力。

我国率先搭建了国际首个通信与智

能融合的6G外场试验网，实现了6G主要

场景下通信性能的全面提升。中国通信

学会10日在京举办的“信息论：经典与现

代”学术研讨会上，一项新成果的发布吸

引了业界目光。

现有的经典通信技术，逐步逼近理论

极限，触及容量提升难、覆盖成本高、系统

能耗大等技术“天花板”，如何突破这一制

约是业界关切。

经典通信处理信息的方式是“模块

化”，主要靠资源堆叠提升网络性能，因此

通信系统性能提升的代价是网络复杂度

的极速攀升。“与经典通信不同，通信与智

能融合的新型通信技术，能以‘端到端’贯

通式优化，替代‘模块化’分离优化，以更

简洁的网络结构，实现通信系统整体性能

的显著提升。”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中关村

泛联院副院长许晓东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张平团队基于通信与智能融合的多项关

键技术，搭建了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

的6G外场试验网，验证了4G、5G链路具

备6G传输能力的可行性。这一通信系

统，容量、覆盖、效率三项核心指标也有显

著提升。这一成果及其创新理论以论文

形式发表于我国通信期刊《通信学报》上。

相较于5G，6G具有更高速率、更低

时延、更广的连接密度，还能实现通信与

人工智能、智能感知的深度融合。“新一代

通信技术需探索新路径，要从‘堆叠式创

新’迈向‘颠覆性创新’。”张平说。

通信与智能的深度融合是通信技术

演进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将改变通信，

6G也将推进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张平表

示，人工智能将提升通信的感知能力、语

义理解能力。泛在通信的6G又将人工智

能的触角延伸到各领域各角落。二者融

合将加快形成数字经济新业态。

暑期研学游市场走访观察

需求更理性 场景再“上新”

我国科研团队首次构建

泛癌种脉管系统全息细胞图谱

我国成功搭建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6G试验网

在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分子病理
中心实验室，印明柱（右）在鉴定患者血
液循环肿瘤细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