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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市即墨经济开发区科创中
心，一个名为“味来逸站”的机器人餐厅座无虚席，大厅内一
侧，数台外观酷似冰箱的美食机器人“一”字排开。客人点完餐
后，餐厅员工将相应菜品和作料配比好，“交给”美食机器人，而
后扫描食材餐盒上的二维码，关上门，点击“系统启动”，美食机
器人就开始“烹饪”，不到10分钟，味道鲜美、颜色诱人的鱼香
肉丝、腰果翡翠虾仁、麻辣小龙虾等菜品就烹制完成，摆上餐桌。

餐饮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美食机器人应运而生，它是餐饮
行业迈向工业化、智能化、自动化的产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世界中餐产业联合会工业化专业委员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全宏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餐饮行业加速
渗透，“无人餐厅”“智慧餐厅”等新的运营模式涌现出来，进而
重塑餐饮行业产业链，变革以餐厅加工为主的传统餐饮模式，使
餐饮业的主要加工环节转移到食材产地、食材加工基地。因此，
适应餐饮工业化、规模化、智能化趋势，培育特色标准化种植食
材基地已成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味来逸站”是青岛美餐即享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餐即享”公司）推出的试点和展示店，其愿景是将这项创新推向
每个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的标配，将人们从琐碎的买菜、洗菜、

做菜等环节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享受生活。
“美餐即享”公司总经理葛武表示，与传统家庭厨房和社会上

的集体食堂相比，机器人餐厅在节约食材方面更有作为。数据显
示，蔬菜从农田到餐桌，大约有三成损耗在物流过程，另有约两成在
制作过程中损失，而机器人餐厅是直接将订单需要的蔬菜由田间
地头运送到工厂中加工成净菜，再按照订单需要进行配比，大大
减少食材损耗，同时把所有食材下脚料集中处理成动物饲料，大大
减少了食物加工环节的浪费和后端垃圾分类处理的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智能餐饮”兴起的一大外在因素。由于疫
情防控的需要，无接触式、自助式餐饮方式悄然兴起，高度智能
化的机器人餐厅受到人们青睐。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表示，
疫情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的饮食消费观念进一步加
强，消费需求从产品、服务、供应方式、饮食文化等多角度不断
提升，倒逼餐饮业注重各环节的紧密合作及全产业链的协调发
展，餐饮服务对食材安全性、季节性、保鲜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
强，行业会更加重视菜品的营养健康，更加注重就餐环境的科
学、舒适。

目前，智能餐饮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
题。 李全宏将其概括为3个方面。一是安全有待进一步提高。餐
饮机器人事关食品安全大事，但是有些产品并没有使用食品级金
属和内胆涂层，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二是设计不尽合理。餐饮
机器人的一些配件存在设计缺陷，特别是防滑设计和防烫设计方
面。三是运行维护比较繁琐。目前市场上的一些餐饮机器人虽然
使用便捷，但是清洗比较麻烦，费时费力，这显然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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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味来逸站”餐厅，工作人员用机器人“每餐魔方”加工餐食，
实现“一键”烹饪。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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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阿坝

本报电 近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交通出行迎来数字化变
革，当地传统出租车企与高德打车合作推出的“阿坝出租”正式上线，乘
客只需打开高德地图APP，选择“阿坝出租”，就可线上呼叫出租车。

阿坝地区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及卧龙、四姑娘山、大
熊猫栖息地等世界级旅游景区，年吸引客流量约4000万人次。以旅游
大巴车和巡游出租车为主的传统交通运行模式无法满足客流量需求。

阿坝传统出租车行业依托高德打车的“好的出租”计划，积极推
动数字化升级，推出“阿坝出租”，出租车可通过高德打车获取网约订
单，实现网约行程上车点推荐、计价联动、非现金支付、服务评价
等。既有利于提升出行体验，又降低了巡游车空驶率、增加乘车数
量，提升了司机收入。同时，“阿坝出租”也可以助力当地交管部门和
巡游出租车企业对车辆和驾驶员进行更科学管理，提供更好服务。

（文 心）

巡游出租车首次“触网”

状态优异
某些方面表现超预期

从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海南文昌发射
升空到 2021 年 2 月到达火星附近实施火
星捕获；从 2021 年 5 月 15 日成功着陆于
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到5月19
日与着陆器成功分离并驶上火星表面；
从 2021 年 6 月 11 日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
发布到 6 月 27 日火星全局环境感知图像
和移动过程视频发布，“祝融号”火星车
实现的中国航天一个个历史性突破，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经过上亿公里的漫漫星际旅行，又
在环境恶劣的火星表面工作了超 3个月，

“祝融号”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对
此，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总设
计师孙泽洲介绍说，“祝融号”火星车设
计寿命是 90 个火星日，现在已经是超期
服役了，但是其各方面情况都很优异，
表现与预期相符甚至有些方面超出预期。

孙泽洲进一步解释说，在能源供给
方面，祝融号非常充足，比之前预期的
还要好；在保障其安全运行的最大关键
点之一热控制方面，“祝融号”应用的相
关技术可以把太阳能高效地转成热能，
使其在火星夜间能够保持比较理想的温
度水平。

“祝融号”着陆区气候和气象环境较
好，为其“生存”和开展探测提供了较
好的条件。据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
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刘建军介绍，目前
火星正处在春夏交替的时节，温度和风
速相对适中，为火星车巡视探测提供了
适宜的环境。

探测数据显示，“祝融号”中午前后工
作时，气温大约在零下20摄氏度到零下10
摄氏度左右，风力大概是 2 到 8 米每秒的
微风量级。天公作美，探秘火星正当时。

收获满满
6台载荷形成10GB数据

软着陆火星90多天来，“祝融号”按
照“七日一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有
探测”的高效工作模式，紧锣密鼓展开
巡视探测活动。

据刘建军介绍，“祝融号”火星车上
配置的 6台科学载荷均大显身手，其中，
火星气象测量仪用于监测火星表面温
度、压力、风场和声音等的时间和空间
变化；火星车次表层探测雷达用来探测
火星土壤的地下分层和厚度，在火星车
移动过程中，持续探测地下物质的大小
和分布特征，并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约
束地下分层结构，制约地下水冰和挥发
物的分布。

此外，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多光
谱相机、导航地形相机、火星表面磁场
探测仪等在“祝融号”停下来开展就位
探测的过程中也大显身手。

到目前，上述6台科学载荷一共获取
了10GB的原始数据。

据了解，科学载荷获取的数据已经
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并形成
标准的数据产品，中国月球与深空探测
网日前已面向国内科学研究团队开放数
据申请，后续将以月为周期组批发布科
学数据。

刘建军表示，希望通过将这些有效
的数据提供给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来深
入了解“祝融号”探测区域的地质情
况，特别是进一步寻找乌托邦平原是否
曾是古海洋的相关证据。

中继飞行
助力地火数据通信

乌托邦平原空旷寂寥，但是“祝融
号”并不孤单，它有两个携手工作的

“小伙伴”，一个是支撑其安全达到火星
表面的着陆器，另一个是与其分离后环
绕火星飞行的环绕器，后者与“祝融

号”分离后上升至中继轨道，变身通
信器，为“祝融号”与地球之间建立
起中继通信通道。

正是有了环绕器架设的信息中继
“金桥”，数亿公里之外的“祝融号”
才能把探测到的数据及时发送至地
球。据孙泽洲介绍，“祝融号”着陆火
星和开展探测以来，环绕器一直在默
默承担着数据中继的角色并表现出优
良的性能。

对于环绕器而言，承担好中继通
讯的角色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

一是中继轨道维持问题。环绕器
要始终保持在中继轨道，才能使通信
链路保持畅通、高效，为此，它在运
行过程中，进行了多次轨道维持，确
保稳定运行在中继通信轨道。

二是解决能源供应问题。据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环绕器副总设计师
朱庆华介绍，环绕器携带了2个太阳电
池阵，同时通过优化调整器上的设备
工作模式，成功应对光照不足带来的
能源问题，保障持续能源供应。

环绕器站得高，看得远，通过载
荷对“祝融号”着陆区进行详查并获
取了高分辨率地形数据，以此帮助科
学家更好地分析地质背景情况，制定

“祝融号”不同阶段的科学探测规划。

寻找水冰
拓展任务志存高远

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超期服役
的“祝融号”雄心不减，它将在接下
来的拓展任务阶段争取有更大作为。
根据目前的良好状态，“祝融号”将继
续保持高效探测模式。据孙泽洲透
露，下一步“祝融号”将向着陆点以
南、海拔高度不断抬升的古海陆交界
方向行驶，以沿途的石块、沙丘、撞
击坑、沟槽、疑似泥火山等为目标，
开展巡视探测。

在探测风格上，“祝融号”将作出
必要调整。孙泽洲坦言，“祝融号”初
来乍到，在前 90 个火星日，其巡视探
测移动特别谨慎。随着经验的积累和
对环境的熟悉和适应，“祝融号”在实
施后续任务时可能会更大胆一些，甚
至做一些极限测试，为将来在其他地
外天体开展自主巡视探测积累更丰富
的经验和技术储备。

9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祝融号”
和环绕器将迎来“日凌现象”的考
验，在此期间，火星、地球将运行至
太阳的两侧，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
受夹在中间的太阳的电磁辐射干扰，环
绕器与地球的通信将中断约 50 天。为
应对“日凌现象”，环绕器和“祝融号”将
转入安全模式，暂停探测工作。

据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
设计师张荣桥介绍，日凌结束后，环
绕器将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
火星全球遥感探测，获取火星形貌与
地质结构、表面物质成分与土壤类型
分布、大气电离层、火星空间环境等
科学数据，同时兼顾“祝融号”拓展
任务阶段的中继通信。

张荣桥说：“从11月上旬日凌现象
结束之后，火星探测方案要作出调
整。具体来说，环绕器的使命将转到以
开展火星全球环绕探测为主，同时兼顾

‘祝融号’火星车的巡视探测踪迹。”张
荣桥强调，上述调整是综合考虑一次发
射实现火星‘绕、着、巡’整体任务而作
出的。成功完成既定探测任务为拓展
任务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科研团
队将继续精益求精，力争为科学研究
获得更多有效的探测数据。

刘建军透露，环绕器将携手“祝融
号”在着陆区以外地区寻找水冰的存
在。他说，对于一些重点探测区域，科
研团队已有相关计划。此外，科研团队
在邀请全国乃至国际上从事火星研究
的科学家，请他们对后续遥感探测提出
探测对象，比如可能存在水冰的区
域，将有针对性开展重点探测。

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 形成10GB原始数据

“祝融号”拓展探测寻水冰
本报记者 张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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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棕红色的奇异世界：近处，棕红色沙土上，
两排浅浅的行驶痕迹延伸而去；远方，低矮的、棕红色的
丘陵勾勒出起伏的天际线；上方，棕红色的天空显得苍茫、
迷蒙。这是距离地球约4亿公里外火星乌托邦平原上的一
张实景图，是地球使者“祝融号”火星车的杰作之一。

从今年 5 月 15 日成功在那颗星球上着陆到 8 月 15

日，“祝融号”度过了整整90个火星日，累计行驶了889
米。期间，它启动了所有科学载荷，用随身携带的“十八
般”装备，开展深入探测活动，获取原始数据约 10GB，
圆满完成了被赋予的既定巡视探测任务并进入拓展任务实
施阶段，为人类更好认识火星、揭示火星秘密作出了杰出
贡献。

◀“祝融号”火星探测日历
人民日报客户端制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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