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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

近距离感受创新
叶晓楠 白家旭 周 晴

走进场馆，手握球拍的机器人自
如地颠着乒乓球；强劲灵活的手腕，
机械臂上下挥舞为汽车车身进行点焊
作业……这些看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
的场景，出现在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个个机
器人产品不仅有着“智慧的手”，还
有“聪明的脑”“智能的眼”，博得观
众频频称赞。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
以“开放创新 聚享未来”为主题，
吸引了约160家国内外机器人企业携
近600件展品参展，通过展示全球机
器人前沿技术和最新成果，搭建技术
产业交流合作与开放共享的平台。

机器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组成，是经济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关键
工具，将驱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智能
时代。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
蓬勃发展，2022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
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50%，稳居全球
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制造业机器
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392台。

“机器人+”有哪些新亮点？近
日，笔者走进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
近距离感受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业、农
业生产、商贸物流、医疗健康、商业
社区服务等各领域的创新应用。

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在 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会场 A
馆，一台机械手臂正在自如地颠乒乓
球，动作流利丝滑，不仅如此，它还
能精准地将乒乓球颠进篮筐，且准确
无误地接住从篮筐滑下来的乒乓球。

“这个动作如果采用传统算法将
花费大量精力，且对快变复杂的场景
适应性较差，因此我们采用人工智能
深 度 学 习 的 方 式 ， 解 决 了 这 个 问
题。”北京配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拓
展总监胡亚宁向笔者介绍，京城机电
旗下所属北京配天机器人公司采用自
主研发的进阶版机器人智能控制器
ReaLink-Motion，能让机器人像人
一样学习挥拍的动作，做出正确的回
击判断。

“这款机器人基于自主研发的配
天机器人大模型系统，将深度神经网
络和强化学习技术相结合，把教导机
器人‘怎么做’，转变为简单地告诉
它‘做什么’，从而实现低代码甚至
零代码部署，让机器人在快速换线、
复杂动作场景下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
能。”京城机电副总经理滕明智说，
看似简单的颠球动作却是对于未来机
器人进一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提升
控制能力的必要突破。

当前，机器人呈现出人机共融、
虚实融合、智能驱动、泛在交互等发
展特征，产业逐步逼近变革跃升的临
界点。据了解，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
机器人市场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
2022 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超 1700
亿元，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服
务、特种机器人产量快速增长；品牌
实力不断增强，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 273 家，10 家机器
人企业成长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市场
应用加速拓展，服务和特种机器人在
物流、医疗、建筑等领域实现规模化
应用。

帕西尼感知科技的多维面阵触觉
传感器是一种用于机器人模拟触觉的
功能。在展馆中，帕西尼感知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张恒第
向笔者展示着他们带有触觉传感核心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产品，“我们的突
破在于让机器人的手也‘拥有’像人
一样的触觉，人类的手依靠自身皮肤
获取触觉感知能力，我们的多维面阵
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也能有像人类一
样丰富、灵活的触觉和基于触觉反馈
的闭环控制系统。”

在“机器人+安全应急和极限环
境应用”展厅，防爆消防排烟侦察机
器人、水域救援机器人、警用巡逻安
防机器人等特种机器人在各自展位上
尽显风采。

在申昊科技展台，大屏幕正在放
映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作业状态，利
用双臂行走运动平台及各类高精检测
系统组成方式，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
可对输电线路设备状态远程监控、关
键现场一键抵达，周边工况智能感
知、基础设施缺陷告警。

“这是我们研发的新品，通过机器
人对线路进行‘安全检查’，不仅可以
高效完成巡检任务，同时也能降低成
本。”申昊科技董事兼副总经理熊俊杰
说。据了解，在通行不便的区域，传
统人工巡检，一个班组一天仅能巡检
5—6座杆塔，而输电线路机器人一天
可以巡检20余座，效率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我们的除冰机器人
也为输电线路的智能化运维添砖加
瓦。”熊俊杰表示，除冰机器人以其
自动上塔进线、多模式除冰等技术解
决了传统方式除冰中的一些难题。

“机器人的‘上线’，将为输电线路提
供新的运维手段。”熊俊杰说。

在农业展区，果园多臂采摘机器
人颇为引人注目。机械手臂通过位置
和光感灵敏伸出，准确抓住一个苹
果，让观众对农业现代化和智能化有
了更直观的了解。据介绍，这款机器
人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

研究中心研制，通过机械臂和果实获
取装置，实现采果、纳果、储果全程
自动化采收，并具备昼夜连续作业的
能力，每小时可以采摘 400 至 550
果，大幅提升了采摘效率。在提升作
业效率的同时，该设备可以最大限度
避免果实受损。目前，该机器人已在
北京、山东等地农田果园试用，很快
就会推出量产机型。

医疗机器人成热点

医疗机器人领域是本届机器人大
会的热点之一。在“机器人+医疗”
健康板块，集中展示了机器人在手
术、辅助检查、辅助巡诊、康复、检
验采样、院内治疗、远程医疗及院后
康复追踪等整体病程服务体系中的应
用，以多功能服务医疗康养。其中，

手术机器人展示出高精准度和操作的
优势，不仅让手术更容易更精准，也
有助于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高精准
的医疗服务。

走近长木谷医疗展台，映入眼
帘的是一套手术设备，展台边的两
个屏幕正在显示机器人操作手术时
的各项数据及画面，一旁的机械臂
正拿着骨科手术中常用的锉刀在骨
头模型上操作。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两块屏幕
所展示着的是一台刚完成不久的手
术中的真实场景，在这台髋关节置
换手术中，这套系统将患处标记为
显眼的颜色，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
患处并对治疗进程进行实时观察，
系统在随后植入假体的过程中为医
生提供数据辅助，协助医生找准假
体安放位置，实时监测假体植入的
位置与深度是否合适。“过去做类似
的股骨头置换手术需要将近两个小

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同样的手术时
间可以缩减到一个小时以内。”解放
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关节外科主
治医师南少奎告诉笔者。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关节
外科主任医师柴伟说，在这套基于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智能三维重建手术
辅助系统的辅助下，可以在术前精确
制定出适合患者情况的个性化三维手
术方案，将手术精确度提升至 96.7%
以上。

据了解，截至目前，长木谷已带
动700余家三甲医院的数字化技术应
用，让重庆市巫山县、广西壮族自治
区平南县、四川省天全县、贵州省余
庆县等县域级医院也成功开展了人工
智能辅助关节置换手术，有数万名患
者获益。

除了专门用来做手术的机器人，
在医疗领域的其他方面，机器人也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科重德展台，

一台配送机器人正在模拟应用场景中
的配送工作。“一般10分钟左右就可以
完成配送工作，使用者可以根据智慧
物流机器人管理平台实时了解配送进
度。”中科重德公司区域总监李涛介绍
说。据了解，中科重德医疗配送机器
人可以根据医疗耗材的特点和要求的
不同对箱体进行定制，提升配送效
率，单次最大载重量可达到100公斤，
最多一次可以配送16单。“使用智能配
送机器人完成药品、检测标本、无菌
器械包、输液包等医用物资的自动配
送，能做到无人化自动运输，实现传
统的人工配送向智能化升级，提升了
医院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李涛说。

在服务机器人方面，健康养老的
交互式机器人也有不少展示。

森丽康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带
来了一款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陪伴机
器人——“小丽”。从功能上来看，
除了具备通话、拍摄、创建购物清单
等常规功能外，考虑到老年人经常会
忘记某个东西的存放地点，用户可以
通过语音指令让“小丽”为老人创建
物品存放地点备忘录，在需要时可以
直接询问。不仅如此，“小丽”还能
提醒老人服药，并告知服用剂量与用
药事项；在出门时还会根据天气情况
提供出行建议。未来，森丽康公司还
将开发更多功能，同其他智能设备一
道，为老人安全保驾护航。

机器人大赛受关注

作为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项
重要内容，2023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
赛也备受关注。本次大赛分为科研、
应用以及青少年三大类共四项赛事，
旨在促进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并助力
科研成果在多个领域实现落地转化。
大赛共设BCI脑控机器人大赛、共融
机器人挑战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
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四项赛事，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

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展位上，一名
参观者正坐在显示有“中国象棋”界
面的电脑屏幕前，展台工作人员将装
有凝胶式电极的脑电头带佩戴在参观
者头上，参观者只需集中精力，注视
具有不同频率闪烁的棋子以及可选路
径就能够进行选子、落子、悔棋、认
输、求和等操作。

“该项技术无需使用双手，被试
者通过注视刺激屏幕中不同频率的象
棋棋子，即可诱发关于该刺激频率的
脑电信号，脑电信号发送给中控端进
行象棋逻辑处理，进而改变刺激界面
刺激状态。”来自北京邮电大学智能
信息网络与电磁兼容实验室的学生徐
运奇介绍，由于可以直接将中枢神经
信号直接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指
令，该项技术可被应用于渐冻症患者
和运动失能病人的生活辅助中。

在上海大学展位上，现场工作人
员向参观者展示了可穿戴式脑机接口
疲劳测试系统。该系统通过采集脑电
波信号，提取波段分析疲劳水平，从
而实现疲劳预警。

除脑机接口 50 周年技术成果展
外，共融机器人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驻足体验。

不同于与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
起直接联系的脑机接口技术，共融
机器人重点在于通过人机协同，实
现智能化人机互动。“哇，右手做什
么动作，左手就做什么动作！”笔者
闻 声 望 去 ， 只 见 在 东 南 大 学 展 位
上，参与者的左手放置在装有仿蜂
窝结构双向柔性驱动器的手套里，
通过右手与电脑中带有虚拟场景的
康复游戏交互，柔性手套同步带动
左手做相同的动作。“这是柔性手部
康复机器人系统，由柔性手套、控
制箱和带有虚拟场景的康复游戏组
成，具有视、听、触和震动觉等多
种交互通道。”来自东南大学仪器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生赖健伟说，通
过与虚拟场景交互，手功能障碍者
可 在 做 游 戏 的 过 程 中 进 行 康 复 治
疗，这不仅能带给患者具有沉浸性
及趣味性的康复训练体验，同时还
能增强患者康复训练的积极性。

业内人士认为，这次机器人大赛
有很大的科普价值，能让更多的人参
与未来机器人的研发，扩充机器人创
新的人才储备。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也有助于增强对机器人的了解。

我国拥有广阔的机器人应用市
场，根据 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
的《中国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发展报告

（2023年）》 显示，当前，我国机器
人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应用
场景显著扩展，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进
程不断加快，协作机器人、物流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优势不断增
强，创新型企业大量涌现。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英认为，机器人产业技术将加快融
合创新突破，应用场景将持续扩展，
大模型将成为机器人智能“大脑”，
机器人生态将加速共融共生。

图①：8月18日，熊猫机
器人在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与观众玩自拍。

陈晓根摄（人民视觉）

图②：8月18日，观众在
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观看四
足机器狗表演。

陈晓根摄（人民视觉）

图③：8月19日，在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朋友在与
机器人互动。

杜建坡摄（人民视觉）

图④：8月19日，在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仿生人形机
器人诗人“李白”和“杜甫”在
向观众表演节目。

罗 伟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