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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58秒，100亿元人民币！
这是今年“双11”，阿里巴巴创下的新

纪录。11 日全天交易额更是达到 1207 亿
元，刷新单日全球零售纪录。“双11”购物
狂欢节之名，当之无愧。

不过“双11”过后，挑战随之而来。前
几年的“双十一”，快递业就因运力有限，
“爆仓”频发。不过，可喜的是，据国家邮
政局数据显示，今年11日主要电商共产生
快递订单3.5亿件，同比增长59%；当天各
邮政、快递企业处理2.51亿件，同比增长
52%。

面对海量订单，中国的物流企业逐渐掌
握了多种多样的解决之道。其中智能物流，
尤其是各种无人设备正在成为快递业缓解压
力的“法宝”。

无人仓：智能分单减少无效运输

在菜鸟物流的一个大仓库里，数百个
“快递员”正在忙碌地工作着：有的看上去
身强力壮，不断将庞杂的货物从车上卸下，
配合拣选车搬运到相应货架旁；有的显得灵
活矫健，在货架间穿梭移动，上下攀爬，确
保货物摆放准确；有的则目光如炬，飞快地
识别传送带上的商品种类、大小，并拣选货
物放进包装箱里。

事实上，它们都是机器人，代替人类完

成了这些繁琐的任务。
这一切改变源自菜鸟网络研发的智能分

单系统。这些机器人均安装有识别电子面单
的装置。系统根据高效的排班和指派算法发
出指令，优化协同几百台机器人的同时作
业，实现机器人之间、机器人和人之间的无
缝对接。

据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双
11”期间全国有70%的包裹使用智能分单系
统。机器人颠覆了传统仓库“人找货、人找
货架”的陈旧模式，实现了“货找人、货架
找人”。机器人接收到指令后，驶向存放货
品的货架，并将货品从巨大的仓储区搬运至
员工配货区。配货员从电脑提示的货位上取
下所需商品即可，大幅缩短了配货时间。
“智能分单系统能选取最优路线进行安

排，极大地减少了无效运输。另外，我们的
系统对仓库本身的改造小，可适用的范围
广。通过该系统，单仓人均每天处理订单数
预计效果能提高100%。”菜鸟物流相关负责
人表示。

无人机：摆脱地形限制降低成本

“飕飕——”
“双11”当日下午，一架小型无人机在

北京通州区永乐店镇应寺村起飞，爬升至百
米高空。引人注目的是，这架无人机的机身

下方运载了一个牛皮纸箱，正是人们熟悉的
快递包裹。

这是京东无人机在北京的首次飞行。
据了解，无人机是京东计划在农村地区

推广的快递配送方式。由于农村订单零散，
加之路况或地形条件复杂，传统配送方式效
率低且成本高。无人机先将货物送到京东的
农村推广员站点，再由推广员完成从站点到
村民家中的配送。

据晟泽科技董事长张浙闽介绍，目前快
递无人机主要通过GPS系统实时向调度中心
发送坐标和状态信息，根据指令飞行至目标
区域后向快递柜发出指引请求，最终在快递
柜顶端停机平台着陆、装卸货物并充电。现
在，快递无人机续航时间有限，但其物流应
用得到广泛重视，国内有顺丰、京东，国外
有亚马逊、谷歌等尝试使用无人机。现阶段
无人机适用于特殊轻小物品，如急救药品、
文件等；未来随着政策放宽，无人机可靠性
和续航能力提升，物流无人机应用将迎来爆
发式增长。

京东方面透露，京东开发出的无人机机
型能够执行最大30公斤载货量、30公里飞
行距离的配送任务。目前，京东正进行技术
改进，完善自主避障、智能航线规划，同时
简化运营流程，让无人机与京东物流系统实
现无缝对接，全面提升物流配送效率。

无人车：自主送货动态识别环境

“行李箱竟然会自己走路！”这正是一些
写字楼里上演的惊奇一幕：只见一个约1米
高的金属箱子踩着小轮子，在自动前行。它准
确地避开了路人，乘坐电梯，来到一名用户的
身边。用户扫码后，这个箱子从体内“吐出”了
一个快递包裹，直待用户取走方才离开。

它，就是菜鸟网络推出的一款末端配送
机器人“小G”。据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介
绍，小G内置强大的算法，可以像人类一样
思考，自动将包裹送至用户手中。只要通过
手机发出服务需求，小G便会动态识别环境
的变化，规划好最优配送路径，将物品送到
指定位置。

小G由电池驱动，单次投递费用与人工
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运行速度平均在
1米/秒左右，能装10-20个包裹。与无人机
相比，小G具有载重量大，续航里程长，安
全可靠等重要优势。
“小G不仅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

也是全球物流行业最先进的机器人之一。”
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透露。小G等无人智能
设施的研发只是中国物流业技术进步的冰山
一角。2016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综合服
务平台公布新增专利显示，物流快递领域
2015—2016年度发明专利数量超过了2006—
2014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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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近日在辽宁沈阳科技馆举行。由北京

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刁爱武老师担任指导，傅欣怡（左）、唐同贺

（中）和邱思宇（右）3名同学创作的科学微电影《科技改变我们的生

活》通过技能测试和专家问辩，获得影像节一等奖、科学原理一点通优

秀作品奖和十佳公众喜爱作品奖。 马 腾摄

天宫二号刷新“中国太空纪录”
崔馨月

“天宫二号”作为中国航天史上“最忙碌”的空间实验室身负重任，其荷载的实验

项目达14项之多。自“神十一”与“天宫二号”成功“牵手”后，航天员入住“天

宫”，紧张忙碌地开展各项实验，创下了中国航天的数个“第一次”。

人脸识别近年来不仅成为最热门话题之一，而且已逐渐进入社会生
活，从手机屏解锁到笔记本开机，从公司考勤到养老保险领取等，都可“使
脸色”了。然而人脸识别技术是怎么实现的？该技术是否成熟可靠呢？

对此，北京嘉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辛明江介绍说，人脸识别技术
是利用分析比较人脸视觉特征信息，进行身份鉴别的一种计算机模式识
别技术，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一种。经过近40年发展，该领域开发了
大量识别算法，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视
觉、人工智能、统计学习、神经网络、小波分析、子空间理论和流形学习等众
多学科。其原理是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从图片中提取人像特征点，利
用生物统计学的原理进行分析建立数学模型即人脸特征模板；利用已建成
的人脸特征模板与被测者的面像进行特征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来给出
一个相似值；通过这个值确定是否为同一人。

基于这一技术，很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应用开发，嘉澜公司主要是在智能家
居领域发力，具体来说，就是进行智能电子门锁及系列相关产品的研制。

辛明江表示，门是划分、连接家庭与社会的一扇屏障，锁是区分自
己人与外界的一层识别。近年来，在家居行业着眼于构建便利、宜人的
居家品质的大背景下，密码锁、刷卡锁、指纹锁的出现揭开了智能门锁百花
齐放的序幕。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成熟，刷脸锁崭新亮相，使智能安防进入
新发展阶段。长期来看，智能化是家居安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安全实用的
用户需求作为基础支撑、以精致时尚的生活体验作为目标追求的人脸识
别技术，必将迎来大发展。

辛明江表示，正是看准了这一发展趋势，嘉澜在北美安防市场成功布
局的基础上，决心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要提供优质、创新的产品来满足实用
需求，而且要通过良好的体验，让中国消费者对智能家居产品和服务动
心、放心，让人脸识别技术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文 心）

“人脸识别”走进百姓家

初到太空，航天员的安全健康问题是重中之重，
据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医监医保研究室主任吴斌介
绍，景海鹏和陈冬两名航天员在地面训练中，已经熟
练掌握止血、清创和包扎换药等基本医疗技能以及心
肺复苏、捶击复律等自救互救技能。为给未来空间站
长期驻留积累经验，有关部门对航天员在轨诊断技术
和医学保障机制均提出更高要求。
“这次我们组织进行了视频图像下传测试、常规医

学检查和无创心功能检查的医疗数据下传验证，结果
显示话音图像清晰、医学检查数据完整，证明了天地
远程医疗会诊系统链路已经调通，具备实时远程会诊
能力。”吴斌说，一般情况下航天员在轨诊疗由医监医

生即时处理，当病情复杂难以诊断时，就需要借助地
面支持医院的临床专家进行会诊，对疾病诊断和处理
提出建议，交由航天员中心进行决策处理。

航天员景海鹏、陈冬通过天地远程医疗会诊系
统，成功实现了航天员和航天员支持室、远程医疗会
诊中心、地面支持医院四方联动，打通了天地协同远
程医疗会诊所需的数据传输链路，验证了我国首个天
地远程医疗会诊系统的可靠性，这也预示着我国航天
员中长期在轨飞行医学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为了丰富航天员的生活，本次“天宫”
可谓是设备齐全，特设多项身体锻炼项目，
其中特殊跑步机用于全身锻炼。这是中国首次
将跑步机送上太空。据专家介绍，为解决在失
重状态下如何跑步的问题，设计人员在跑步
机上配备了一根有弹性的橡皮带，当航天员
站在跑步机上时，把橡皮带像背书包一样背
在肩上，有弹性的带子会将人勒住，人就不
会飘起来，腿部也会感到力量。

据陈冬介绍，在最开始尝试跑步的时
候，根本跑不起来，直到两天后景海鹏才慢
慢跑起来，而且一跑就是一个小时，为此还
专门申请了和地面通话，告知喜讯。专家分
析说，最初跑不起来的原因，可能是姿态控
制的问题，对于刚到太空的人来说，姿态适
应需要时间。

本次太空锻炼结合自行车、跑步，还做了
失重心血管研究实验，简称CDS实验，分为动
态和静态测试。航天员在锻炼的时候，会在
左手带一个指套，记录逐搏血压等。锻炼前
后，还会测超声图像，对比运动前后的变化。

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会有一些不良反
应，如血容量下降、肌肉萎缩等，适量运动
可以帮助航天员对抗失重带来的影响。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源地。国人饮茶
历史持续四五千年，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

本次两名航天员的“天宫”生活中不仅食谱
丰盛，还携带各种饮品，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这
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中泡茶。在太空的微重力状
况下，为防止水珠飘起来，饮水需要用吸管，喝
茶也不例外。

本次所携带的茶叶干燥后分装在特制的包装

袋中，种类有红茶和绿茶。每个茶叶包2克，航
天员想喝的时候，将凉水注入，待茶叶完成复水
（重新吸回水分，即干燥脱水的逆过程）后，再
通过加热器根据个人喜好，加热到一定温度，
茶就泡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太空中，因为没
有热对流，加热是通过电热板进行的。

每个茶包可以泡四五次，航天员景海鹏和陈
冬基本天天都会泡茶喝。

航天员在工作之余，当起了“菜农”，种起了生
菜。选择种植生菜的原因有4个：一是生菜的生长周期
和在轨时间相一致，均为30天；二是生菜在地面上的
种植技术比较成熟；三是生菜可食用，在后续的在轨
实验中可以作为食材；四是生菜是比较常见的植物，
有利于进行科普宣传。

航天员入住“天宫”，在组装好栽培箱后将生菜种
子种在特制的“土壤”中，然后在装置里铺上一层保

鲜膜，以保护植物，防止水分流失。种子发芽后，拿
掉保鲜膜，给生菜提供光照。灯光由红、蓝、绿三种
颜色组合而成，偏红色。生菜进入成长期后，在光照
的作用下，就开始变绿了。

据航天员介绍，太空种植的生菜和地面是一样
的，也是向上生长，而且长得好像比地面更高一些。
照料蔬菜时，有专门仪器检测含水率，若显示指数
低，就需要给菜浇水。另外，在其生长过程中还会给
实验箱注入空气，让根部自由呼吸，有利生长。

据悉，两名航天员做“菜农”乐在其中，每天至
少都要花10分钟的时间来照料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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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举行

首次太空泡茶

首次太空跑步 首次天地远程会诊

首次太空种菜

量子密钥分发实验是天宫二号首次进行的实

验之一。其天地互动对准精度好比从1万米高空的

飞机上向地面储蓄罐中扔硬币。

图片来源：《筑梦天宫》（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月出版）

图片来源：《筑梦天宫》（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