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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共融是智能机器人的
重要特征，人机交互、人机交流、
人机一体的新一代人机共融机
器人将引领时代新潮流。”日前，
在江苏南京举行的 2020世界智
能制造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谭建荣表示，与人共融将给未来
人机关系带来根本转变，即由

“主仆”变为“伴侣”。
2011 年，美国启动先进制

造业伙伴计划，其中明确指出，
下一代机器人将与人类紧密合
作，为产业工人、健康服务者、士
兵、手术医生以及宇航员等完成
复杂任务提供新的能力。

数据显示，2017年，人机共
融 机 器 人 达 到 4211 台 ，预 计
2020 年会达到 196277 台，按照
每台 10 万元计算，与人共融机
器人产业规模将在 2020年达到
19.6亿元。

谭建荣介绍说，智能工业机
器人的智能化特征具体表现在
单机自主、多机协同、人机共融
3 个方面，“大数据智能技术带
来的是场景识别智能，群体智能
技术可以让不同机器人之间互
联互通，而混合增强智能技术将
实现人机交互拟人化”。

目前，人机共融机器人在汽

车、医疗、传统制造业等领域的
应用已经不稀奇，江苏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
所长骆敏舟介绍，在技术上，他
们已经完成了煎蛋机器人、按摩
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的研究。

谭建荣认为，人机交互方式
会随着物联网的更新升级以及
人工智能的发展朝三个方面发
展，即以用户为中心、个性化的
生物识别和全方位的感知。

但骆敏舟也提出了自己的
顾虑：“与人共融机器人新场景
的应用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主要有环境、任务、安全和交互

4 个方面。”比如军事机器人在
复杂的环境中能否完成使命，医
疗机器人能否在手术中万无一
失，机器人进入家庭如何保障人
类的安全等。

与挑战重重的服务型人机
共融机器人相比，协作机器人是
目前共融机器人中推广使用最
多的一类。目前，用工成本的增
加以及中小企业的自动化需求
催生了协作机器人的诞生，我国
中小企业有 600多万家，提供了
接近70%的制造能力，对机器人
需求巨大，尤其是在电子、轻工、
食品等领域迫切需要重量轻、协
作能力强、拖拽示教机器人。

骆敏舟介绍，协作机器人主
要为中小企业服务，可以有效降
低用工成本，安全性也比较高，
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效率。目
前，在去毛刺机器人、焊接机器
人、喷涂机器人、码垛机器人等
方面已经发展较为成熟。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密切相
关。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
究所所长赵杰介绍，当下人工智
能、大数据、5G等新技术与机器
人的融合，加上政策引导和支
持，中国机器人正迎来加速发展
的机遇期。但要实现弯道超车，
一些行业痛点亟待通过转型升
级解决：“这几年坚持下来，国产
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市场的占比
总维持在30%左右，但我们的企
业几乎没有利润甚至是微利。
这种局面必须要改变，我们需要
提升产品的性能，让中国机器人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

科技日报

由“主仆”变为“伴侣”

下一代机器人最大特点是人机共融
基因组编辑西红柿
有望在日本上市

经过基因组编辑技术改良的
西红柿品种有可能在日本上市。
培育这一品种的科技创新企业11
日向政府提交了上市销售和流通
登记申请。共同社报道，新品种
据悉含有更多降血压成分。

这 家 公 司 名 为“Sanatech
Seed”，总部在东京都港区。按照
共同社说法，这家公司是日本第
一家申请上市销售基因组编辑
食品的企业。

基因组编辑是指在特定基
因中插入、删除或更换 DNA（脱
氧核糖核酸）片段。

共同社报道，如果申请获批，
消费者将来买到的产品不仅有登
记品种，还有登记品种与其他已
有品种的杂交品种。 新华社

我国第一代
中微子实验装置
完成使命正式退役

随着停止运行的按钮被按
下，实验大厅的水池外罩缓缓打
开，浸在碧蓝色高纯水中的 4 个
中 微 子 探 测 器 出 现 在 人 们 眼
前。历经4年酝酿、4年建设、9年
运行取数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
子实验装置12日完成科学使命、
正式退役。

大亚湾实验是我国第一代
中微子实验装置，由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主持，中美两国
科研人员合作开展研究，中方承
担全部实验室建设和一半的探
测器研制，美方承担约一半的探
测器研制，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了实验建设和科学研究。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数
量最多的物质粒子，从宇宙诞生
的大爆炸起就充斥在整个宇宙
空间。然而，由于中微子几乎不
与任何东西发生反应，探测中微
子并不容易。

记者在 12 日举行的退役仪
式上了解到，大亚湾实验于 2011
年 12月开始运行，2012年 3月科
研人员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
微子振荡，并测得其振荡大小，
这一重大发现有助于研究宇宙
起源以及理解宇宙中反物质消
失问题。

截至退役前，大亚湾实验已
将中微子振荡振幅的测量精度
从 2012年的 20%提高到了 3.4%，
预计数据分析完成后，最终得到
的精度可能好于 3%。这是自然
界的基本参数，其精确测量具有
重要科学价值。

大亚湾实验中方负责人、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贻芳表示，由于大亚湾实验已
经完成科学目标，获得的科研成
果也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
因此决定让其退役。 新华社

在法国巴黎，机器人Pepper展示检测人们是否正确佩戴口罩的功能。 新华社发

12月10日，《自然》发表的
最新研究显示，建筑、道路、汽
车等人造物体的质量现已超过
地球上的生物总量，而每周的
新增物质量相当于地球上近80
亿人口的总重量。美国新学院
大 学 城 市 生 态 学 家 Timon
McPhearson说：“如果你以前不
相信人类统治着这个星球，那
么现在你应该相信了。”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

所系统生物学家 Ron Milo 及
其团队估算了 1900 年至今的
全球生物量和人造物质量的
变化。研究表明，过去 120 年
的变化是巨大的。

20世纪初，人造物质量相
当于总生物量的3%左右。从那
时起，材料大约每20年翻一番，
如建筑材料在 20世纪 50年代
中期从砖过渡到混凝土，20世
纪60年代人们又开始使用沥青

铺路，二战后各种建设也持续
增加。同时，由于森林砍伐等
原因，总生物量从 1900年开始
逐渐下降到1.1万亿吨左右。

今年，人造物质量最终超
过了地球上的总生物量。这
种转变的时机取决于生物量
的估算是否含水。如果把水
算在内，生物量在 2037年之前
仍将大于人造物质量。

中国科学报

人造物质量首超全球生物量发动机故障
维珍太空船试飞中断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商业太空
飞行器“太空船 2号”12日在美国
新墨西哥州试飞时因飞行器发动
机故障中断，飞行器最终安全滑
翔至地面。

试飞12日在维珍银河位于美
国航天发射场的新总部启动。公
司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试飞进展。

按计划，“太空船2号”将由一
架双体运输机携带升空，在高空
被释放后由两名飞行员启动飞行
器自身火箭发动机，快速升至距
地面约 80千米处的“太空边界”，
然后飞行员关闭发动机，飞行器
在数分钟内处于失重状态，随后
滑翔下降，返回地面。

不过，运输机起飞不久，维珍
银河在推特上说：“火箭发动机点
火程序没有完成。飞行器和飞行
员状态良好。我们在美国航天发
射场有多个备用（火箭）发动机，
打算很快再次飞行。”

法新社报道，飞行员大约一
小时后返回地面。

美联社报道，飞行器上仅有
两名飞行员，没有乘客，但载有属
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物品。
维珍银河公司先前在新墨西哥州
完成两次滑翔飞行。

新华社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报
道，英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
然·通信》杂志上撰文指出，他
们借助新方法，研制出了迄今
最耐用、最轻、最薄的光源。这
种新型有机发光二极管（LED）
有望对未来手机和平板电脑的
设计产生重大影响，让这些设
备的显示器可折叠起来，同时
也有望促进脑科学的发展。

圣安德鲁斯大学物理与天
文学学院的科学家利用有机电
致发光分子、金属氧化物和具有
生物兼容性的聚合物保护层，制
造出了这种像日常保鲜膜一样
纤薄而柔韧的有机LED。

此前的超薄有机LED设备
在空气和潮湿环境中很不稳定，
而新研制出的发光二极管可在
水下放置数周，即便暴露于溶剂
和气体等离子体中也“无所畏
惧”，表明其极具耐用性。

研究人员指出，新光源不
仅坚固耐用，而且极具力学柔
韧性，未来除了可应用于移动
技术领域之外，还可在多个领
域“大显身手”。例如，它们可
整合到工作台表面、包装和衣
物内，用于可穿戴设备，以及在
生物医学研究中用作植入物。

在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
利用一系列这种微型 LED 发

出的光和光遗传学神经科学方
法，以高度可控的方式引导苍
蝇幼虫的运动：用LED向正在
爬行的苍蝇幼虫的特定身体部
位发射光线，打开或关闭幼虫
的感觉神经元——通过光的传
递时间和位置，决定幼虫向前
还是向后爬行。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结合相
关知识，制造可植入脊椎动物大
脑的光源，这使他们未来能用一
种比现有技术更“温柔”的方式
来研究大脑功能。此外，最新技
术还可创建光学接口，将信息直
接发送给视觉、听觉或触觉受损
的患者的大脑。 科技日报

迄今最轻薄有机发光二极管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