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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充电桩：：既要建得好既要建得好，，还要用得上还要用得上
当下我国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换言之，

现在我国的充电桩数量充足，但问题是新能源车主“找不到、用不

上、充得慢”。

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为1045万辆；而在2023年1月1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

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表示，截至

2022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 521万台。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

2.5辆新能源汽车就能分配到一个充电桩。

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需求都是城市

内出行。城市内出行里程数一般都在几十公里，因此充电频率不

高，很多充电桩都处于闲置状态。专家表示，“狂野生长”的充电桩，

亟须合理规划布局，最大程度发挥不同类型充电桩的功效，才能避

免资源浪费，消弭供需之间的矛盾“沟壑”。

新能源汽车有望延续高增长新能源汽车有望延续高增长
1月5日，比亚迪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高端汽车品牌“仰望”。长

期以来，百万元级的高端市场一直被传统汽车品牌牢牢占据，而电

动化时代，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车企已经掌握了技术先机。

进入 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正式退出，市场化阶段

正式开启。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认为，新能源汽车正式进入全面

市场化拓展期，将迎来新的发展和增长阶段。

专家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已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需求

将持续释放。具体来说，有利因素包括市场供给能力空前加强、智

能化技术与产品创新、低碳发展战略驱动、促消费政策发力等。如

果应对得当，充分把握有利因素，推进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供应链和

价值链转型，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保持30%至40%的增速，达到

1000万辆，成为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进入千万辆级的国家。

数据安全产业数据安全产业20252025年超年超15001500亿元亿元
一直以来，数据安全备受关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

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江西、河南等地在

大数据产业发展相关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完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

快发展数据安全产业。

工信部等16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数据安全产业基础能力和综合实力明显增

强，数据安全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建成5个省部级及以上数据安

全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数据安全重点技术和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发展数据安全产业对于提高各行业各领域数据

安全保障能力，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和数据价值释放，夯实数字中

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灯塔工厂灯塔工厂””三一桩机的数字化转型三一桩机的数字化转型
走进三一桩机厂区，昔日挥汗如雨、满身油污的工人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120余台焊接、抓取、组装和搬运等机器人，围绕16条智能

化生产线各显神通：小到分拣一块钢板，大到装配16吨重的动力头，

都能轻松自如完成。

人气冷清的焊接线上，几台配备自动焊枪的机器人，正在焊接

一根20多米长、8吨重的钻杆：蓝色弧光追逐着红外线靶点和轨迹，

夹杂着脉冲般吱吱作响的焊接声……

与汽车、家电等行业知名厂商相比，三一重工北京桩机工厂似

乎并不起眼，但主产的旋挖钻机高擎百米、重逾百吨，称得上“钢铁

巨象”了。两年前，这家国内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旋挖钻机制造商，依

托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跻身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

塔网络，荣膺全球重工行业首个“灯塔工厂”。

三一桩机从规模生产到柔性制造，破解了重工行业品种多、批

量小、工艺复杂等离散化制造难题，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85%、生产

周期缩短77%，年人均产值突破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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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60岁的江叔因从高处坠落致

重伤，被诊断为骨盆多发骨折、右桡骨下端

开放粉碎性骨折及尿道损伤。针对患者此

情况，佛山市中医院骨科机器人手术中心

吴征杰说：“传统的治疗方法为切开复位内

固定，创伤大、出血多，骨折复位处理难度

较大。”2022年 4月，佛山市中医院加入全

球首个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注册临床试

验项目，成为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吴新宝副

院长牵头下的全国6家临床中心之一。江

叔的病情正适合这一项目。

有了“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的帮

助，显著提升了复杂骨折的微创治疗效果，

江叔这样的病人少受了不少罪。

“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是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与北京积水潭医院医工交叉紧密

结合的产物，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由北京罗

森博特科技有限公司推进产品转化。该系

统是目前国际上惟一可以开展骨盆骨折复

位的手术机器人系统，并于2021年完成了

全球首个机器人辅助骨盆骨折复位的科研

临床试验，目前进入多中心注册临床阶段。

找准冷门弯道超车

罗森博特选择“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

人”这一手术难度高、入局玩家少的冷门赛

道，瞄准国际市场，因为冷门也就避开了激

烈的竞争，也正是这一选择填补了骨折复

位机器人的国际空白，实现了国产科技的

弯道超车。

谈及创业初衷，罗森博特创始人王豫

这样说：“最难的临床刚需最强烈的就是骨

盆骨折，对于创新创业的医疗企业而言，就

是要解决临床最刚需的问题，做医生真正

觉得难做的手术，这也是医疗机器人的使

命和价值，用数字化手段‘复制’临床专家

的丰富经验。”

王豫曾在北航机器人研究所攻读博士

学位，那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骨科手术

机器人的项目，在求学和工作近20年的时

间里他都专注于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

2015年左右，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学。“那时我去了全球

排名第一的手术机器人实验室，跟随被誉

为‘手术机器人之父’的罗塞尔·泰勒学习

了一年。去了之后我发现在骨科手术机器

人领域，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差多少。这是

那一年我最深刻的感受。”王豫说。

这次游学的经历，让王豫看到了创业

的机会：“在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我们从

之前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差距在缩短。

我们有很好的医工交叉的经验，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和北京积水潭医院近 20 年的合

作，这非常难得，我们是有机会和能力做自

己的原始创新。”

基于此，2017 年，王豫开启了创业之

路，创立北京罗森博特科技有限公司，专注

于“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这一细分领域

的创新研发。

骨盆骨折闭合复位，作为国际公认的

创伤骨科中最难的手术操作，一直是临床

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协力攻关但迟迟未能

攻下的堡垒。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开展了

骨盆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但一直未有

成型的系统进入临床应用。2021年，由罗

森博特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具有骨盆骨折

闭合复位功能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在北京积

水潭医院完成 22 例骨盆骨折病例的科研

临床试验。

据罗森博特首席临床专家、北京积水

潭医院吴新宝副院长介绍，22 例骨盆骨折

闭合复位成功率100%，闭合复位优良率高

达95%，复位精度达到3.41mm，明显优于医

生徒手复位的精度。此次科研临床试验的

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的

技术实力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机器人辅

助骨科手术全面进入智能化阶段。

医工结合拿下“金皇冠”

“骨盆骨折闭合复位操作本质上触及

了人类的生理局限，其要求在高负载下做

精准的位置调整，人体难以在发力的同时

控制速度和精确的位移，这对于临床来说

是长期的痛点。而机器人作为人智力功能

的延伸，可以突破人类生理局限。”王豫认

为，机器人辅助下的复位操作，包括骨折的

实时三维术中导航、计算机辅助的自动规

划、机器人自主复位操作等，实现了“将最

困难的环节交由机器人完成”，这是手术机

器人发展的必然趋势。

“骨盆骨折的治疗在创伤手术中难度

最大且严重依赖临床经验，是创伤骨科手

术的‘金皇冠’。”吴新宝说。传统开放手

术及徒手复位手术存在的问题，在机器

人辅助下都能很好地解决，做到智能化、

精准化、微创化。“由于创伤小、出血少，

明显降低了手术风险，也可缩短患者住

院及术后康复时间，降低医疗费用。不

仅让医生有了‘超级助手’，也惠及了创

伤患者。”

吴新宝表示，有了骨盆骨折复位机器

人的助力，可以通过多模影像实现对骨折

手术的全程三维导航，“它还能提供复位路

径的规划建议，非常智能，复位精度可以达

到毫米级，对病人康复和术后生活质量极

为有利。”

谈起创业心得，王豫说，罗森博特是得

益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积水潭医院

近 20年医工协作的硕果。“我还在读博士

的时候就认识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吴新宝

副院长团队，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很多项目

都有合作，我们有着天然的默契。比如他

说一个临床的需求，我们马上就能明白，很

快能碰出火花。”

在罗森博特创立的最初两年，公司条

件简陋，只有100平方米。可是大家坚信，

产品立足临床价值，回归医疗

本质，创业初期的寒冬一定会

过去。“虽然我们当年只是初创

企业，吴新宝副院长仍然一两

周就会和我们交流一次，大大

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强大的

医工交叉创新和合作基础成就

了现在的我们。”王豫说。

良好生态
助力创新创业

2022年8月，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厅，

王豫再一次向在场媒体展示了罗

森博特的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

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人们看

到的是一个以80后创业者为主

的团队，而这背后是行业整体努

力的结果。

作为 80 后的创业者，王豫

说，罗森博特的成功得益于强

大医工结合的研发路径，也得

益于国内越来越完善的产业发

展环境。他举了个例子，目前

他的主要身份仍然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有教学任务，但是对于教师创业，学

校也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在国家整体

倡导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上，北航在近

两年完善了更利于创业者的政策，比如

保留教师现有的岗位，在教师承诺完成

一定量教学科研工作量的基础上，其余

时间允许其创业或者参与公司运营。作

为创业者，我特别感谢学校的支持，让我们

少了很多后顾之忧。”王豫表示。

依靠强大医工结合的研发路径，罗森

博特志在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底层通用

软硬件平台，形成“设备+耗材+服务”的长

期发展模式。“未来手术机器人会是一个平

台化发展的路径，罗森博特将构建一套临

床需求驱动的产品创新体系，支撑未来覆

盖更多的临床需求。我们会快速识别和响

应临床需求，迭代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快速

完成产品化开发并推向市场，这将是支撑

罗森博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驱动力。”

王豫说。

去年年底，罗森博特完成超亿元B轮

融资。其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已经在全

国 6家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有待 2023年获

得产品注册证，正式面向市场推广，在更多

医院使用。

“我们相信，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术机器人的智

能化程度提升将推动医学领域理念和模式

的发展。”王豫说。

罗森博特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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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水陆两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栖飞机AGAG600600MM
全面进入型号取全面进入型号取证试飞阶段证试飞阶段

新华社电 （记者 胡喆） 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近日，两架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M（1003、1006架）分

别从珠海和宜昌成功转场至西安阎良，有序拉开了2023年科研试飞

工作的序幕，推动AG600M正式进入型号合格取证试飞阶段。

新春伊始，AG600研制现场一派复工复产的繁忙景象。在珠海，

通飞华南公司AG600M（1007架）首飞前相关工作已紧张开启。与此

同时，部分员工启程赶赴阎良试飞现场，提前进行开飞前准备工作。

春节期间，试飞中心在阎良完成AG600M（1003架）拖锥测试改装工

作，全面开展科研试飞工作。在西安，AG600飞机的各类静力试验和

研发试验也已同步开启……

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办有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航空工业AG600
项目研制全线高质量推进“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落实，圆满完

成了“三架机总装、三架机首飞、三大类试验和三架机订单”的“四个

三”年度攻坚目标。

2023年是AG600研制极为关键的一年。据悉，AG600研制全线

将围绕“年中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完成 40%表明符合性试飞”目

标，并行开展典型任务场景试飞、铁鸟试验、试验室验证试验和静力

机研发试验、验证试验、适航验证试验、机载成品鉴定试验，推进各项

适航取证工作。

AG600飞机是为满足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和国家自然灾害防治体

系建设需要研制的重大航空装备，是我国首次按照民用适航标准研

制的大型特种飞机。AG600M是AG600的优化机型，最大起飞重量

60吨，最大载水量12吨，最小平飞速度220千米每小时，航程4500千

米，具备优越的低空、低速、短距起降性能。

春节假期过后，一汽解放卡车厂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企业加足马力争分夺秒抓生产，冲

刺一季度“开门红”。图为工作人员在位于吉林长春的一汽解放 J7智能工厂内进行整车装配

作业（1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