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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狗旋转跳跃，还能在搬运途中自主跨越路障；“赛

大千”画像机器人一秒钟内就能提取观众的面部特征，转化

成数字矩阵，控制机械臂完成一幅幅人像画；搬运机器人和

弧焊机器人已成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线上的“熟练

工”；手术机器人配备高清晰度立体视觉系统、显微手术仪、

智能手术钳和光纤插头，使医生在执行手术时能够获得更

清晰的视野、更准确的操作……在8月21-25日举行的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近170家企业携600余件创新产品一展

机器人风采。

据 2024年 4月首届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上发布的

《人形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预测，2024年，中国人形机器人

市场规模将达 27.6亿元；到 2029年将达到 750亿元，占世界

总量的32.7%，位居世界第一。

服务型机器人全场吸睛

跳舞、鞠躬、打招呼、听声音抓东西……当全国首个人

形机器人通用母平台“天工”展示这些新技能时，再次引人

关注。上次引发热潮是在今年4月，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创

新中心自主研发的“天工”凭借出场时 6 千米/时的稳定小

跑，实现了全球首例纯电驱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拟人奔跑。

时隔 4个月，“天工”再次升级，基于状态记忆的预测型

强化模仿学习方法，不仅动作花样更多，还在具身智能大模

型的加持下，掌握了语音交互抓取能力。

“当人下达语音指令后，具身智能机器人就能基于‘开

放词汇目标检测与任意物品分割多模态模型’来完成一套

抓和放的动作。目前我们已经打通了具身智能大模型链

路，这意味着机器人可以理解人类指令，拆解相关任务并完

成这些任务，未来机器人将能帮助人类做更多事情。”北京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机器人算法专家张强介绍。

在科大讯飞展位，一款酷黑外观、身高达170厘米、体重

为60公斤的人形机器人尤为引人注目。工作人员给它下发

指令“把桌子上的可乐拿给我”，只见它稳步走向桌边，用灵

活的右手抓起一瓶可乐，转身递给旁边的工作人员。这一

系列动作流畅而精准，展示了人形机器人的高度协调性和

灵活性。

云迹科技展台的互动体验区，复合多态机器人UP的表

演，引来不少参观者围观。体验者争相扫描展台上“来点小

零食”二维码，召唤轮式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目前已经在全

国多家酒店应用，并与外卖平台合作。客人点外卖时输入

房间号，便可以享受机器人配送上门服务，并能实时查看机

器人配送进度。“‘up’还可以驮载机械臂抓取外卖，打通室

内配送的‘最后100米’。”工作人员说。

钛虎机器人则发布了人形机器人T230新品。钛虎机器

人创始人易港说：“T230是国内首个高达 2.3米的人形机器

人，主要应用于重物搬运场景。依托自主研发的轻量化减

速器等核心部件，我们实现了机器人身体轻却力量大的特

点，T230的力量相当于正常成年人的3倍。”

工业机器人让生产更智能

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 7月，中国持有机器人相关有效

专利超过 19万项，占全球比重约 2/3。与此同时，中国已连

续 11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近 3年新增装机量

占全球一半以上。

工业机器人产品有多丰富？此次大会或许可以给出答

案。安川首钢机器人实用功能培训平台展示了机器人视觉

定位拆垛和码垛、视觉定位涂胶、机器人健康诊断等功能，

适用于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教学培训；京城机电聚焦装备

制造领域，展示了面向焊接、上下料、智能酿酒生产线等场

景的工业应用，机器人机床上下料工作站可根据厂房、机床

和生产物料的不同特点定制安装布局方式，采用模块化控

制系统，涵盖金属加工、通用零件制造等行业……

优必选带着Walker S、Walker S Lite等“人形机器人天

团”亮相，现场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场景解决方案。优必选

科技副总裁、北京优必选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宝

玉介绍：“结合端到端模仿学习、视觉精准识别、全身精细运

动控制等技术，工业版人形机器人Walker S Lite已‘入职’

多家汽车工厂，如在极氪工厂的CTU入库上料工位协同员

工执行搬运任务，不仅是国内首次全流程执行和对外展示

料箱搬运任务的人形机器人，其作业完成度和执行难度也

属于业内前列。”

不仅如此，世界级自动化控制元件制造商 SMC展出了

数智化、节能化及协作机器人系列产品，其中SMC协作机器

人专用电动真空夹爪 ZXPE5系列和弹性手指 MH-X7654
系列联合优傲协作机器人，可轻松实现工件的夹取、称重。

医用机器人护卫大健康

近年来，手术机器人已成为全球医疗领域顶尖技术发

展的一大趋势。就在这次大会上，一批医用机器人纷纷登

台亮相。它们各怀绝技，不仅可以让下肢损伤的患者重新

“行走”，还能借助人工智能在半小时内完成高难度的关节

置换手术。

长木谷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搭载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

术的AI+ROBOT骨科手术机器人ROPA，手术控制精度突

破毫米级别，解决了传统手术瓶颈，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

了手术风险、减轻患者痛苦等。长木谷董事长张逸凌表示，

ROPA就像拥有骨科专家的超级“大脑”，术前仅凭患者CT
就能帮医生在 5-10分钟制定出一套个性化的三维手术方

案；而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就像数智“眼”，可实时监测

并追踪患者术中体位的变化；搭配数智“手”自主研发的智

能随动技术，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便得以精确执行，

实现手术精度毫米级别突破。

强联智创展出了包括导管塑形机器人在内的颅内动脉

瘤手术智能化解决方案，强联智创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秦岚说：“通过AI治疗+AI决策的方式，该方案解决临床诊

疗中的‘卡脖子’难题，实现颅内动脉瘤关键手术步骤的‘全

自动驾驶’，不仅能提高手术的精准性也提升治疗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此外，北京奥达智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机器人大

会上发布了其自主研发的木星智能软组织穿刺导航手术

机器人；北京术锐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单孔手术

机器人；北京柏惠维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睿米手术

机器人……

当下，我国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多元信息融合感知、人

机自然交互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减速器、控制器、伺

服系统等关键部件日益完善，焊接、喷涂等工业机器人，手

术等医用机器人，物流等服务机器人整机性能和安全水平

持续提升，中国机器人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正逐渐转化为新

质生产力，引领机器人产业直奔未来。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农业机器人专题论坛举行

农业智慧化生产加速“机器换人”

北京亦庄建一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新城
计划分两步走，2026年形成万台级量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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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洋 王查娜）“到2026
年年底，推动十个以上互动服务典型应用场景

全覆盖，聚集百家以上创新型企业，汇聚千人

以上高端人才，形成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量

产规模能力；到 2030年，打造‘全链布局、全栈

自主、全景赋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生态

集群，形成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战略支撑地、

技术策源地、应用示范地和产业主阵地。”8月

22 日，在 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产业发展”主

论坛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孔磊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全球一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新城行动计划

（2024-2026年）》。

作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开路先锋的

北京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抢占具身智

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计划分两步走建成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领航

示范新城。

孔磊介绍，为实现发展目标，北京亦庄将

实施“五先”计划。在着力推进关键技术“占

先”方面，北京亦庄将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大

脑”“小脑”“肢体”等关键领域，支持链主企业

加强颠覆性引领性技术协同攻关，加快产业技

术创新体系创新建设，抢占具身智能机器人技

术制高点。

在核心产品“抢先”方面，北京亦庄将围绕

整机、关键部组件、软件系统等核心产品，抢

先推动一批重要基础产品取得工程化产业

化突破，构建“整零协同”“软硬融合”的立体

产品矩阵。

从创新成果到转化落地，应用场景创新一

直是北京亦庄的强项。小米汽车工厂里有超

过 700个机器人服务于生产线，街边已落地全

国首台“持证上岗”的AI 餐饮机器人；水刀手

术机器人获 202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

……“机器人+”在这里成为常态。接下来，北

京亦庄将推进应用场景“率先”，立足制造业基

础深厚和两业应用场景丰富优势，探索建立具

身智能机器人产城应用场景复合布局，率先开

放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持续推动场景供需对

接，打造永不落幕的机器人展厅，构建城市级

工程试验场，加大首应用首方案奖励力度，为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提供有

力支撑。精准挖掘制造、民生、特种等领域场

景需求，开展“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具身智

能机器人+养老”“具身智能机器人+应急”“具

身智能机器人+教育娱乐”“具身智能机器人+
特种领域”等应用示范。

在企业梯队“领先”方面，北京亦庄将以培

育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军企业为导向，支持一批

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发挥引领性作用的

企业，集聚一批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领先企业，引育一批具备创新活力的中

小微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协同发展，推

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拔节成长。

北京亦庄还将实施产业生态“争先”计划，

紧扣产业补链强链延链全过程发展需求，优化

数据、平台、服务、资金等资源要素配置，持续

营造人才近悦远来的环境，打造业内规模最

大、信息最稠密的通用开源具身智能数据集，

建立分级分阶段开源共享模式，构建“资源统

筹-要素集聚-创新协同”的“雨林式”具身智

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

孔磊介绍，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

所在地，北京亦庄建立了“一个园区、一批平台、

一个中心、一只基金、一群人才”的“五个一”工作

机制，加速构建全国机器人产业高地。截至目

前，北京亦庄已拥有机器人生态企业百余家，

其中半数以上为专精特新企业，产值规模近百

亿元，占北京市机器人产业的 50%，其精密减

速器、高性能伺服启动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实

现自主可控，在特种、智能钻井机器等产品方

面实现创新突破。特别是在具身智能机器人

产业领域，重点布局以具身智能创新中心为代

表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已落地以优必选等为龙

头的本体企业，智同精密、清能德创、灵足时代

等关键部组件企业，基本形成了覆盖核心部组

件、本体、应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 王查娜） 8月 24日，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农业机器人专题论坛暨数

字化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京举办。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院

士、知名专家、青年学者23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近年来农业机器人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促进农业生产方式颠覆性转变的战略制高

点和农业装备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自 2019年起设立农业机

器人专题论坛，同时推出“机器人+农业”典型应用场景展示。

农业机器人在农业智慧化生产中已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国际上，播种、植保、收

获、嫁接、采摘、分拣、除草、移栽、挤奶、农情监测等200多款农业机器人实现商业化应用。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机械生产和使用大国，农业机器人研发与应用加速发展，

在果蔬采摘、设施喷药、养殖巡检作业机器人等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成效，将继续加快成

果转化和应用场景牵引，促进农业机器人产业发展壮大。”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中国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苑严伟表示。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王天虹强调，要以技术突破和应用拓展为主攻方向，加快物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实践应用，助力传统农业从“靠天吃

饭”到“知天而作”的智能化转变，帮助农民承担“干不了”“干不快”“不愿干”的复杂生产工作。

据了解，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家精准农业研究示范基地-小汤山基

地，研发了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农机北斗自动导航、全程机械化作业智能监测和作业大

数据云服务等关键技术研究并进行大面积示范应用，研制出国内领先的作物育种信息化

平台——金种子育种平台。“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推进，农业生产正进入融合重塑的

新时期。伴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科技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智慧农业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

长燕继晔认为。

与会专家表示，农业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正逐渐成

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业机器人面临作业环境复杂、作业对象具有显

著生物特性、高技术高投入等技术挑战，需要在技术研发、成本控制、多学科交叉合作

等方面不断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将使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

和智能，将有利于加速智慧化生产，推进农业向数字化、智慧化方向转型，推动农业现

代化发展进程。

机器人应征集结直奔未来机器人应征集结直奔未来
▶ 本报记者 李洋 王查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