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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如何突破人形机器人如何突破““瓶颈瓶颈””走入寻常百姓家走入寻常百姓家？？
▶▶ 刘琴刘琴

近日，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

公司发布全球首款“灵巧操作+
直膝行走”具身智能人形机器

人。这款机器人已学会使用不

同工具完成做早餐、倒牛奶、水

果摆盘、送文件、取快递等100多

种具有复杂性的操作任务，这一

创新令人瞩目。

今年以来，炙手可热的人形

机器人走入大众视野。目前，人

形机器人需要突破哪些技术“瓶

颈”，走入人类生活，成为行业内

关注的热点话题。

人形机器人走红

在近日举行的全球首个通

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物”发

布会上，人形机器人“天工”演示

了积木搭建任务。

“‘天工’‘天工’，请根据已

随机搭建好的积木样例，把前

面的方形积木重新搭建一下。”

工作人员对接入“慧思开物”平

台的“天工”发布指令。

“好的，我会先获取当前积

木的描述信息，然后再开始搭

建，请稍等。”

只见“天工”依据其空间理

解能力观察已搭建好的积木形

态，然后按照积木样例按顺序

将不同颜色的积木放到相应位

置，很快完成了三层积木的搭

建。

“积木搭建对人形机器人

的空间理解能力和执行精度要

求极高，这一过程首次实现了

基于视觉空间思维链的复杂任

务智能化拆解与执行，以及强

大 的 拟 人 交 互 能 力 和 执 行 精

度，展现了具身智能在教育娱

乐、精密制造等领域的应用潜

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首席技术官唐剑介绍说。

除了搭积木，“天工”在发

布会现场还完成了工业分拣、

桌面清理、物流打包等任务。

这是近日人形机器人展现

其“超能力”的新场景。今年以

来，人形机器人上春晚扭秧歌、

担任活动“发布官”“讲解员”，也

当一把“记者”上全国两会参与报

道，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相

关 负 责 人 在 接 受 本 报 采 访 时

说，企业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能

走上今年春晚舞台，其秘密“武

器”就是 AI 驱动全身运动控制

技术，使机器人最大关节扭矩能

达到 360 N·m，再加上 360°全景

深度感知技术，让机器人就像长

了无数双“眼睛”，对周围环境的

动态变化都能精准掌控。

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

走红，与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和

政策推动等因素密不可分。

走入人类生活需跨几道坎

未来，人形机器人走入人类

生活，将会遇到哪些“拦路虎”？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品牌公关负责人魏嘉星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未来，人形机器人

走入人类生活，将承担家庭服

务、医疗护理和教育陪伴等任

务，尤其是随着老龄化的日益加

剧，人形机器人在养老服务方面

将发挥重要作用。

“有了人形机器人，人们可

以把繁重的家务劳动交给机器

人做，人们的生活或许会变得更

轻松，但是前提条件是机器人要

有能够完成家务劳动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当前，人形机器人已逐步进

入工业应用场景，承担巡检、物

料搬运、分拣等工作。多位专家

表示，人形机器人从工业领域进

入到生活领域，需要战胜很多

“拦路虎”。

“家庭的环境非常复杂，是

非结构化的，不确定性比较强，

人形机器人需要完成的任务也

在实时变化，这对人形机器人的

挑战会非常大。”魏嘉星说，人形

机器人发展需要经历从工业领

域到商业领域再到生活场景的

过程，至少需要5-10年才能真正

走进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

谈及目前人形机器人发展

面临的“瓶颈”，北京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总经理熊友军表示，一

是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差，主要

是其移动能力及可靠稳定性比

较差，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中运

行；二是高质量数据稀缺，目前

对人形机器人模型的训练受限，

在仿真环境与现实环境中运行

存在很大差距。此外，人形机器

人还存在泛化能力低问题，目前

只能按照指令完成相对单一的

任务。

在赵晓光看来，人形机器人

走入人类生活，面临种种挑战，

例如能否真正解决生活问题以

及用户体验感、使用性价比等。

人形机器人如何服务好人类

业界专家表示，2025年将是

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人形机器

人将加速多场景落地应用，也将

进一步加速人形机器人走入人

类生活的步伐。

“人形机器人要走入人类生

活，需要具备完善的具身‘大脑’

和具身‘小脑’。具身‘大脑’就

是让它变得更加聪明，更好地理

解人类的意图和拆解任务；具身

‘小脑’就是它的运动控制能力

和操作能力比如上下肢的协调

能力、泛化的操作能力。”魏嘉星

说，提升人形机器人“大、小脑”

协同能力，使机器人能够应对更

多复杂环境尤为关键。

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郭涛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当前工业场景更多的是机

械臂类机器人工作，人形机器人

仍难以进入工业场景。“原因在

于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小脑’已

足够发达，但是它的‘大脑’运动

能力仍然不够。”

此外，郭涛表示，人形机器

人走入人类生活需要具备更高

的泛化能力和安全性。他认为

具身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的

结合，对人形机器人的开发利用

将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

“工业领域有大量的训练场

景，工业机器人即使在硬件不需

要做本质性突破的前提下，其与

具身人工智能的结合也将会打

开一个全新的时代，推动人形机

器人更快走入人类生活。”郭涛

说。

在赵晓光看来，人形机器人

更好地服务人类，需要在多个关

键技术上不断开展基础研究和

实践探索，包括机器人的结构、

能源、传感器、控制器，算法、软

件等，更需要非技术领域的探

索，例如机器人服务人类过程中

人类的接受程度、人类的生理和

心理适应度等。

此外，赵晓光认为，一项新

技术的应用，需要不断完善并构

建治理体系，要做好人形机器人

及相关软件的治理、约束、规范，

才能够让技术更安全、便捷、高

效地为人类服务。魏嘉星也表

示，需要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法律

法规体系，让人形机器人在法律

法规的界限内服务人类。

⬅搭载“慧思开物”的“天工”完成积木搭建
任务。

均为刘琴拍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文君）
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由我

国牵头制定的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冰箱保鲜国际标准

近 日 正 式 发 布 。 对 消 费 者

来说，这意味着市场上有了

统 一 的 冰 箱 保 鲜 性 能 评 价

体系。

据介绍，该标准为提升

冰箱保鲜性能提供了科学、

统一的技术规范，填补了该

领域的国际标准空白，对于

推动产业转型和消费提档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

该标准规定了冰箱失重

率和凝露两个衡量保鲜效果

重要指标的测试方法，使冰

箱保鲜效果有了统一的量化

指标。“羊毛片”测试法作为

一项创新突破，有效解决了

因地域差异和食材种类不同

导致的数据偏差问题，显著

提升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这将推动行业从单

一关注“制冷温度”转向全面

评估“保鲜效果”，为后续的

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提供重

要指导。

此外，该标准通过设定

明确的产品性能底线，有效

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消费者可以根据标准

提供的核心参数进行直观对

比，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选择偏差，从而作出更加明

智的消费决策。

我国牵头制定冰箱保鲜国际标准发布

⬆在北京全品类机器人展示中心“机器
人大世界”，观众与人形机器人互动。

““关注人形机器人发展关注人形机器人发展””系列报道之二系列报道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