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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自荷兰屯特大学纳米技术研究所的研究者，利用蚀刻技术

将信息写入钨晶片中，或许能保存上百万年的时间。

目前广泛应用的硬盘驱动器可以存储大量的数据，但只能在室温

下使用大约 10年的时间。

而新研发的这种光学信息载体，是一种由钨制成的晶片，用氮化硅

封装起来，每一个字节都是利用蚀刻技术进行书写，载体上的信息能存

储极长的时间。

研究者称，接下来的研究将了解这种数据载体能否经受住更高温

度的考验，如果可以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例如核储存设施，那这

种晶片及其上面的数据或许就可以保存数百万年的时间。

超长信息存储介质

或将诞生

寿命超过百万年

日前，国内首座由海量科学数据驱动运行的WWT互动式数字天象

厅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小学建成，并于10月21日正式交付使用。

万维天文望远镜（WorldWide Telescope，简称 WWT）是一套架构

在虚拟天文台理念和技术基础上，由海量数据驱动的互动式数字天象

厅系统。借助先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万维天文望远镜把世界上最好

的天文观测数据融合成一个无缝的数字宇宙，并通过极富创新性的数

据可视化方式呈现给使用者。借助 WWT，天文教师可以将世界上最

好的教育资源置于指尖。基于 WWT 的教学活动变静为动，变抽象为

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变部分为全景，变模拟为真实，展示在学生面前的

是一个真实而充满活力的全景式宇宙。

国内首座

互动式数字天象厅

落户重庆

日本丰田公司研制了一款名为 i-ROAD 的智能三轮电动车，能够

像摩托一样转弯，以应对交通拥堵。此外，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和普

通汽车不相上下。i-ROAD 是针对繁忙的城市街道设计的，宽度不超

过普通摩托。

这款电动车采用主动车身侧向技术，车轮可以上下移动，计算出转

弯时的最佳位置，让驾驶者轻松应对拥堵的交通。行驶过程中，

i-ROAD 可以像摩托一样倾斜车身。丰田公司表示这款电动车可以

搭载两人，乘客无需佩戴头盔。据了解，这款车一次充电可行驶 30 英

里（约合 48公里）。

智能三轮电动车

稳定性堪比

普通汽车

目前，维珍银河公司正在测试一款名为“太空船二号”的亚轨道飞

行器，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试图打造亚轨道航空港，通过制造

一支由 4—6架亚轨道飞船组成的机队启动亚轨道之旅。

理查德·布兰森认为可以在目前的轨道飞行技术上进行革命性创

新，用于制造超级喷气式飞机，伦敦到悉尼的航程将由现在的 22 小时

缩短到 2—2.5小时。

伦敦到悉尼的距离大约 1.6 万公里，如果以每小时 6700 公里的速

度飞行，那么只要两个半小时左右，每小时 6700 公里的速度相当于每

秒 1.86公里，要以这个速度飞行必然要突破低层大气的限制，进入亚轨

道，高度在 30公里至 100公里。目前，“太空船二号”已经完成了火箭动

力的点火测试，预计在未来两年内投入运营。

“太空船二号”

两小时带你

从伦敦到悉尼

一支笔、几张纸、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格子，玩家需

要在其中填写 1—9这些数字，以满足题目的要求——

这项独特的逻辑游戏叫做“数独”，10 月中旬，它吸引

了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4 名选手相聚北京，参加

第八届世界数独锦标赛。他们中间，不但有青年人，还

有老人和小朋友。

在历经几日激烈的角逐后，中国代表队首获团体

冠军，实现历史性突破。

“其实数独是一项不限年龄、老少皆宜的脑力活

动。”北京数独协会名誉主席杜德印说，“眼下数独受到

了不同年龄段人的广泛喜爱。在本次比赛中，50 岁以

上及 18岁以下两个年龄段的选手就明显比往届多了，

许多人都在无意中喜欢上了这项活动。”

小游戏 大门道
“数独是一种数学智力拼图游戏，可以训练逻辑思

维能力的游戏，很多数学工作者用数独来点燃学生的

数学兴趣。在英国学校中，许多数学老师们把游戏下

载到电脑中，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完成三则数独题目。”

世界智力谜题联合会主席威廉·朔茨说。

“数独题目不仅可以作为娱乐活动，打发坐火车或

坐飞机时的发呆时间，还可以激发你的耐力与专注力

潜能。”朔茨说，“它能锻炼逻辑推理能力，对青少年的

心智锻炼有很好的效果。”

“孩子在做一道数独题时，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做出

来，这个时候需要面对失败，重新开始，这对于他们是

一项很好的‘挫折训练’，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缜

密意识，因为一点点错误都将造成重新开始。”他说。

除了对青少年裨益良多，数独对老年人而言也是

一项很好的脑力活动。“它的最大功效在于，可以通过

训练脑力，避免一些老年疾病。使脑细胞趋于年轻，从

而有效延长寿命。”

今年只有 16 岁的马梦蕾是一名来自北京的高二

学生，在今年中国区的数独选拔赛中，她通过层层选

拔，成为北京代表队中的一名小将。“我是从 12岁左右

开始接触数独的，那个时候翻阅家里的《北京晚报》，看

到了数独，就开始感兴趣了。”

马梦蕾觉得做数独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虽然遇

到不会的题，过程很‘痛苦’，但是做出来那一刻真的感

到很快乐。”她说，“而且明显感觉到做事情更加认真，

不会马马虎虎了。”

中国数独水平屡创佳绩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世界数独锦标赛上，中国队

获得团体赛冠军，捷克、日本分获亚军、季军；中国队的

三位中学生选手金策、孙彻然、邱言哲获 18 岁及 18 岁

以下年龄组前三名；中国队梁跃获得 50岁及 50岁以上

年龄组亚军，丹麦队和意大利队选手分获冠军和季军；

金策还夺得个人赛冠军，日本的森西亨泰、捷克的雅库

布分获亚军、季军。

据北京广播电视台数独发展总部赛事部主任、中

国锦标赛总裁判长陈岑介绍，随着数独这项智力运动

在中国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为数独爱好

者。此次中国数独代表队不仅是比赛中最年轻的国家

队之一，年仅 15岁的邱言哲也成为年龄最小的 A 队队

长。别看他还是一名在校初中生，却有着丰富的比赛

经验，2011、2012 年他曾是世界数独锦标赛中国队选

手，2013获得中国数独锦标赛第四名。

本届数独锦标赛闭幕式上，朔茨宣布自 2015 年

起，中国将连续三年举办世界青少年数独世锦赛。“这

是本届世锦赛上，继中国国家队获得数独和谜题世锦

赛四枚金牌后的又一喜讯！”陈岑说，“各国选手和来宾

纷纷祝贺并感叹，今年可谓是‘数独中国年’！”

冠军小将的数独世界
获得 18岁及 18岁以下年龄组、个人赛及团体赛三

项冠军的中学生金策，可谓本届数独世锦赛的一匹黑

马。来自浙江的他已与数独结缘 4 年，当一些同龄人

沉溺于网络游戏时，他却利用网络寻找与他志同道合

的数独伙伴。瘦高的个子，不善言语的他，虽然在陌生

人面前有些羞涩，但却通过一个个小小的九宫格展现

自信与智慧。

“我感觉数独对几何中的空间观念可能不会有太

大帮助，但数学永远离不开推理，训练数独对解题的思

路和方法还是有一些作用的。”今年上高一的金策说，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数学，做数独题就是一个推理的过

程，数学学习中很重要的两个能力是猜想和推理，数独

题目做得多对数学学习应该有帮助。”

金策告诉记者：“参加这次比赛的选手大部分是年

轻人。中国队的四位选手中，有两位选手分别来自北

大附中和人大附中，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爸爸，经验很

丰富。其他国家队以成人为主，大学生比较多，水平比

较高的有日本、韩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

据金策的爸爸介绍，去年金策代表中国队去克罗

地亚参加过第七届世界数独锦标赛，成绩是个人组第

十名，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的选手，这个成绩已

经很不错了。“今年他刚刚进入高中，要尽快适应高中

的生活，所以这次参加比赛前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准

备。”金爸爸说。

金策告诉记者，自己最早知道数独是小学二年级，

真正开始喜欢并开始玩数独是小学五年级。“有一次上

网时看到数独，做了几个题目后觉得很好玩，从此就一

发不可收了。小学的时间很宽松，放学做完作业就做

数独题目，放假时也不怎么出去玩，有时候一整天都泡

在数独题目里。中学时学习很紧张，平时基本上不做

了，周末会做十几道题，比赛前做得比较多。”他说。

数独：老少皆宜的益智游戏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强表示，仿人机器人要

真正进入家庭、进行危险环境下作业等还需克服

适应环境、人性化交互等关键技术问题，尚需 10

至 15年时间。

黄强说，机器人现在还在“学本领”，10 到 15

年内，掌握各种技能的机器人将走进市民家里，

像保姆一样提供家庭服务。未来，智能机器人还

将承担航天、水下作业等任务。“航天员出舱进行

太空行走很危险，机器人可代替他们进行各种舱

外作业。”黄强说，在危险地带，机器人都可以代

替人类从事细致作业。

专家表示，最初进入家庭的机器人可以“笨

一点”，只做一些相对固定的家务活。更“聪明”

的“智能机器人将可以自主学习烧主人喜欢的

菜、按主人要求整理家务。

据介绍，与发达国家机器人领域相比，我国

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无法突破，成为制约我国服

务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从整体上看，我

国机器人产业虽然前景巨大，但基础还很薄弱，

机器人拥有量不到全球总量的百分之一，其中国

产机器人仅占 30%，其余皆为从日本、美国、瑞

典、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引进。”梁哲介绍，国外

的知名公司都是从几所知名大学例如麻省理工、

斯坦福大学孵化出的项目，都处于快速发展期，

VGo 等机器人在远程控制和视频方面具有较大

的优势，已经被多个公司在视频会议等用途使

用。国内同类公司在远程精准控制，信息安全方

面还有待提高。在梁哲看来，促进高端领域科研

发展、提高关键技术水平和开发多环境应用是

“发展重点”。

服务型机器人的前沿科研领域和关键技术

很多，包括非结构环境认知与导航规划，故障自

诊断与自修复，人类语义识别与提取，记忆和智

能推理，多模式人机交互，多传感器融合，驱动器

与控制器，高功率密度能源动力技术等。

而在用途开发中，围绕国家公共安全领域的

安全与救灾机器人，能源维护机器人。围绕医疗

康复领域的看护和健康监控机器人。围绕家政服

务的老人陪护机器人，家庭清洁机器人，教育娱乐

机器人等都可能是最先来到我们身边的机器人。

“在产品设计方面，以核心功能为出发点可

能会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梁哲说，在生产方

面，实现核心技术国产化，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

工业机器人成本，推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另一

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快服务机器人的各项关键技

术的发展与产品成熟。

现在 VS未来
机器人还在学本领 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据阿根廷《号角报》21日报道，西班牙国立远

程教育大学一项最新学术研究报告表明，基于目

前技术进步的发展速率，预计到 2025 年，人类的

生物器官将可以和人造器官完美融合，人体内开

始部分使用机器人机制，成为人造机械和有机体

的“半机械人”。机器人的发展真的有这么快吗？

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家中的机器人已经为

你做好了丰盛的晚餐，调整好了洗澡水，擦干净了

桌子，完成了浇花、扫地一系列琐碎的家务活，只

等你归来；美国纽约的同事想要参观在北京新建

的工厂，他只需坐在美国纽约办公室的电脑前，操

作一台机器人便可以随着大家一起参观，如身临

其境一般；夜里来到酒吧消遣，为你调酒的不是身

着西服的帅哥，而是一名机器人酒保……

几年前，服务型机器人这个概念刚刚被提

起，人们常常设想这些美好的场景，几年过去了，

服务型机器人似乎并未完全走出实验室，这条路

还有多长？

服务型机器人
来我身边吧

德国的机械电气工程师本·舍费尔最近刚刚

让他的酒保机器人“卡尔”在酒吧上班。仿人机

器人通常有四肢和躯干，类似人体，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模拟人类大脑思维。按照他的话说，让

“卡尔”融入现实生活场景，比在实验室中更利于

测试程序，再做调整，取得改善。他说：“在这一

系统中，你可以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因为每

一步都会让我们的机器人更像人类。”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致力于让仿人机器人变

得人性化，能够融入现实生活，显示“科幻电影中

的场景有可能变成现实”。

“机器人即将重复个人电脑崛起的道路，彻

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机器人产业将成为继汽

车、计算机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大型基础产业。”

比尔盖茨在多年前就对机器人行业抱有厚望。

美国加州大学资深教授、机器人专家伍德·约翰

教授曾明确表示，对未来影响最大的 4项技术是：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巨型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机

器人技术。

目前广泛使用的机器人大部分在工业领域，

主要是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人。相

对工业机器人而言，服务型机器人算是机器人家

族中最年轻却又充满活力。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给服务机器人的定义是：服务机器人是一种半自

主或全自主工作的机器人，它能完成有益于人类

健康的服务工作，但不包括从事生产的设备。其

他一些贴近人们生活的机器人也列入其中。

虽然服务机器人的发展多种多样，但所需要

的核心技术大多相似。从事远程控制模块研发

的香港易致科技有限公司 CEO 梁哲说：“与工业

机器人不同的是，服务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于非

结构化环境，外部环境和整体结构比较复杂，需

要机器人根据自身传感器，实时获取外部信息，

从而进行决策，完成相应的作业任务。”易致科技

与香港科技大学 ATC 实验室合作，研发可远程

控制的服务型移动机器人，攻克了远程控制的准

确性和安全性两个难题，并已经合作研发出可以

精细操作的机械手。

梁哲介绍，随着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信

息系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机电工程与医

疗技术的融合，服务机器人的技术发展呈现三

大发展趋势：一是服务机器人由简单机电一体

化装备，向以生物机电一体化和智能化等方面

发展；二是由服务机器人单一作业，向服务机器

人群体交流、远程学习和网络服务等方面发展；

三是服务机器人由研制单一复杂系统，向将其

核心技术、核心模块嵌入于先进制造等相关装

备方面发展。

工业型 VS服务型
交流能力与远程控制让他们更人性化

服务型机器人还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距

离生活还有一段距离，这是人们最多的感觉。“用

一个机器人又贵、又不一定好用，肯定没有活生

生的人来的实在。”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来自全球各地的数据已经慢慢改变

了这个观念，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服务型机器人

已经悄然来到身边。在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UNECE）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

2002 年至 2004 年，实际机器人市场年增长率平

均在 10%左右，2005 年达到创纪录的 30%。2011

年，全球服务型机器人市场价值为 183.9亿美元，

据预测此数值至 2017 年将达到 461.8 亿美元，复

合年增长率为 17.4%。

日本和美国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走进人们

生活。据外媒消息，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已开发

出为残疾人士提供帮助，能使他们更加地独立生

活的机器人。该款家庭用机器人被称为“生活支

援机器人”，可以做出拿取和拾起物品、打开窗帘

等等动作。而可以为人端茶倒水的机器人、新娘

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更是多种多样。

美国的 Irobot 公司进军民用市场，开发了家

庭清洁机器人，目前已经被美国家庭及世界很多

国家的家庭广泛使用。至 2011年，iRobot已于全

球销售超过 6 百万台的家用吸尘机器人。而在

23年前成立之初，该公司的机器人则被广泛用于

代替士兵们来到前线从事危险任务，减少伤亡。

梁哲介绍，服务型机器人在其他国家也快速发

展，台湾地区主要是做机器人部件，比如电击、传

感器、导航灯等机器部件。韩国也在大力发展机

器人技术，计划 15年内在每个家庭都实现服务机

器人应用。

梁哲介绍，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大型公司逐

步推广在企业内使用服务型机器人。“最常见的

是使用机器人进行远程会议和实地考察，大大降

低了差旅费用，节约时间。美国在华企业公司购

买一台机器人，看似一次性投入很大，但是几次

差旅费就能赚回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

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公司投入服务机器人行业。

仅在珠三角区域，已有近千家企业从事机器人生

产及相关产业。相比工业机器人，服务型机器人

使用范围更广，机遇更多，且技术上更容易与国

际先进水平抗衡。

国内 VS国际
扫地、开会，它们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

文·本报记者 姜晨怡

2011年，全球服
务型机器人市场价值
为 183.9 亿美元，据
预测此数值至 2017
年将达到 461.8亿美
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