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新闻热线：010—58884052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彭 东 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下一代机器人将‘与人共融’，如果能抓

住这个机遇，中国将在机器人创新舞台上扮

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失掉这个机会，也许会

更加落后。”4 月 13 日，在 2018 国家机器人发

展论坛暨 2018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

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说。

王天然表示，现在是机器人发展的最好

时期，但依然有很多不足，如工业机器人在

船舶焊接、飞机装配等很多方面力所不能

及 ，服 务 机 器 人 不 能 真 正 地 照 顾 、护 理 老

人 。“ 其 根 本 原 因 在 于 不 能 和 人 融 合 在 一

起。”王天然说。

未来机器人将实现“人机共融”，即机器

人和人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由奴仆变为伙

伴。机器人技术正蕴含着突破，中国该如何

抓住这个机遇？

何为“人机共融”

工厂里，机器人在有序地抓取零件，外

面是高高的护栏，人只能远远地看着，这是

人 们 常 见 的 情 景 。 现 在 人 和 机 器 人 的 关

系，主要是控制，如果出现故障，机器人“发

脾气”就很危险。

“共融是人和机器人很近。”王天然说，就

是能在同一自然空间里工作，能够紧密地协

调，能够自主地提高自己的技能，能够自然地

交互，同时要保证安全。实现这样的与人共

融的机器人，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就会改变，是

一种朋友关系，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感知、相

互帮助。

王天然表示，与人共融，就是要让机器人

把人的符号化、学习、预见、自我调节以及逻

辑推理能力与机器的精准、力量、重复能力、

作业时间、环境耐受力结合在一起。

通俗地讲，未来工业机器人将走下神坛，

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实现“即连即

用”。它们将更灵活地变更作业，更快地编写

程序、移动和组成新的工作单元，费用也将更

加便宜。

新一代机器人并非取
代人

有数字显示，2016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

量增长 16％，服务机器人销量增长 24％。中

国成为了全球工业机器人的第一大市场，工

业机器人产销量连年刷新世界纪录。

因此，一些人担忧，机器人如此聪明，

会取代人的劳动，从而统治人。事实真的

如此吗？

“新一代机器人并非是简单地取代人，

而是要响应环境、要灵活、要与人合作。”王

天然说。

对此，“工业 4.0 之父”沃尔夫冈·瓦尔斯

特曾指出，人工智能是工业 4.0 的驱动力，很

多人认为工业 4.0就是无人化生产，事实是即

使在未来十年里，其要实现的也不是无人生

产，而是组合性的生产。

确实，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司杜品圣博

士表示，人工智能是按照人的功能，如模拟人

的眼睛、耳朵、大脑等机能进行开发研究，从

而助力制造业发展。“并非此前人们担心的机

器换人、工厂无人、智能造人，而是机器助人、

工厂要人、智能学人。”

机器人精度、柔顺性
亟待突破

足球场上，一个机器人摔倒了，两条腿弓

着，腰使劲往上仰，企图爬起来，感觉像两三

岁的孩子摔倒一样。“好费劲啊，还能这样站

起来。”边上有小朋友说，这是记者在开幕式

上看到的情景。

“这就说明机器人的柔顺性还不够，其关

节不像人的关节那样灵活，人手一个简单的

撑地动作，对机器人都是极大的考验。”中国

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说。

确实，在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乔红看

来，目前，高精度是机器人需要突破的关键技

术之一，很多工业级装备标准已经将误差控

制在 0.02—0.04毫米内，但在一些要求极高的

操作中，精度仍然不够。为此，乔红提出“环

境吸引域”的概念，将机器人的系统映射到另

外一个空间，约束对系统形成了广泛存在的

“吸引域”，利用存在条件以及相应的依赖吸

引域实现高精度计算。

“再就是高柔顺性。”乔红说，由于柔顺

性操作没有解决，我国 3C 制造业（计算机

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2016 年收入达 9.84 万亿元，仍以女工装

配为主；2017 年 3C 行业机器人密度仅为 11

台/万人。

因此，乔红认为，未来的机器人应具备速

度更快、精度更高、强度更大、可靠性更强、安

全性更好、人机更融合等特点，只有这样，才能

做到“心灵手巧”，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人机共融”时代：机遇？挑战？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5日电 （记者付丽
丽）“海藻、海胆，从冰冻的南极洲海岸，到充

满珊瑚礁的热带温暖水域……”15 日，BBC

巨幕电影《海洋》在中国科技馆首映，这是记

者从中看到的情景。该影片也正式拉开了第

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第八届中

国科技馆特效电影大幕。

据介绍，本次电影节持续至5月6日。活动

期间将展映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

10个国家的30余部国内外优秀特效影片，其中

19部是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中国科技馆馆

长殷皓表示，特效电影具有激励探索的感召

力，此次科技馆内利用特效影院先进的电影科

技手段，旨在使公众领略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

带来的震撼，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图为电影《海洋》首映礼。
本报记者 付丽丽摄

来科技馆
看特效电影

经历 3天的物资补给和人员轮换，4月

15 日，“大洋一号”再次起航，从厦门奔赴

南海执行综合海试 B航段任务。在此航段

中，又一探海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

4500 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潜龙三

号”将迎来首次海试。

“潜龙”家族为何再添新成员？与家族

其他成员相比，有何过人之处？此次海试对

未来“三龙”（“蛟龙”“海龙”“潜龙”）聚首有何

意义？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家。

仅靠“潜龙二号”难
以满足需要

长 3.5米，高 1.5米，体重 1.5吨，立扁形

身体，还有 4 只“鳍”——从外形看，“潜龙

三号”延续了“潜龙二号”的“胖鱼”基因。

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对“孪生兄弟”的

总设计师是同一个人——中科院沈阳自动

化所研究员刘健。刘健说，这种非回转体

立扁鱼形设计，有利于减少垂直面的阻力，

便于潜水器在复杂海底地形中垂直爬升，

也可以增强水面航行能力。

浩瀚的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

仅靠人类的潜水技术难以到达深海的绝大

部分区域，水下机器人因此有了用武之地。

水下机器人通常被分为三类：载人潜

水器（HOV）、遥控水下机器人（ROV）和

自主水下机器人（AUV）。“潜龙”系列属于

自主水下机器人。

“我国在西南印度洋的多金属硫化物

合同区有约一万平方公里，探测任务繁重，

仅靠一台‘潜龙二号’，难以满足大洋深海

资源探测的需要。”刘健说。

在“潜龙二号”基础
上优化升级

为应对水下复杂的地形地貌，“潜龙三

号”同样采用前视声呐作为避碰传感器。

这种成像声呐也被认为是潜水器的“眼

睛”。控制“潜龙三号”的计算机在采集数

据后，通过图像处理方式来识别障碍和周

围环境，结合避碰策略，下达紧急转向、紧

急变深或变高以及跟踪指令。

4 个可旋转舵推进器相当于潜水器的

“鳍”，借助它，潜水器可以灵活地前进、后

退、旋转，在海底“翻山越岭”。

虽是“孪生兄弟”，但刘健说，“潜龙三

号”在“潜龙二号”技术基础上进行了优化

升级。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最大续航能力

增加，噪声有所降低。

“‘潜龙三号’的技术指标仍然是 30 小

时，我们通过降低电子设备功耗，提高推进

效率等措施，使最大续航能力有了明显提

高。”刘健说。

为“三龙”聚首打下基础

本次海试前，2017 年年底，“潜龙三

号”完成历时 29天的千岛湖湖上试验。

“通常海试可验证湖试无法验证的指

标，如最大深度等，偏重于功能性试验。”刘

健说，此次是“潜龙三号”首次海试，其技术

状态有待验证，此外也存在出现技术故障、

遭遇恶劣海况等风险。除了对“潜龙三号”

的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海试中

还将根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和

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性应用。

按照计划，海试通过后，“潜龙三号”将

在我国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航次中被实

际应用，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性能。

综合海试 A航段首席科学家初凤友表

示，在 A 航段中，“海龙Ⅲ”与“海龙 11000”

潜水器初出茅庐，为各种潜水器密切配合

乃至“三龙”聚首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记者同时了解到，服务于深海探测的新

科考母船有望于2019年下水。届时，它将可

以同时搭载“三龙”，组成我国探秘深海大洋

的利器。 （科技日报北京4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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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座

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

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

座花岗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个青年工人站

得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

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

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

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

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祥谦烈士纪念

堂出现在眼前。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烈

士遗物和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者带回了那

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农

家庭。1906 年，年仅 14 岁的林祥谦进入马

尾造船厂，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

快掌握了钳工的技术。1912年，林祥谦进入

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

到工务修配厂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路

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

济、政治和军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

吴佩孚军饷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进

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

育。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

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

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

乐部干部，并于 192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

员长，领导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进行坚决斗争。

1923 年 1 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

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

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

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

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 2 月 4 日起举行全路

总罢工。

2月 4日，京汉铁路 2万多工人举行大罢

工，1200 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

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

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

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

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

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 月 7 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北

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

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

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仅 31 岁

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一遍遍

地说起，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寒夜，刽子手

的屠刀一刀刀地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

拼尽全力高喊‘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

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林祥谦的大

孙子林耀武告诉记者，“在我眼里，爷爷是

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

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

这个梦想，需要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

洒热血。就算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

他也要用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爷

视死如归。”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谦烈士的

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

埋在闽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的

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

山西麓建造陵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对

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石砌筑的

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

林祥谦之墓”。微风呜咽，英雄沉睡在壮阔

山河之中。清明节已过，依然不时有群众前

来祭扫烈士墓，敬献上洁白的雏菊。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

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

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

去，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己坚定的

信仰。爷爷在那个年代，为了信仰选择了英

勇就义；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

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

白流，让烈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林耀武

说。 （新华社福州4月15日电）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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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一口流利的中文，再搭配上名字“曹思

德”，你或许难以想象他其实是一位美国人。

“多年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处于

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离不

开对外贸易，企业商务运营离不开跨国合作

的全球视角。”美国康明斯集团副总裁曹思德

4 月 14 日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全球才智论坛”上表示。

1980 年，被一家食品公司派驻到上海的

曹思德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好客”。

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他，称自己是改革开放的

亲历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我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

政策，带来了康明斯在中国业务的蓬勃发展，

也给了我个人快速进步的机会，在 1990 年代

就成为康明斯年轻的全球副总裁。”曹思德笑

着说道。

在曹思德看来，改革开放带来了合作共

赢的机遇，康明斯与东风汽车、福田汽车的合

作都实现了“1+1＞2”的共赢。人才在国际间

的交流和发展是推动世界前进的重要力量。

中国通过打造综合的政策环境吸引人才，对

人才和知识的重视不断提升，这些都令人印

象深刻。

“上世纪 80年代初，外国专家只能住在特

定的宾馆，签证只有一个月的有效期。而现

在，中国推出的‘千人计划’外专项目、‘绿卡’

等，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也非常幸运得到

了中国的‘绿卡’。”曹思德说。

事实上，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中

国企业也开展了积极的实践。中国商飞公司

董事长贺东风介绍，成立于 2008 年的中国商

飞，10 年来引进签约海外高层次人才 158 人，

40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6 人获中国政府

“友谊奖”。

贺东风认为，发展中国民用飞机产业，要

充分调动国内已有的航空资源，充分调动愿

意参与这一事业的国内外企业，充分利用全

球的航空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在始终把自

主创新放在首位的同时，通过开放合作聚集

全球的智慧，保持创新的动力，也至关重要。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人才是创新的基

础。我们发展的这十年，一直坚持不唯地域引

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

才。依靠人才发展项目，依托项目培养人才。”

令贺东风感到欣喜的是，通过十年的历练，一

批民用飞机行业人才茁壮成长，未来他们将会

为我国民用飞机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受惠者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唐 婷

（上接第一版）
曾有一位台湾老先生回京寻亲，通过

西城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静

云团队开发的全区户籍老底票查询系统，

很快找到亲人，老先生感激涕零。静云告

诉记者：“开发这个系统用了两三年时间，

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区户籍老底票一一扫

描，归整成便于查找的电子户籍档案。”

西城区城管监督指挥中心王保保介

绍，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运用大数

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保障和

改善民生”，截至目前，西城区全响应平台

采集相关基础数据共计约 4.75 亿条，纵向

实现对辖区 15 个街道个性化子系统全响

应事项和民情日志数据实时汇总，促进

区—街道两级政府数据共享应用，紧跟市

民关切实时响应，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

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区内统筹、条块各

司其职”，力争将问题在未“爆发”前解决。

人工智能 微网格化维稳

四合院，这种闹中取静的北京传统式

民居建筑相对集中分布在西城区，管理起

来似乎不像楼宇那么直观。然而，西长安

街街道搭建的“3D 院落信息化服务管理平

台”微网格化管理立体而细致。

不久前，公安部门发现东新帘子胡同

一住户被可疑电话控制，马上通知网格长

赶到现场，根据院落信息化系统呈现三维

图纸找准入口，及时制止一起电话诈骗，当

时屋内桌上摊着存折、银行卡——一对老

夫妇 21万元的全部积蓄。

北京理正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慧城

市总监杨豫鲁说，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

衡性、差异性”原则，全区划分了 1541 个网

格，通过网格员走访巡查，可以第一时间准

确了解居民疾苦、安危冷暖等大小事情，有

针对性地提供贴心服务。

“君太百货门前过街天桥人流密集，请

速到现场疏导。”去年年底的一天，西单商

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突然警铃大作，工作

人员发出人群聚集风险红色预警。这是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图像识别装置系

统，采用固定探头捕捉人流信息，计算人群

数量、密度和步行速度等参数，并通过软件

模型预测未来 10 分钟目标网格区域人群

聚集态势，以防群体冲突事件发生。

在大剧院附近等重点区域，西城区还

启动人工智能无人机监测试点，对“低慢小

中三类”飞行物开展识别、追踪，将系统共

享给属地公安，识别结果实时反馈到街、警

轮巡人员操作界面，保障城市安全。

历经数千年变迁的古都北京，如今迎

来新时代。在“数字红墙”下，以“智慧大脑”

提升城市规划和管理综合实力，贯穿科学

理念和手段，引领推动中国创新城市建设

的未来，那份厚重的“责任担当”，犹如红墙

掩映的中南海新华门影壁上“为人民服务”

烫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温暖着过往

的人们。 （科技日报北京4月15日电）

科技日报敦煌 4月 15日电 （记者瞿
剑）中国石油青海油田 15 日在此间宣布，

千余名科技工作者历经 10年，攻克了高原

咸化湖盆油气地质理论和勘探技术四大世

界级难题，使 30 年储、产量持续低迷的柴

达木盆地从油气勘探冷点变热点、难点变

亮点，“十三五”建成千万吨级高原油气田

胜利在望。

青海油田新闻发言人马力宁介绍，位

于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油田，在海拔之高、

地质情况之复杂、地表条件之艰苦、油气储

存条件之特殊、工程技术保障之困难等方

面，均堪称世界之最。

青海油田副总地质师刘云田解释，难

点主要包括：柴达木盆地咸化湖低丰度烃

源岩能否规模成烃、盆地腹部是否发育规

模储层、强烈地质改造区能否规模成藏、复

杂山地如何获取地震精确成像等。针对

此，青海油田创新咸化湖盆“多成因类型多

峰式”生烃模式，突破低丰度有机质难于规

模生烃的传统认识，丰富和完善了陆相生

烃理论，油气资源量从 46.5 亿吨增加到

70.3 亿吨；创新咸化湖盆细粒岩和碳酸盐

岩成储机制，拓展了有效勘探面积 1.2万平

方千米，勘探领域从局部拓展到整个盆地；

创新高原咸化湖盆四大不同类型的油气成

藏模式，指导了 5 个亿吨级整装大油气田

的发现；创新高原复杂山地高密度三维地

震勘探技术，实现了精确地震成像，一举突

破了“地震勘探禁区”局限。

柴达木盆地“十三五”有望建成千万吨级油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