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不可一日无电，就算是户外露营也不可以。所以当你决定去露营的时候，只依靠充电宝可能会

有点捉襟见肘。据新浪科技报道，近日一款名为 Giga的便携式风力发电机的出现，为喜欢露营的户外

爱好者解决了充电难的问题。

与太阳能电池相比，风力发电机就算是在夜间或者光线不好的阴雨天气，也能带来足够的电量。据

了解，这款 Giga便携式发电机，主体是一个小型的风力涡轮机以及一个能够经受紫外线考验的热塑性

塑料外壳。Giga风力发电机宽 32.5厘米，重约 1千克，可轻松楔入岩石之间、挂靠在树上，或者借助绳索

和三颗钉子固定在地面上。在营地里设置好 Giga风力发电机后，它就能夜以继日地持续工作。当然，

风力发电机的功率，取决于户外的风力，最大可达 5瓦。

露营没法充电？快用便携风力发电机！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guoketianc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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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高分子合成石墨烯，均匀分散在润滑油之

中，再利用石墨烯表面官能团，吸附在金属表面……

此时，这些金属制品就像穿上了一层“隐形铠甲”，即

使遇到“强硬”的对手也不会伤痕累累了。

近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高通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与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柳工集

团达成合作，一种新型石墨烯材料，将与传统润

滑油一起添加到柳工集团的机械产品中，成为机

械产品的“保护神”。

石墨烯作为目前发现的厚度最薄、强度最

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一种新型材料，被科学

家称为“新材料之王”。如何让它的一身本领施

展出来，成为科学家和各大企业争相研究的超级

热点。苏州高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用独创的

化学合成法制备出新型石墨烯材料，成为高端应

用的典范。

距离石墨烯结缘诺贝尔奖不到九年，被寄

予厚望的“新材料之王”，却逐渐陷入了尴尬的

“无用论”争议境地。究其根源，正是石墨烯的

一些特性“闯了祸”。

结构完整的石墨烯化学稳定性高，表面呈

惰性状态，使其难溶于水及常用的有机溶剂，

与其他介质的相互作用较弱，并且石墨烯片与

片之间有较强的范德华力，容易产生聚集，这

给石墨烯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造成了极大的

困难。

同 时 ，界 面 问 题 影 响 着 石 墨 烯 功 能 的 发

挥。石墨烯虽然可以和不少材料结合，但是结

合的程度不同，石墨烯性能发挥的也不同。

除此以外，很多企业在生产石墨烯下游产

品时，将目光聚焦在涂料防腐、导电发热、纤维

织物等方向，然而这些产品中添加的石墨烯都

具有可替代性，并不能有效体现石墨烯的特有

性能。

“这些产品中添加的石墨烯更像是一种噱

头，并不能真的发挥石墨烯的特殊性能。”高通

公司总经理蒋永华道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

为，目前国内各种石墨烯应用产品层出不穷，

但是体现高附加值和石墨烯独特性能的产品却

是凤毛麟角。

不完美的“新材料之王”

近年来，高通公司通过从石油化工、天然气、

煤化工等行业获取原材料，以化学合成法制备石

墨烯产品，在中国、日本、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拿到专利授权……

“在当下很多企业在低端产品争抢石墨烯红

利之时，我们已在石墨烯的高端应用领域大有斩

获。”蒋永华表示，国际上有很多企业都在生产石

墨烯，但能生产结构“零缺陷”的高品质石墨烯的

企业却可谓少之又少，“我们另辟蹊径，基于原创

的化学合成法，融合了化学气相沉积法和石墨烯

粉体制备两者的优势，制备出了高分散性、高稳

定性、低成本的功能化石墨烯，最大限度地发挥

了石墨烯的独特性，与下游应用的‘迫切需求’准

确对接”。

同时，高通公司的制备原料有别于常规的石

墨，不仅来源比石墨广，还能通过技术合成来提

升石墨烯的性能。

在花了几年时间潜心开发、探索了几十个方

向后，高通公司最终将重点聚焦在了新型碳素材

料、硅碳负极、润滑油添加剂等技术领域。

通过创新工艺，在单一碳材料中引入功能化

石墨烯，高通公司历时 3 年突破关键技术难题，

制备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碳素材料。

该项目制备技术和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公司长期垄断的高

端市场。

这些新型石墨烯广泛应用于燃料电池双极

板、航空航天密封件、军工、核电等高端行业，也

应用于 3C电子行业、汽车行业、机械行业等传统

行业。

新技术带领企业突出重围

实习生 何彩俪 本报记者 张 晔

蒋永华告诉记者，硅碳负极材料是新能源

汽车的一大利器。硅的能量密度是现有锂电池

用负极材料石墨的 10 倍以上，但是，硅在使用

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硅

在反应中出现的体积膨胀问题最

为明显。

研究人员运用功能化石墨烯

包覆有机硅再烧结工艺，制备了

颗粒均匀，以单质硅形式存在的硅碳复合材料，

完美解决了硅在反应中的膨胀问题，大大提高了

电池的循环寿命。且各项性能匹敌纳米氧化亚

硅材料，成本还降低 2/3。

在润滑油中，石墨烯同样可以大展身手。运

用高分子合成的石墨烯具备很好的分散性，其表

面有很多官能团，可以轻易嫁接其他相亲的材

料。蒋永华说，这种石墨烯可以在润滑油中长期

稳定存在，使原本普通的润滑油具备了更好的耐

磨和降噪功能，更能守护机械“健康”。

炫技术

近日，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从科技）提出一种新型 DenseBody 框架，可

直接从彩色照片中获取 3D 人体姿势和形状。

而此基于单帧图像的 3D 人体重建技术，将原有

最低误差降低 30%，刷新了世界纪录。

获取人体3D数据不容易

用 Emoji、zepeto 等软件将自己的照片转换

成 3D 动画头像的功能曾风靡一时，但很多人发

现，其实生成的 3D 形象和自己并没有那么像。

传统 3D 重建技术大多需要连续的图像序

列或是多视角的图像，在硬件设备上一般需要

采用双目摄像机或者结构光摄像机等设备，因

此在手机等便携设备上往往难以实现；另一方

面，专用设备还会增加部署成本，增加大规模

普及 3D 重建技术的难度。但基于单帧图像的

3D 重建技术对原始图像要求放松的同时，对背

后的技术却提出了更高挑战。

“去年，隶属于云从科技的云从研究院曾提

出针对人脸的稠密 3D 关键点技术 PRNet，它能

够基于一帧人脸图像重建出约 4.5 万个人脸 3D

关键点，实现了在多个 3D 人脸数据集上大幅领

先之前的技术。而相较于人脸，人体的 3D 重建

更困难。”云从科技资深算法研究员田国栋解

释，人体具有密闭的 3D 曲面结构，任何一个角

度拍摄的图像都存在约一半的不可见部分；人

体的四肢更加多变，更加复杂；还存在因为服装

的遮挡问题，人体的 3D 数据更难获取，对深度

学习技术的使用限制更多等问题。如果要重

建，需要技术从单帧图像中推理出人体或人脸

的 3D 形态，并通过光学透视、阴影叠加等基本

光学原则准确预测出各个关键点在 3D 空间的位

置和朝向，才能得到人体的姿态或表情信息。

减少中间损耗让重建更精准

“针 对 这 些 难 点 ，我 们 提 出 了 一 种 高 效 的

方法，使用卷积神经网络（CNN），从单个彩色

图像中直接得到完整的 3D 人体网格。”田国栋

表示。

据了解，以往的 3D 人体重建算法往往需要

将问题降维，将复杂的人体形态从三维降到二

维层面，从而降低问题的难度。云从科技此次

提出的 3D 人体重建算法摆脱了低维线性空间

的限制，并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3D 信息表征方

式，采用 6 万多个点表示 3D 人体，通过卷积神

经网络直接预测人体的 3D 形态和姿态，从而取

得了精度和速度上的双重突破。

“信息的传递层级越多受损越大。”田国栋

介绍，与其他研究相比，该研究提出了一个端

到端的方法，从单个彩色图像直接得到 3D 人体

网格，能够把 2D 图像中的完整人体编码为姿势

和 形 状 信 息 ，无 需 依 赖 任 何 参 数 化 的 人 体 模

型。可谓把 3D 人体重建的复杂度从两步降到

了一步。同时，该技术还可同时“训练”一个编

码器—解码器网络，该网络可直接把输入的彩

色图像映射到 3D 表示，无需解决 2D 姿态估计

（确定某一三维目标物体的方位指向）等中间

任务。

田国栋表示：“我们进行了多次实验来评估

以上方法的效果，并与现有的最优方法进行对

比。结果显示，该方法在多个 3D 数据集上实现

了显著的性能提升，运行速度也更快，帧率达

到 200fps 后很多应用都可以实时显示，推动更

多智能应用落地指日可待。”

仅凭一张照片就能生成3D人体模型

本报记者 雍 黎

石墨烯石墨烯““隐形铠甲隐形铠甲”，”，守护机械守护机械““健康健康””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上，南华大学自主研发的核设施应急抢险与

作业机器人——“葫芦娃”亮相。

“葫芦娃”由南华大学核设施应急安全作业技术与装备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邹树梁教授团队研制。机器

人解决了放射性环境下的远程操作、辐射屏蔽和电子元器件抗辐射加固等技术难题，具备人工驾驶与无人

驾驶两种作业模式。在中低放射性环境下，“葫芦娃”采用人工驾驶作业模式，驾驶员通过机器人配备的辐

射屏蔽驾驶舱、放射性气溶胶过滤系统，在保障其人身安全的同时保证核设施应急抢险作业效率。而在人

员无法抵达的高放射性环境下，“葫芦娃”则采用无人驾驶作业模式。操作人员通过遥控器与多路视频监控

信号进行远程遥控，在1000米的通信距离范围内远程作业。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夏文辉）

核设施应急抢险太高危？让“葫芦娃”上！

随着公众安全意识的增强，以消防机器人、防爆巡检机器人为

代表的特种机器人应用越来越多。在全国各地的消防演练中频频

出现特种机器人的身影，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广特种机器人，

在高危行业实行“机器代人”政策。这当中，新型防爆巡检机器人

正在石化等行业逐步推广。

“近年来危化品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让人痛心，我们希望

防爆巡检机器人可以在减少类似事故中发挥作用。”中信重工开诚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裴文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其实类似

这种灾难是可以尽力去避免的，防爆巡检机器人就可以在其中发

挥作用。”

将巡检工人从高危环境中解放出来

为加强高危场所的巡检工作，一般都专门设置巡检工人，定

时对设备、高危场所进行巡检。例如，输油场站作为石化企业中

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承载着成品油的运输及终端销售供给

的作用。为确保成品油的运输安全，每天安排大量的专业人员对

输油场站内的管路及设备进行定时巡视。由于受巡检工个人工

作能力的限制，巡检质量参差不齐。同时石化企业本身属于高危

行业，巡检工人随时可能会遇到危险。如何采用高科技手段实现

节能增效的目标、提升危化企业的本质安全管理水平是个亟待解

决的课题。

“机器人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裴文良表示，机器人在越来

越多的领域接替了人类的工作。巡检机器人搭载一系列传感器，

可代替巡检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毒、缺氧、浓烟等现场进行巡检、

探测，有效解决巡检人员在上述场所面临的人身安全、现场数据信

息采集不足等问题。机器人巡检，既具有人工巡检的灵活性、智能

性，同时也克服和弥补了人工巡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更适应

智能场站和无人值守场站发展的实际需求，是智能场站和无人值

守场站巡检技术的发展方向。

此次，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

一款用于石化企业等易燃易爆高危环境下的防爆巡检机器人。“这

款防爆巡检机器人对降低人工巡检的安全风险，提升危化企业的

本质安全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裴文良表示。

让巡检机器人变得越来越聪明

裴文良介绍道，这款防爆巡检机器人采用计算机、无线通讯、

多传感器融合、防爆设计、自动充电、自主导航、智能识别等关键技

术，以应用于石化企业、输油场站等高危环境下设备的巡检与监

控，实现场站的无人值守，以达到减员增效、安全生产的目的，“防

爆轮式巡检机器人系统由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本体、自动充电装

置、无线基站和上位机远程控制站组成。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本

体、无线基站和上位机远程控制站（服务器）通过无线方式进行通

信。”裴文良说。

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本体为数据采集端，通过现场确定被巡

检设备并规划最优路径，使机器人能够按照巡检要求进行点检作

业。巡检机器人本体上携带自动旋转云台，用于采集巡检设备和

环境图像信息。并且采用智能双视云台，上面搭载高清摄像机与

热成像仪，可对现场设备进行高效巡视，镜头装有雨刷，能够清理

镜头保护玻璃上的水渍和浮土等，使监控画面维持在较清晰的状

态。在无线基站之间通过光纤进行连接，可实现数据传输。

“巡检机器人的工作区域被无线网络覆盖，实现与远程控制站

的连接通讯。远程控制站通过访问巡检机器人本体采集的信息，

可进行分析处理，如有异常自动报警。”裴文良表示，同时，通过网

络转接发送短信给用户及上传给上级部门，供专家团队决策。客

户端可以对巡检机器人进行远程操控，如关键点复查等操作。另

外巡检机器人还可以进行自身状态识别，实现自诊断功能，如检测

到电量低后，自动返回充电。

该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研制成功后，已在中石化华南销售公

司斗门站应用。斗门站是珠三角成品管道南沙—中山—斗门段

的一个末站,设有泄压罐、污油罐、密度计、过滤器、减压阀、质量

流量计等输油设备，原来采用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

统进行控制。“改用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进行巡检后，安全性、实

用性、可靠性等都有极大提升，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裴文良

说，巡检机器人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根据现场巡检工艺流程，进

行巡检作业工作。

轮式巡检机器人
“能吃苦”“不怕事”

本报记者 操秀英

防爆巡检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