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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相信许多家

长送给孩子的礼物清单中，都有不少智能科

技好物。

如今，智能手表、词典笔、陪伴型机器人等

智能装备层出不穷，它们有的能够为家长分

忧，有的能够为孩子的学习助力。

那么，这些科技产品的原理是什么？它们

是如何帮助家长和孩子的？就此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智能手表：
集定位和健康监测于一体

现在孩子戴的手表，多是科技感十足的智

能手表。智能手表是一种可穿戴设备，它结合

了智能手机和腕表的功能，具备定位防丢、音

视频通话等核心功能，以及电子支付、健康监

测、社交聊天、拍照摄影、智能识物等多种功

能。

举例来说，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家长可以

通过智能手表的定位功能，得知孩子的位置；

当两个佩戴智能手表的小朋友想要对方的联

系方式时，可以通过“碰一碰”功能加好友……

“当下，智能手表不仅深受孩子们喜爱，也

为家长提供了智能化、便捷化的儿童看护工

具。”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表示，

相关报告称，在我国，智能手表在 5 岁至 12 岁

儿童群体中颇受欢迎，每 3 个孩子中就有 1 个

拥有智能手表。

项立刚介绍道，从硬件方面来看，智能手

表有处理器、存储器、显示屏、传感器、电池、

无线通信模块等组件，这些组件通过电路板相

互连接形成整个系统。而智能手表的软件，则

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那么，智能手表具体是如何实现各种功能

的呢？

“智能手表覆盖室内外的定位功能，主要

基于 GPS 定位、基站定位和 WiFi 定位这三类

定位技术实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科

技委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网络与安全研究所所

长闫怀志表示，特别是室内和楼层定位，主要

利用基站定位技术，搭配特定的算法，辅以海

量数据采集来实现。

科技日报记者来到北京一家商场专柜试

用了一款智能手表，在用手表给绑定的手机拨

打视频电话后，手机会显示智能手表所在商场

楼层、周边店铺以及手表状态等信息，还可以

查看手表佩戴者的历史行动轨迹。

除此之外，闫怀志表示，智能手表还能利

用智能监测算法和高灵敏传感器，全天候监测

孩子的身体及运动状态。

“传感器位于智能手表表盘底部，佩戴时

传感器紧贴皮肤，可以监测手表的各种状态，

比如加速度、重力、位置、方向等，通过这些数

据的分析计算就能得出孩子的运动数据。”闫

怀志补充道，除此之外，智能手表还可以随时

采集佩戴者的生物数据，比如心率、血氧、血

压、无创血糖、体温、呼吸、睡眠状态等，智能

分析各项生理指数，辅以相应的 App，就能够

让家长掌握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闫怀志提醒道，儿童日常使用智能手表，

应避免手表跌落、磕碰或者遭受撞击，防止接

触到肥皂水等溶剂和液体。其次，不要在潮湿

状态下为智能手表充电。再次，要注意手机

App 与智能手表的同步匹配和升级。

“孩子使用智能手表，可能会产生依赖。”

项立刚提醒道，家长应叮嘱孩子在上课期间不

要操作智能手表；此外，还要叮嘱孩子谨慎使

用智能手表的电子支付功能，避免误操作为游

戏充值。

词典笔、翻译笔：
把大部头词典“装”进笔里

一根小小的词典笔，可以“装”下厚重的中

英文词典。只需像使用涂改带一样，用透明的

宽“笔尖”轻轻一扫目标内容，即可中英互译、

朗读句子，甚至可以讲解扫描到的目标内容。

有的词典笔还具有“生词本”功能，可以自动存

储使用者不认识的生词，然后将其导入手机

App 中，以备使用者学习、记忆。

“ 词 典 笔 采 用 红 外 线 扫 描 技 术 ，其 先 通

过 笔 头 的 摄 像 头 组 件 ，每 秒 拍 摄 多 张 图 片 ，

然 后 将 小 图 进 行 拼 接 、修 正 ，再 利 用 光 学 文

字识别技术（OCR 技术）进行识别。”项立刚

解释道。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OCR 技术的场景有

很多。比如，手机 App 扫描名片、身份证，并识

别其中的信息；汽车进入停车场、收费站无需

人工登记，自动识别车牌等。

闫怀志介绍，自 2011 年首款国产词典笔面

世，至今已逾十年。“未来，词典笔的发展方向

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文字识别速度和精度，

二是加强语言翻译的准确性。”他说。

据了解，新一代词典笔既具有传统的光学

文字识别功能，还配备了激光辅助定位摄像

头，能够实现分享、编辑和打印等功能。

除了词典笔，帮助孩子们学外语的“利器”

还有翻译笔，后者在中英文互译方面下足了功

夫。翻译笔不仅可以解释单个词的意思，还可

以对句子、篇章（文字形式或语音形式均可）进

行翻译，翻译结果趋近于自然语言。有的翻译

笔还配备了喇叭和显示屏，可以将翻译结果实

时以文字或声音形式输出。

项立刚介绍，翻译笔由扫描头、识别引擎

和翻译软件等组成。在 OCR 技术的基础上，

翻译笔还可以利用 TTS 翻译技术，即“从文本

到语音”技术，在内置芯片的支持下，通过神经

网络的设计，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把文

字智能地转化为自然语音流。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孩子在外语学习中过

度依赖翻译笔，现在部分翻译笔增加了“儿童

锁”功能。此功能开启后，翻译笔将关闭整句

翻译功能，防止孩子在做作业时通篇翻译不思

考，养成过度依赖此类工具的习惯。

陪伴型机器人：
既是“玩伴”又是“家教”

陪伴型机器人能走会动，被称为“会说话

的 百 科 全 书 ”，能 够 轻 松 解 答“ 十 万 个 为 什

么”，更是一位机器人“家教”，可以带着孩子

学习语文、英语和编程。

“陪伴型机器人的定位是同伴，它既不是

孩子的老师，也不是孩子的父母，而是孩子的

拟人化‘同伴’。”闫怀志表示，这类机器人可

以通过机械传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关键

技术，实现陪伴功能。

闫怀志表示，当前，在日新月异的人工智

能技术的加持下，陪伴型机器人正在持续完善

动作、语言，甚至可以提供具有情感的拟人化

表达。除此之外，该类机器人的人脸识别、人

体跟踪、智能避障、自动充电、温湿度传感等基

本功能也在持续升级。

在交互上，陪伴型机器人可以实现拍照、

讲故事、游戏交互、语音交互、绘本阅读、内容

点播、双向视频通话等功能。

举例来说，把一本绘本放在机器人面前，

其可以对封面进行识别，然后随使用者翻页，

朗读出书中内容。

不过，在项立刚看来，陪伴型机器人目前

还处于初级阶段，只能完成简单的陪玩、陪学

或问答交流任务。总体来讲，该产品性价比不

高，远未达到可大范围普及的程度，还满足不

了更个性化的需求。

另外，闫怀志表示，长期让机器人陪伴儿

童具有潜在风险。

“无论多么高等的智能机器人，都永远代

替不了真实人类特别是父母的陪伴。”闫怀志

提醒，应避免类似产品的过度使用，否则可能

对儿童的语言、情感和人际发展等造成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

智能婴幼儿看护器：
以无线网络技术守护儿童

在传统婴儿看护场景中，看护人需要时刻

注意婴儿是否哭闹、呕奶、被衣物遮掩口鼻、掉

床……这些问题时刻牵扯着看护人的精力。

随着育儿方式向科学化、精细化方向转变，智

能婴幼儿看护器应运而生。

许 多 智 能 婴 幼 儿 看 护 器 的 外 形 比 较“ 呆

萌”——有个“大脑袋”，其实这个“大脑袋”就

是智能摄像头，将其置于宝宝房间，可对宝宝

的面部、呼吸、哭声等进行监测。

当其“察觉”到异常就会及时发出预警，看

护人即便无法时刻陪在婴儿身边，也能够“看

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智能婴幼儿看护器好比家长的‘千里眼’

‘顺风耳’。”闫怀志表示，智能婴幼儿看护器

本质上是一种无线家庭安全防护系统，主要由

看护端和显示端组成。该看护器利用无线网

络技术定期扫描，对婴儿表情、动作等进行影

像识别，并将孩子的实时动态以视频或音频的

形式，通过网络数字信号传送到看护人的手机

端。当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评估出婴儿

处在哭闹状态时，就会播放舒缓音乐进行安

抚，并向看护人的显示端发送预警。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婴幼儿看护器具有电

子围栏功能，使用者可以设置孩子的活动范

围，即通过超声波雷达设置虚拟电子围栏。当

孩子活动区域超过此范围，该看护器就会发出

警报。

除此之外，使用者还可以设置幼儿看护区

域，区域外部分看护器是拍摄不到的，进而有

效保护个人隐私。

当然，家长不能把智能婴幼儿看护器当作

“万能神器”。

闫怀志提醒道，父母的陪伴是任何智能化

的产品都无法替代的。除此之外，生产厂家需

要重视隐私保护问题，在产品功能上进一步采

取措施，更好地对婴儿和看护人的隐私进行有

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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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书法机器人可通过精妙控制临摹书法

名作；面对复杂地形，“耳聪目明”的巡检机器人能够快

速排除设备故障……如今，智能科技不仅“走上”企业

生产线，更成为人们的“最佳拍档”，为衣食住行等生活

领域增姿添彩。

近日，在天津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全球

高端智能产品纷纷亮相，在洒下“科技之光”的同时，也

绘制出了新时代智能生活的生动图景。

智慧出行：车路协同更便捷

停车充电，智能机器人可以自动提供服务；路上行

驶，车路协同让通行效率明显提升。随着智能科技与

传统人力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交通出行场景得以转

型重塑。

在天津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一台机器

人缓缓从充电箱沿着磁性轨道“走到”汽车边，自动将

充电枪对准充电口开始工作，整个流程充满“智感”。

此次会上，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将这一“微缩版”的项

目带到了展厅。

“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和双目摄像头赋予了机器

人‘视力’，磁条融合、力控感知技术则让它拥有了

‘触觉’。”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津门湖

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匙航介绍道，机器人甚至可以模

拟人手动作，在充电枪插接过程中调整力度，避免损坏

充电接口。

走出城市充电站，“智慧的车”与“聪明的路”互为

搭档，更让交通出行方便快捷。

在天津（西青）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封闭测试场 10

公里的环路行程中，自动驾驶车辆从容转弯、避让行

人，应对复杂交通场景也是得心应手。

在华为展区智能网联车板块，展台讲解专家道出

了其中奥秘——在多个先导区内，交通杆上已搭载了

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设备，不仅能“看得更远”，也

能实时探查路况。路边柜内车路协同服务器汇集了视

频和雷达信号，将路面全要素信息通过车道级高清导

航为驾驶者呈现，及时发出提醒、为驾驶者“出谋划

策”。

专家表示，在智能网联技术赋能下，“一路绿灯”不

再仅凭运气，系统能够根据路面情况推荐行驶时速、防

止突然出现的行人车辆带来安全隐患。

“很多过去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情节已经成为现

实。”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安铁成说，先导区的先行先试不仅有利于推进我国

智能网联汽车标准的建立、上下游产业链的形成，也会

在车路协同的城市应用推广等方面发挥作用。

绿色居住：减碳不减舒适度

获得国际奖项的模块化高端人才公寓、近“零能

耗”的装配式企业港……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

建造产业发展论坛上，中集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子彦分享的一系列“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的智能

建造实施技术，展现了智能建造与智慧建筑的广阔发

展前景。

“我们采用的工业化钢结构成品建筑智能建造体

系，是一种充分发挥工业化建筑优势、安全耐久、可全

生命周期循环使用的绿色建造技术。”张子彦说，这种

建筑的工厂预制完成率可达 90%，使建造总周期缩短

20%以上，同时大幅减少建筑垃圾。

如今，越来越多的建筑项目将绿色环保作为重要设

计元素。从设计阶段的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到工厂生

产、施工阶段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智能技术

的广泛应用，让绿色建筑形成了量质齐升的发展态势。

作为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的创新探索之一，坐落

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零能耗小屋”就是天津在绿色智

慧建筑“新赛道”上的一项重要实践。

据介绍，采用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的小屋利用

屋顶空间铺设了 60 块光伏板，全年发电量超过 2 万

千瓦时。建筑运行系统管理平台上显示着光伏发电

量、储能充电量等信息以及温度、湿度等指标，“智

能、舒适、节能、夜间”等应用模式，可满足不同用户

的用能需求。

天津城建大学副校长陈志华说，未来智能建造

等领域科技含量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促使工程建造从传统的“产品交付建造”向“服务型

建造与运营”转变。“人们或许能够在工厂里提前看

到新房、开展设计装修，使住宅更加满足购房者的个

性化需求。”

从世界智能大会

看智慧生活新图景

观众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上体验机
器人“手冲”咖啡。 新华社记者 张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