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梦然

谁不想要一个可完全承担家务的

机器人呢？这也是人们对机器人技术

发展的一大梦想。

虽然机器人专家已经能够让机器

人在实验室做一些像跑酷这样令人印

象深刻的事情，但这都是在严格控制的

环境中精心规划展开的。真要让机器

人在你家中自主工作，多少还是让人不

太放心，尤其是在有儿童和宠物的家

庭。而且房屋设计各有不同，房间布

置、物品摆放更是千差万别。

在机器人专家中，有一个广为认可

的观点，称为“莫拉维克悖论”：对人类

来说很难的事情，对机器来说很容易；

而对人类来说容易的事情，对机器来说

很难。但得益于人工智能（AI），这种情

况正在改变。机器人开始能够完成诸

如叠衣物、烹饪和卸载购物篮等任务，

而这些在不久前还被视为机器人几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最新一期《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报道，机器人技术作为一个领域正处于

拐点：机器人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千

家万户。机器人技术即将迎来自己的

高光时刻。

家用机器人不能太贵

过去的机器人就是昂贵的代名词，

高度复杂款价格动辄数十万美元，这使

得大多数家庭无法负担。例如，PR2是

家用机器人最早的迭代产品之一，重

200公斤，售价 40万美元。

幸好，新一代更便宜的机器人渐渐

出现了。由美国初创公司 Hello Robot

开发的一款新型家庭机器人 Stretch 3，

价格就合理得多，24950 美元，重量为

24.5公斤。它有一个小型移动底座，一

根悬挂着摄像头的摇杆，一个可调节手

臂和一个末端带有吸盘的夹具，可通过

控制器进行操作。

与此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

队建立了一个名为 Mobile ALOHA（低

成本开源硬件远程操作）的系统，能让

机器人仅借助 20 个数据（包括人类演

示）就学会烹饪虾。团队使用现成组件

建造出价格更合理的机器人，虽然也要

数万美元，但之前的类似款动辄数十万

美元。

AI构建“通用机器人大脑”

将这批新机器人与“前辈”区分开

来的，其实是它们的软件。由于 AI 繁

荣发展，现在的技术焦点，正在从昂贵

机器人实现身体灵巧性转向，转变为用

神经网络构建“通用机器人大脑”。

机器人专家正使用深度学习和神

经网络来创建“大脑”系统，以便能在

应用中从环境学习并相应调整机器人

行为，而不是像传统的精心规划和艰

苦培训。

2023 年 夏 天 ，谷 歌 公 司 推 出 了

视 觉 — 语 言 — 行 动 模 型 RT-2。 该

模型能从用于训练的在线文本和图

像以及自身的交互中获得对世界的

一 般 理 解 ，并 把 这 些 数 据 转 化 为 机

器人操作。

丰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团队已借助一种称为模

仿 学 习 的 AI 学 习 技 术 以 及 生 成 式

AI，快速教机器人完成许多新任务。

这一方法将推动生成式 AI 技术从文

本、图像和视频领域扩展到机器人运

动领域。

从 OpenAI 现已关闭的机器人研

究部门分拆出来的初创公司 Covari-

ant，则 建 立 了 一 个 多 模 态 模 型

RFM-1，可接受文本、图像、视频、机

器人指令的提示。生成式 AI 让机器

人能理解指令并生成与这些任务相关

的图像或视频。

更多数据催生更智能机器人

GPT-4 等大型 AI 模型的力量，在

于从互联网上囤积大量数据，但这并不

适用于机器人，因为机器人需要专门为

它们收集的数据。它们需要实物演示

如何打开洗衣机和冰箱、拿起盘子或折

叠衣物。现在，这些数据非常稀缺，收

集也需要很长时间。

谷歌深度思维公司发起了一项名

为“开源 X-Embodiment 协作”的新计

划，旨在改变这种状况。去年，该公司

与 34个实验室约 150名研究人员合作，

从 22 种不同的机器人收集数据，包括

Hello Robot的 Stretch 3。由此产生的

数据集于 2023 年 10 月发布，其中包括

机器人的 527 种技能，例如采摘、推动

和移动等。

还有一种称为 RT-X 的机器人，

研究人员专门为其构建了两个版本的

模型，其既可在各个实验室的计算机上

本地运行，也可通过网络访问。

更大的、可通过网络访问的模型是

用互联网数据预先训练的，以从大型语

言和图像模型中发展出“视觉常识”。

研究人员在许多不同机器人上运行

RT-X 模型时，就会发现，这样的机器

人去学习技能的成功率，比每个实验室

独立开发的系统高出 50%。

总而言之，是更多的数据，催生出

了更智能的机器人。

家政机器人迎来高光时刻

图片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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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5月 5日电 （记者

张佳欣）利用量子模拟器将原子尽可能

紧密地排列在一起，有助科学家探索奇

异物质状态，构建新型量子材料。传统

上，这些模拟器捕获原子的间隔至少为

500纳米。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技术，突破了这

一限制，将原子间距离缩小到原来的

1/10，相距仅 50 纳米。相关研究发表

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在量子力学领域，邻近性占据主导

地位。原子越近，它们的相互作用就越

强。为了操纵和排列原子，科学家通常

先将一团原子云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然后使用激光束系统将原子限制在光

陷阱中。此次，研究团队首先将原子云

冷却到大约 1 微开尔文，仅比绝对零度

高一点点，此时原子几乎处于静止状

态。然后，他们用激光将冷冻粒子移动

到所需位置。

研究人员使用了两束具有不同频

率（颜色）和偏振角度的激光。当两束

光穿过超冷原子云时，原子会沿着两束

激光的偏振方向调整自旋方向，使光束

产生两组相同原子，但是自旋相反。

每束激光形成一个驻波，即电场强

度在空间上呈周期性变化的图案，其空

间周期为 500 纳米。由于它们的偏振

不同，每个驻波都会吸引和聚集两组原

子中的一组，这取决于它们的自旋。激

光可重叠和调谐，使得它们各自的峰值

之间距离只有 50 纳米，这意味着每个

激光峰值所吸引的原子将以同样的 50

纳米隔开。

实验中所用原子为镝，镝是自然

界最具磁性的原子之一。研究团队用

这种新方法操纵两层镝原子，并将两

层 之 间 的 距 离 精 确 地 定 位 为 50 纳

米。在这种极近距离下，磁相互作用

比 两 层 之 间 相 隔 500 纳 米 的 情 况 强

1000 倍。

研究团队发现，因原子接近而增强

的磁力会导致“热化”，即热量从一层传

递到另一层，以及各层之间的同步振

荡。当层之间的距离拉大，这些效应就

会逐渐减弱。

研究人员表示，新技术还可用其他

原子来研究量子现象。他们计划用该

技术来操纵原子，使其形成一个纯磁性

量子门，这是一种新型量子计算机的关

键组成部分。

量子模拟突破：原子间距缩小至50纳米
为探索奇异物质态、构建新量子材料提供可能

科技日报北京5月5日电（记者刘
霞）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家研制出

一款可在600℃高温下持续工作60小时

的存储器。这一耐受温度是目前商用存

储设备的两倍多，表明该存储器具有极

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有望在可导致电

子或存储设备故障的极端环境下大显身

手，也为在恶劣条件下进行密集计算的

人工智能系统奠定了基础。相关论文发

表于新一期《自然·电子学》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这款存储器是一种

非易失性设备，能在无电源状态下长期

保留存储器上的信息。相较之下，传统

硅基闪存在温度超过 200℃时便开始

失效，导致设备故障和信息丢失。

最 新 存 储 器 使 用 铁 电 氮 化 铝 钪

（AlScN）研制而成。AlScN 具有存储优

势，因为它能在去除外部电场后，在更

高温度下保持开和关等特定电状态。

其独特晶体结构也使原子间的键更稳

定和牢固，不仅耐热，而且非常耐用。

存储设备的设计和性能也可在不同电

状态间快速切换，这对于高速数据读写

至关重要。

该存储设备由金属—绝缘体—金

属结构组成，包括镍和铂电极以及一层

45 纳米厚的 AlScN。这种结构设计使

该存储器能与高温碳化硅逻辑器件兼

容，与专为极端温度设计的高性能计算

系统协同工作。

研究人员表示，新存储器是一种

“内存增强型计算”设备，很稳定，能使

内存和处理元件更紧密地集成在一起，

提高计算的速度、复杂性和效率。他们

将继续探索将新设备用于极端环境下

运行的 AI系统。

耐 600℃ 高 温 存 储 器 问 世
有 助 开 发 极 端 环 境 下 人 工 智 能 计 算 系 统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5日电 （记者

张佳欣）现有的电子皮肤会随材料拉

伸而降低传感精度。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

型可拉伸电子皮肤，解决了这项新兴

技术的一个主要难题。这种电子皮肤

很有弹性，为机器人和其他设备提供

类似人类皮肤的柔软度和触摸灵敏

度，有助其执行需要极高精度和控制

力的任务。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

《物质》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电子皮肤就像人类

皮肤一样可以伸展和弯曲，以适应人体

运动。新开发的电子皮肤无论拉伸到

何种程度，其压力反应都保持不变。这

是该技术的一项重大成就。

电子皮肤技术可以感知接触带来

的压力，让连接的机器知道需要使用多

大力，例如在抓取杯子或与人接触时。

但是，当传统的电子皮肤被拉伸时，读

数会受到影响并产生误差，影响传感器

感知压力的能力，这可能导致机器人过

度用力。

此 次 研 究 的 关 键 是 一 种 创 新 的

混合响应压力传感器。传统电子皮

肤 要 么 是 电 容 式 的 ，要 么 是 电 阻 式

的，而混合响应电子皮肤则同时采用

了两种压力响应。研究人员完善了

这些传感器，并将它们与可拉伸绝缘

材料和电极材料相结合，实现了电子

皮肤的创新。

在演示中，研究人员利用电子皮肤

的可伸缩性，制造了可改变形状的充气

探头和抓取器，执行各种基于触摸的敏

感任务。例如，用充气皮肤包裹的探头

能准确捕捉人体的脉搏波，放气后的抓

取器可牢牢抓住不倒翁而不会掉落。

该设备还能用适当力度压在酥脆的玉

米卷上，而不会压碎它。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可拉伸电子

皮肤有望成为机械手的关键组件，能

够像人手一样柔软灵敏。它可应用

于医疗保健领域，例如，装备这种皮

肤的机器人能检查病人脉搏、为病人

擦拭身体或进行身体按摩。此外，还

可用于灾难救援，让这种机器人在地

震或建筑物倒塌等灾难现场搜索伤

者和被困者。

可拉伸电子皮肤实现稳定压力传感

科技日报北京5月 5日电 （记者

张梦然）锻炼对身体有益似乎已是公

认常识，但这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认知，

人们对其分子层面的奥秘还不甚了

解。不清楚这一过程，会影响人们对

锻炼强度、类型以及相应疾病和健康

关系的判断。新一期《自然》及其子刊

连续发表 3 项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

国立卫生研究院、杜克大学医学院的

研究，首度尝试为人们揭开这一谜

团。这一系列研究结果为锻炼如何影

响健康与疾病提供了新认知。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

团队以近万次试验数据，报告了在大

鼠身上进行训练时的分子响应，包括

性别特异性响应。

他们此次研究了 8 周的跑步机耐

力训练使雄性和雌性大鼠器官发生的

生物分子变化。在大鼠训练期间的不

同时间点，他们采集了其身体多个器

官和实体组织、血浆和全血的样本，进

行了 9466次检测。

试验中，研究人员利用多个组学

平台（如蛋白质组、代谢组和表观基因

组）来测量对耐力训练的时间响应，鉴

定出因锻炼产生的多个分子变化，包

括对免疫、代谢、应激响应和线粒体通

路的普遍调节。他们在多个组织和部

分器官中发现了这些响应的性别差

异，如皮下脂肪和肾上腺。比如在肾

上腺中，雌性大鼠的基因下调，但雄性

大鼠的基因上调。他们还发现了这些

基因与激素通路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认为，其中多项改变可

能都对身体有保护作用，有助避免疾

病，包括炎症性肠病、心血管疾病、组

织损伤和修复。下一步还需开展人体

研究加以验证。

本次研究结果来自“体育活动分

子传感器联盟”（MoTrPAC），其旨在

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分析，研究参与锻

炼响应的分子过程，填补相关空白。

MoTrPAC 联盟的其他研究结果则发

表于《自然·代谢》和《自然·通讯》。

很多有运动习惯的人都认为，自

己已对锻炼和身体健康的关系非常了

解。确实，现在已有大量证据支持有

规律的体育锻炼对健康有益，包括预

防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癌症。

然而，科学家对这些益处背后的机制

却知道的不多。这意味着，人们其实

没有办法根据自身状况，判断自己承

受的体育锻炼强度和类型。或者说，

很难为了预期健康目标做出科学的锻

炼规划。现在的研究仍然只是第一

步，科学家正尝试为我们揭开身体响

应运动的秘密，以此为基础，不久的将

来，或许一个小小的穿戴式传感器，就

能告诉我们更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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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5日电 （记者

刘霞）英国 Seratech 公司利用橄榄石

这种储量丰富的矿物，制造出一种创

新性水泥产品。研究团队指出，水泥

生产会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约占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8%。而他们采

用新材料和新工艺，能吸收并利用二

氧化碳，有望显著减少水泥生产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

一期《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杂志。

Seratech 等数十家初创企业正积

极探索低碳水泥生产的新途径，如在

生产过程中添加钢铁工业副产品、回

收水泥生产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等方

法。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主要源自

两个环节：一是加热石灰石产生熟料，

二是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热量。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储

量丰富的橄榄石代替一些常见熟料。

橄榄石是地幔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分布于每个大陆，是为数不多的千兆

吨级矿物之一。橄榄石含有二氧化

硅，能够增加水泥的坚固性和耐用

性。利用橄榄石可以提取硫酸镁，与

二氧化碳反应形成矿物，从而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

研究人员将粉末状橄榄石溶解在

硫酸中，提取并分离出二氧化硅和硫

酸镁。随后，他们让二氧化碳通过镁

浆，生成名为内斯奎纳石的矿物。为

扩大这一工艺规模，水泥厂将使用从

排放源或空气中捕获的二氧化碳，以

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负碳排放。内斯

奎纳石可被回收，用于制造砖等建筑

材料。

研究人员预测，用这一过程中产

生的二氧化硅代替混凝土混合物中

35%的普通熟料，可获得碳中和水泥。

橄榄石或可用于制造负碳水泥

科技日报北京5月 5日电 （记者

张佳欣）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

人员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

一项新研究，由回忆过去经历而引发

的短暂愤怒，可能会对血管舒张能力

产生负面影响，而舒张能力对正常的

血液流动至关重要。

此前研究发现，血管舒张能力受

损可能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进而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人员解释说，以往研究发现，

负面情绪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心血管

疾病之间存在关联。研究最多的负面

情绪是愤怒，而关于焦虑和悲伤的研

究较少，但它们也与心脏病发作有关。

此 次 ，研 究 人 员 调 查 了 负 面 情

绪（包括愤怒、悲伤和焦虑）与中性

情绪相比，是否会对血管功能产生

不利影响。

研究中，280 名成年人被随机分

配 4 项情绪任务之一，每项任务持续

时间 8 分钟，包括回忆让他们愤怒的

个人经历；回忆令自己感到焦虑的事

件；阅读一系列引发悲伤的令人沮丧

的句子；或者反复从 1数到 100以诱发

中性情绪状态。

分析发现，从任务完成后的 0 分

钟到 40 分钟，回忆愤怒经历会导致血

管扩张能力受损。40 分钟后，这种状

况才消失。而相较于愤怒，焦虑和悲

伤情绪并没有引发血管内壁功能的显

著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对愤怒和血管功

能障碍之间潜在联系的研究，或有助

于为患心血管疾病风险较高的人找到

有效干预措施。

别再回忆令人生气的经历

愤怒可能损害血管健康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技术，可以将
原子排列间隔缩小至50纳米。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