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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体改革进行时

■最新发现与创新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RoboCup 机

器人世界杯始创于 1997 年 8 月，第一

次正式的 RoboCup 比赛和会议在日

本名古屋举行。

“机器人世界杯通常由美洲、欧洲

和亚洲三个大洲轮流主办，而各大洲

的各个国家、各国的不同城市都在为

争取大赛的承办权进行激烈的角逐。”

在 RoboCup 中国委员会主席陈小平

看来，“本届大赛是机器人世界杯赛

19年来创新性最强的一次。”

他表示，机器人世界杯每年都会

在技术上提出新的要求和难度，今年

主办方在比赛规则上做了一些新的调

整和改变。“以服务型机器人为例，以

往比赛对‘人脸识别’技术要求比较

高，今年则适当降低其分值，转而增加

了‘姿态识别’技术的分值。”陈小平解

释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发展得很

好，而姿态识别技术还很不成熟，希望

能通过比赛推动前沿技术研究。”

据陈小平介绍，本届比赛首次引

入了服务机器人标准测试系统，由它

来完成大部分的裁判工作。自动测试

系统通过安置在赛场周围的 12 个摄

像头，可以从 12 个方向观察机器人的

行为，同时进行高精度监测，最终对机

器人的性能做出客观、定性和精确的

评价。

“我们还首次举办了产业峰会，这

是机器人世界杯的新尝试，因为如果

想要推动机器人技术的长足发展，离

不开产业的支持。”陈小平说。

合肥微纳电工有限公司的机器人

调试工程师江崇峰带着一台可以为光

伏“洗澡”和“治病”的机器人来到产业

峰会。“这还是第一次参加机器人的展

览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展示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原来建筑光伏系统的

风险还可以有更加智能的解决方案。”

“机器人研究和市场同样重要，产

业化更需要市场发挥作用。目前我们

的很多技术都是满足要求的，那就需要市场找到生长起

来的环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高文说。

从最初创立机器人世界杯赛事，机器人足球都是最受

瞩目的项目，机器人世界杯国际联合会主席野田曾提出让

全世界机器人爱好者疯狂的梦想：“机器人足球的目标是

在2050年战胜人类足球的世界冠军。”在陈小平看来，这并

非天方夜谭。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主

任，他介绍，中科大的机器人组队参加世界杯，获得过不少

冠军。“在踢足球的意识决策方面机器人并不输给人类，只

是具体到足球赛还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对抗能力，这方

面机器人还有不小的差距，对此我们还会继续改进。”

高文表示，像机器人世界杯这样的赛事，不仅是对

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中国整个科技行业都有一定推动作

用。“比赛可以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与世界顶尖技术做

较量；比赛的同时，交流也很重要，在赛场上，我们可以

去学习别人先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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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国际会展中心，参赛选
手在赛前调试足球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7月1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国际会展中心，观众在近距离拍摄一款娱乐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7月 25日，观众在观赏元代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这也是19件元青花中尺寸最大的一件。当日，藏于
江西高安博物馆的19件元青花瓷和4件釉里红瓷在新落成的元青花博物馆集体展出，吸引了大批陶瓷爱好
者前来观展，这也是这批国家一级文物在出土35年后首次同时与观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 周密摄

国宝元青花亮相国宝元青花亮相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

李大庆）玻璃柜侧面有两个圆孔，小朋友

把手伸进去，钻过套袖，在柜中的沙子里

寻宝，按图索骥，就能绘制出人类迁徙路

线图。这是记者在“中科院科技创新年

度巡展 2015”现场看到的情景。

玻璃柜旁的展示板告诉观众，传统

考古方法一般依靠化石的外观比对做数

据研究。最新的古 DNA 技术是提取和

分析保存在古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

DNA 分子，这为遗传学、考古学等的研

究提供了一种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中

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利用该技术，

对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块距今约 4.5 万年

的人类股骨化石做了分析，提出了早期

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新的可能。这项成果

入选了《自然》周刊 2014 年度十大科学

事件。

“中科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 2015”

25 日在中国科技馆开幕。展出的项目

包括黑客的“克星”——量子通信保密干

线创世界新纪录、古 DNA技术解密现代

人起源、奇妙的催化剂——甲烷高效转

化研究获重大突破、神奇的蜈蚣草给土

壤解毒等 15 项。其中，半数来自中科院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是 2014 年中科院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的代表。展项都是以科普互动的形式呈

现给观众的。

据了解，中科院自 2012 年起推出了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中科

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目前该活动已成为中科院的重

要科普品牌，成为展示中科院重大科研成果、科研进展

的重要窗口。2014 年度的巡展在河北、安徽、广西、广

东等 9地展出，参观人数近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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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获悉，7 月 24 日 15 时 8 分，我国在研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在北京成功完成芯二级首次动力系统试车。此次

试车是我国迄今为止开展的最长时间系统级火箭动力

试车，也是长征五号火箭转入发射场合练阶段的重要

前提。

用于此次试验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芯二级产品，

直径 5 米，总长约 11 米，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态氧和

液态氢作为火箭发动机推进剂。点火后，火箭芯二级

动力系统按照真实飞行时序，圆满完成了两次启动点

火，考核验证了芯二级模块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和工作

协调性。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不仅是我国首型全新研制的新

一代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

箭，承担着后续探月工程三期、载人空间站等多个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发射任务，目前已进入工程研制决战决

胜阶段。此次试车成功，对于该火箭按期实现首飞具

有重要意义。

长征五号火箭完成芯二级首次动力系统试车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怡）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及其科研团队在研究甲

型流感（H1N1）病后恢复人群的免疫细胞时，

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类抗体，可以中和小鼠体

内多个亚型流感病毒。研究人员表示，该人

类抗体和病毒结合的方式非同寻常，未来可

以用于设计更有效的流感疫苗，相关研究论

文近日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自上世纪有记录以来，人类世界经历了

4 次较大规模的流感暴发事件，随着流感病

毒不断变异，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控也成为科

研人员关注的重点。接种疫苗是目前应对

流感最有效的干预手段，它可以减轻季节性

和大流行性流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

在大规模的流感暴发面前，疫苗不能达到群

体免疫力，如 2009 年甲型流感在疫苗制成

之前就已经传播多月。作为在流感的三种

类型中引起症状最严重的甲型流感病毒，其

宿主物种范围最广，变化最多，科研人员希

望提高疫苗的广谱性，找到抗体与流感病毒

结合的方式，从而有针对性地识别病毒上特

定的区域进行对抗。

高福科研团队分析了 2009 年甲型流感

大流行中感染后恢复人群的免疫细胞，并

分离出了一种具有强效对抗病毒能力的抗

体——CT149。这种抗体能够和几种亚型流

感病毒结合，防止它们感染易感细胞。研究

人员给感染了甲型流感的小鼠使用了这种抗

体 ，它 能 保 护 小 鼠 不 会 因 为 感 染 H1N1、

H3N2和H5N1亚型的病毒而发病或死亡，并

且对于最近出现的感染人类的H7N9病毒也

有保护作用。研究人员认为，新发现的抗体

与其他对抗病毒的广谱抗体可以作为未来对

抗流感病的新疗法，进而完善流感疫苗。

预防流感病毒的新抗体找到

7 月 17 日，山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

第九次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全省改革工作。

当下，山西省正在积极推进三项改革：科技计划管理

体制改革、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院所改革。科技计划

管理和科研院所改革已经制定了方案和实施意见，正在进

一步征求意见和细化修改中。高校科研体制改革组织了

10个调研组，正在进行找问题、找差距、找对策专题调研。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制约我们省科技创新发

展的主要问题是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改革滞后。要全

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实
现科技资源、科技资金、科技项目
“三统筹”

山西科技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有限的财政资

金分散在 15 个部门管理，项目小、散、乱、交叉、重复问

题比较突出，在科研经费使用中既存在不少违规行为，

甚至贪污腐败，也存在“横向”经费“纵向”管理，甚至科

研人员用一张复印纸都要领导审批。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由科技部门牵头，财政、发改

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通盘谋划全省创新

发展战略，实现科技资源、科技资金、科技项目“三个统

筹”。按照“集中资金、压缩计划、聚焦重点”的原则，将

33类省级科技计划整合为适应全省实际的应用技术基

础研究计划、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

引导专项（基金）、平台基地和人才专项这 5 类，科技攻

关重点要聚焦煤基产业和非煤产业高新技术发展。

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从直接管理具体项目中

解放出来，主要负责全省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布

局和监管服务，逐步实现由专业机构通过统一的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受理项目申请，组织评审、立项、过程管

理和结题验收。组建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对

全省科技发展规划、计划等提出咨询和评审意见。建

立省级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和科技报告制度，完善科技

信用体系建设，实行“黑名单”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特

别是严肃查处违纪违规和腐败行为。实践证明，腐败

是科技创新的障碍，必须坚决查处。

这项改革提出了时间表。明年，原则上省级科技

计划要按照新的 5 个类别进行整合，2017 年，全面完成

改革，不再保留整合之前的经费渠道。

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形成集
聚人才激励创新的新局面

山西省 23 所本科高校，2014 年转让专利成果只有

21项，实际收入不足 1000万元。

客观上，全省高校创新人才严重不足，特别是缺少

领军人物，全省没有一所“985”大学，直接影响申报重

大科技计划，甚至申报院士都受影响。山西全省 23 所

本科高校有博士生导师 714人，而湖南仅中南大学就有

748 人，而且中南大学有国家重点一级学科 6 个，院士

17 人，而山西全省高校只有 2 位院士，没有一个一级国

家重点学科。 （下转第三版）

山西：深化三大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王海滨

过去的一个星期，第 19 届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

在合肥如火如荼地举行，各种身怀绝技的机器人向全

世界展示了“超人”的能力。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

中国区总裁杨旭在首次举办的产业峰会上说：“机器人

的普及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机器人真的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可能还

只是电影里才会有的情节，在今年的机器人世界杯上，

正变成现实。“机器人的时代正大步向我们走来，其实，

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科技馆副馆长郑浩峻说。

今天，机器人是“主角”

“今年的机器人世界杯赛吸引了来自全世界 47 个

国家的 300 多支队伍，2000 余名选手汇聚中国安徽，在

合肥国际会展中心一决高下……”

“等等！”一旁的记者正在为远在香港的值班编辑

发回现场数据，却突然被电话的那一端打断，“你说的

2000余名选手，是指人还是机器人？”

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无厘头，但在机器人世

界杯赛场上，激烈角逐的“运动员”的确不是人类，而是

形色各异、浑身“长”满高科技的机器人。

机器人成为绝对的“主角”——开幕式上，一个身

长约 50公分、憨态可掬的机器人“抢”过现场翻译的“饭

碗”，做起了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和 RoboCup国际联合会

主席野田的中英文双语翻译。这个萌翻全场的机器人

高举自己的手臂做起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飞飞，是

中国科大讯飞的语音智能机器人……”

开幕式现场，两架黑色四轴无人机在工作人员的

操作下，拉起中英文横幅：“Welcome to Hefei, China”

“祝贺大赛圆满成功”。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近 3分钟，一

位日本嘉宾现场“点赞”：“很有创意。”而在场外，新华

网直播无人机正蓄势待发。

“我们的专业组比赛包括服务机器人、救援机器人

和机器人足球共 11 项比赛，涵盖了当前智能机器人研

究的主攻方向和研究热点，是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机

器人专业赛事。”野田说，“机器人就是今天的主角。”

准备迎接“大白”回家了吗？

刚刚让编辑困惑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是，参加比赛

的人类选手——毕竟他们才是机器人的“造物主”。在

机器人世界杯现场，处处可见这些好似从《生活大爆

炸》中走出来的极客怪咖，当我们还在羡慕《超能陆战

队》里的主人公小宏拥有自己的大白时，他们已经开始

过起了有机器人陪伴的生活。

来自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大一学生余思妍跟随

Robojackets 团队来到机器人世界杯的现场，参加小型

机器人足球比赛项目。她说，是机器人社团陪伴她度

过赴美留学的第一年。“这些机器人都是我们本科学生

自己研发、制造出来的，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

一旁的爱沙尼亚选手坐在机器人专属的“绿茵场”

上，身边站着他们的“头号球星”，一根数据线将处于

“休息”状态的机器人与一台笔记本电脑相连。这名选

手一边快速地在键盘上敲击着代码，一边回头对递过

午餐来的伙伴说：“让我先把它喂饱。”

在参观服务机器人时，一位小个子“嘉宾”悄悄来

到记者的身边。它一声不发，只是跟随记者手指的方

向晃动脑袋，眨巴着亮亮的眼球。它的名字叫“小柔”，

它身后的研发团队负责人笑着告诉记者：“它太吵，我

把它关掉了。”

过一会，“小柔”被“叫醒”了，记者问它：“根号4等于

多少？”它立刻回答：“2！”身边的另一位技术人员随即又

问了一道很难的数学题，“小柔”愣了一下，回答说：“这个

还真不知道。”大家都被它可爱的样子逗乐了。

突破价格瓶颈，机器人产业
会走得更远

想拥有一台像“小柔”这样的机器人需要花费多少

钱呢？目前的市场售价是 10 万元。事实上，诸如扫地

机器人等服务型机器人，技术已经相对成熟，而制约他

们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正是价格瓶颈。

“本次机器人世界杯参赛的机器人最昂贵的每个

可达两三百万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RoboCup

中国委员会主席陈小平透露，“尤其国外的服务机器

人，相当精密，一个零部件可能都会达到几十万元。”

（下转第三版）

“世界杯”赛场上，各路机器人惊艳登场，引发公众关注—

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刘晓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