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科技”道具都是真家伙

“外骨骼并不是一个假的道具，是

可以派上用场的。”傲鲨智能创始人兼

CEO徐振华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在《流浪

地球2》中，傲鲨智能提供给剧组9台外

骨骼机器人，包括上肢、腰部和下肢的

外骨骼机器人，剧中工作人员穿戴的外

骨骼都是实际中可用的产品。“原本剧

组打算连电影中使用的道具也让我们

做，但是只有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而

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制作周期都相对较

长，我们担心做出来的产品会拖延时

间，所以当时把已有的9套设备提供给

了剧组拍摄。”徐振华说。

目前市面上的外骨骼主要分为两

类，一种是针对特定关节性助力的外骨

骼，主要是用来增加人的力量，拓展能力

上限；另一种是康复类外骨骼，主要用于

医疗康复领域，比如辅助瘫痪病人行走。

北京铁甲钢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CEO王潮告诉记者，目前外骨骼一

般从控制系统方面可分为两类：纯人力

做功外骨骼和人机共同做功的外骨

骼。前一种就像一台“穿戴型挖掘机”，

没有任何智控系统，工作时基本上是单

纯从人的身体上收集信号，然后做力的

放大。而后一种外骨骼具有一定的智

能系统，能识别人的运动信号、判断人

的运动意图，然后和人协同做功。

这两种外骨骼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

势，人机共同做功的外骨骼具有重量小、

便于佩带的特点，一套外骨骼甚至可以

只有几十克到几百克，但因为它的智能

系统无法完全屏蔽非使用者发出的力信

号，容易产生误判，而纯人力外骨骼虽然

没有这种缺陷，但因为自重过重，目前应

用没有人机共同做功外骨骼广泛。

据王潮介绍，按照力量的传输方式，

工业类或助力类外骨骼的运作原理可基

本分为纯电动、液压和气动三类，其中纯

电动外骨骼依托于底层技术的提升、底

层材料的升级以及便于维护等各方优

势，正在慢慢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目

前市面上的外骨骼本质上基本都是电力

驱动，“即使是液压也只是以液压作为传

动的方式，本体的能量供给，包括产生最

开始动能的元器件可能都是电机。”

已经进入工业和医疗领域

其实自19世纪起，人类就开始了对

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探索，如今它已经

进入各种领域，其中在工业和医疗领域

表现最佳。

在工业领域，外骨骼机器人常被用

于在矿山、机场、建筑工地、野外等场景

辅助人们进行搬运工作。徐振华说，工

业活动中人和外骨骼机器人的结合，一

方面让人弥补了体能、耐力上的弱点，

一方面又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灵活，达

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对此，王潮也有

相似的看法，他说，相对于机器人+人工

智能“给力量以智慧”的方案，在很多多

变的场景，人+外骨骼“给智慧以力量”

的方案其实更加适合。

据程洪介绍，在医疗领域外骨骼多

用于辅助康复，“比如说截瘫患者下肢外

骨骼，因为患者脊髓损伤以后不能运动，

通过大脑无法传递行走的信号，这个时

候借助外骨骼机器人，根据患者下达的

控制指令，发送到外部计算机，来控制外

骨骼机器人模拟人的行动步态，从而带

动患者进行站立和行走的训练。”

因市场需求广泛，医疗类外骨骼机

器人也得到了持续地开发。“站立是人

类的本能，跑步、行走等动作更是人类

健康的需要。”程洪解释道，“如果我们

每天都坐在轮椅上，或者躺在床上，会

骨质疏松，或造成人体整个机能下降。

所以开发外骨骼机器人也是为了让有

需求的患者‘站起来’‘走得好’。”

外骨骼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历史，

但作为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目前

仍存在着许多需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程洪认为，在机械结构、自动化、计算

机、医学、生命科学等多学科领域高度

交叉时，如何更好地融合是外骨骼机器

人发展的难点之一。此外，对于医学领

域的外骨骼，如何让患者穿戴得更舒适

也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比如你穿鞋

子，对不同的材质和大小，穿起来会有很

明显舒适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外骨骼（机

器人）也是类似的，而且它穿戴的范围

是全身的，这个舒适感的要求就会更

高。”程洪说。

王潮则看到外骨骼的技术难点和

机器人非常像，主要集中在动力模块，

电池、算法平台以及材料四方面。例

如，在作为控制系统的算法平台方面，

目前外骨骼行业并没有一个统一系统，

“你收集的信息越多，虽然你对用户的

运动判断会越准，但出错的概率也会增

大。所以你的算法平台到底是不是足

够稳定，其实就看在你收集足够多的信

息之后，能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未来或帮你拥有“第三只手”

对于外骨骼机器人的未来，三位被

访者都认为前景广阔。徐振华认为，除

了工业以外，外骨骼将更多赋能人类的

生活，“比如说一些养老的产业，或者是

登山徒步，还有水下的一些作业，都有

可能会涉及外骨骼。”

“我觉得中国是最适合发展外骨骼

的国家。”王潮认为，中国人力成本和生

产架构的特点都让人机融合的方案成

了提升生产力的最优解，“在不改变现

有场景的情况下，外骨骼能让人变得更

好更强，还能在工作中给予更好的保

护，减少损伤，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巨

大的市场需求加上中国强大的生产链、

供应链，为外骨骼更高级新技术的孵化

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将刺激老

年人对外骨骼机器人的需求增长。国家

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1年

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1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亿多人，占总人口的18.9%。

“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国外起步

较早，但是现阶段，外骨骼机器人在我

国的商业化程度反而要更好一些，尤其

在康复医疗领域。”程洪表示，随着外骨

骼机器人相关技术发展，在医疗领域，

行动不便的老人是完全有望站起来行

走的。针对截瘫、偏瘫的各年龄段患

者，都是外骨骼机器人的发展方向。

外骨骼在未来不仅会通过降低价

格、提升性能等方式走进更多应用场

景，还可能与更多技术融合发展帮助人

类弥补自身缺陷，甚至“进化”成新的形

态。王潮展望说：“未来外骨骼可以和

很多新技术结合。比如说我们曾做过

一个实验，在外骨骼上加了一个脑电接

收装置，然后通过脑电的信号去控制外

骨骼上面的一个机械臂。未来，外骨骼

可能会成为你的第三只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谭羽清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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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机器人：
戏里戏外都酷炸了

《流浪地球2》中，太空电梯里的韩朵朵穿上机械手臂一拳击飞反叛军的画面，给很多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作为“移山计划”中必不可少的装备，影片中时而出现工作人员穿戴外骨骼

搬运重物的场景，也从细微处将电影氛围烘托得科技感十足。
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可能拥有外骨骼机器人这样酷炫的装备吗？在小说、游戏和影视中一直广

受读者和观众追捧，在诸多电影中多次出现的外骨骼机器人，早已“实实在在”地走出荧幕、走进现
实。“外骨骼机器人已在医疗、智慧康养、工业等多个行业有所应用，未来发展也会更趋向于平民化。”
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时，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程洪教授告诉记者。

在外骨骼的帮助下搬运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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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中工作人员佩戴外骨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