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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亮相成都大运会闭幕式
专家揭秘“机器人天团”幕后

8月8日晚，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上，人形“机器人天团”引发广泛关注。闭幕式上，
一台极具科技感的人形机器人骑着平衡车，伴随着第三篇章音乐走上舞台，和舞蹈演员一起跳起机械

舞。随后，四台熊猫机器人在舞台侧方和乐队一起表演……将机器人搬上大舞台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日前，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大运会闭幕式优必选人形机器人项目负责人李超，听他揭秘背后的故事。

专属定制
实现机器人复杂环境中精确行走

怎么走位？怎么识别？怎么歌

唱？舞台环境和平时所处的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舞台上表演人员

密集，声光电的置景也较为复杂，在世

界性综合运动会的闭幕式上首次采用

大型人形机器人表演，的确是一个不小

的创新和难题。该怎样理解人形机器

人的行为呢？李超用了一个通俗的例

子来解释：“人形机器人执行的操作，其

实就像是一个舞蹈演员提前把舞蹈学

好，然后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李超说，为了这次闭幕式演出，团队

专门进行了定制化开发。通过视觉、IMU

（惯性测量单元）、轮式里程计等多传感

器融合的定位技术，以及UWB（超宽带）

无线定位技术，实现了机器人针对复杂

环境、大场景、远距离的精确行走。基

于音乐时码，可以自动触发人形机器人

进行表演。时码激发大大提高了调试

效率，并助力人形机器人在大运会闭幕

式舞台上呈现出最好的舞台效果。

不光是算法层面的定制化技术开

发，团队还结合成都这座魅力之城的特

点对机器人进行外观特殊设计。李超

介绍，机器人的外观设计灵感来自国宝

大熊猫，将成都特色文化形象和中国原

创硬科技进行结合。熊猫外观的设计，

可以让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

生运动员感受到中国文化，感受到成都

的活力。同时，通过人形机器人，感受

未来中国。

多次亮相
人形机器人成为中国创新名片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大型人形机器

人第一次亮相，在2019年春晚、深圳经

济特区成立40周年晚会上，人形机器

人的最新成果就在国家级晚会上得以

呈现。

李超说，他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还

在多个场景实现落地应用，2021年曾在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为全球游客提供智

能导览接待服务；在中国科技馆、人工

智能教育基地，人形机器人为青少年提

供科普教育；在智慧化工厂，人形机器

人Walker X正在探索智能分拣、老化测

试等工作。2022年，Walker X还出口到

沙特NEOM新未来城，成为第一批人形机

器人市民，为城市提供智能化服务。

别看人形机器人在舞台上潇洒自

如，对于上台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团

队也预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李超说：

“在机器人上场之前进行流程化检查工

作，对于各个技术指标再确认，从根源

上排除设备不良状况，是我们团队配合

导演组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断的

‘训练’，反复的彩排，让人形机器人保

持了非常稳定的状态，确保在大运会闭

幕式舞台上呈现最好的演出效果。”

应用广泛
可在空间站等危险环境长期驻守

在谈到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应用时，

李超表示：“目前我们正在推动人形机

器人在教育、智慧工厂、商用服务等场

景的应用，未来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多

任务、通用型机器人平台，有非常多的

应用场景，在工业生产领域能大大弥补

劳动力的不足，在社会服务领域也会是

很好的服务承担者，在特种领域可以完

成危险的救援任务，在国家重大工程领

域如核电站、空间站、探月工程等危险

环境中长期驻守。当人形机器人未来

走入生活之后，可以把人从繁杂重复性

的工作和生活中解放出来，让人去从事

更加有创造力的工作。”

最后，李超说：“科技发展的最终目

标就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所

以科技应该是有温度的。在舞台之外，

希望将人形机器人产品和相关技术服

务于解决社会重大问题、满足社会重大

需求，我们期待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为

人类创造更大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德玉
见习记者车家竹

小小的量子芯片是如何发挥性

能的呢？它所依靠的就是与其相适

配的量子芯片电路载板，是搭建量子

芯片与量子计算测控系统的“信号沟

通桥梁”。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从量

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获悉，我

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第一代商业级

半导体量子芯片电路载板，该载板最

大可支持6比特半导体量子芯片的

封装和测试需求，使得半导体量

子芯片可更高效地与其他量子

计算机关键核心部件交

互联通，将充分发挥

半导体量子芯片的强大性能。

量子计算机具有比传统计算机

更高效的计算能力和更快的运算速

度。谷歌、微软、英特尔等全球科技

巨头在量子计算的推进上采取了超

导、半导、离子阱、超冷原子等多种不

同的技术路线。其中半导体量子计

算因其自旋量子比特尺寸小，具有良

好的可扩展性、与现代半导体工艺技

术兼容等优点，被视为有望实现大规

模量子计算机处理器的强有力候选

者之一。

要实现半导体量子计算，需要该

体系下稳定、可控的量子比特，芯片

载板则扮演了支持量子芯片与外界

测量链路及测控设备建立稳定连接

的关键角色。但该领域资金投入大、

技术壁垒高导致整体研发周期长，研

发难度大。目前国际上生产半导体量

子芯片载板的仅有丹麦量子计算硬件

公司QDevil一家。

“这款半导体量子芯片载板是本

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团队自主研制的，成功填补了

国内该领域空白，打破国际上的技术

壁垒和封锁，实现了对国际前沿技术

的追赶。”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贾志龙告诉记者，量子

芯片载板是量子芯片封装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量子芯片的载板就好

比城市的“地基”，它能够为半导体量

子芯片提供基础支撑和信号连接，其

上集成的电路和器件可有效提升量

子比特信号读取的信噪比和读出保

真度，确保量子芯片稳定运行。“研发

出这款半导体量子芯片载板可以大

大节约我国在半导体量子计算技术

路线的研发生产成本，也标志着我国

半导体量子计算芯片封装技术进

入到全新阶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边雪

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气候科学家

表示，在经历了一年破纪录的冰面流失

之后，南极可能正从地球的“冰箱”变成

地球的“暖气片”。现在，南极海冰面积

较1979至 2022年的平均值减少了240

万平方公里。

海冰面积减少不仅意味着生态系统

受到直接影响，还意味着南极洲反射阳

光的能力减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马

丁·西格特教授说：“大量太阳辐射其实

是被白色冰面反射回太空中的。然而，

当白色冰面被深色海面取代时，反射能

力减弱，地球就会吸收这些热量。”

西格特及其同事在瑞士《环境科学

前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记录了

发生在南极的一系列极端事件。这些

极端事件包括冰山崩塌加剧、海冰流失

和大范围温度异常现象。去年，由于气

流变化导致天气变暖，南极洲东部的部

分地区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40摄氏度。

西格特说：“这真是太令人吃惊

了。就温度与正常水平的差异而言，这

是地球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热浪。”

他说：“我认为，在未来几年里，真

的存在以下风险：南极洲开始变得越来

越像北极，我们开始看到它不再充当地

球的‘冰箱’，而是开始充当地球的‘暖

气片’。” 据新华社

我国半导体量子芯片电路载板研制成功

南极可能正变成地球“暖气片”

成都大运会闭幕式上，人形机器人惊艳亮相。

熊猫机器人与演员互动。

人形机器
人与舞蹈演员
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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