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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水环境保护的“河宝”

“河宝 DF-H5”（以下简称“河宝

H5”）机器人，像一艘小艇，稍显憨厚，工

作人员曾润平告诉记者，“河宝H5”在水

库、水电站、河道、湖泊等工作场景很是

“机敏”。

作为水域巡逻机器人，“河宝H5”具

备识别定位精度高、机体荷载量大、极

端环境适应力强、结构轻量化等优点，

不仅能进行水域巡逻，还能从事探测救

援、水环境监测等工作。

目前，“河宝H5”已在成都、德阳的

一些水域“上班”了，“它在巡检时可以

发现水上的特殊情况，比如鸟类。人可

能不容易观察到这些情况，而巡逻机器

人有一个专用的摄像头，可以记录下巡

逻水域的特殊水生鸟类或者水生物。”

曾润平说。

既然有H5这个编号，就说明机器

人河宝并不是“独生子”。据介绍，河宝

有一个大家族，其中的成员都致力于水

域环境的保护，有的能清洁水面垃圾，

有的会观察保护鱼类，还有的专门负责

水面油污清理……

那么，“河宝家族”会成为环卫工人

的“竞争对手”吗？

“虽然会产生一定的竞争，但更多

的是为他们节省体力。比如环卫工人

拿着机器人遥控器去操作，肯定要省力

很多。”曾润平回忆，在“河宝H5”诞生

前，水面巡逻这样的工作都是由人完

成，“一个人围着湖面或河道走一圈，劳

动强度特别大。我们研发机器人就是

希望能够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让机器

人自动去巡检。”

为了让“河宝”成为环卫工人的“宝

藏助手”，工作人员在设计“河宝”时还

进行了市场调研，了解环卫工人的群体

特征，并尽量简化了“河宝”操作系统，

“使用很简单，就几个按钮，控制前进后

退这些功能。我们把设备给环卫工人

用的时候，还会教他们如何方便地使

用，怎样维护机器人，让机器人的使用

寿命更长。”

能辨别颜色的“机器人手臂”

如果说让机器人走上生产线，你会

联想到怎样的景象？是一个个“钢铁工

人”站在传送带边上忙碌？其实，在现

实的很多工厂中，只需要一只只“钢铁

手臂”。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绵阳）科技

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图灵智造机器人展

位，一对机器人手臂展示了它们的特长

——抓取不同颜色的小瓶子，并给它们

拧上对应颜色的瓶盖。重庆图灵机器

人有限公司重庆西南地区技术总监王

巍表示，这套工业机器人可以用在化妆

品生产线上，提升一些带瓶盖化妆用品

的生产效率。

对大多数人类来说，为瓶子找到并

拧上同一颜色的瓶盖并不是难事，但要

设计机器人完成这套动作就要费一番

工夫了。

据王巍介绍，这对机器人手臂使用

的是双机协同技术，工作时，首先会使

用视觉技术为瓶身定位拍照，进行颜色

识别。随后，一只机械手会对瓶身进行

抓取定位，并将抓取瓶身的颜色信息发

送到另外一只机器手臂上，让它选取对

应颜色的盖子，最后两个机器手臂汇

合，将盖子拧好。

“它最主要的亮点就是分区域的颜

色识别。不管是有2种、3种、4种还是

无数种颜色，它都可以识别。”王巍表

示，为了赋予机器手臂准确识别颜色的

视觉，图灵有专门负责机器人视觉研发

的博士团队。

此外，王巍说，能辨别颜色的机器

人手臂不仅能用于化妆品加工，“我们

后面会有二三十种不同类型的项目，比

如抓鸡蛋、位置传感、压力检测等，这些

项目机器人都可以胜任。”

核辐射场所的“机器特种兵”

除了在普通的生活、工作场所与人

作伴外，一些具备“特技”的机器人还会

替代人类在具有危险的环境中工作。

西南科技大学特殊环境机器人技术四

川省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

的一系列“强辐射环境强适应型机器

人”就属于这类特种机器人。

据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特

殊环境机器人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教师刘满禄副教授介绍，实验研发的这

类机器人能在放射性强、空间狭小、环

境复杂极端的工作场所作业，还成功处

置了多起强放射性辐射源被卡事故。

例如在某次辐照厂卡源事故中，面

对多家国内外机器人厂商都无法处理

的局面，实验室团队机器人在强辐射和

复杂建筑环境下，成功处置了事故。

刘满禄回忆，“当时情况非常棘手，

辐照室存在大量辐射，通道里因为消防

灭火有大量积水，只能由机器人去处

理。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派了‘思源’

‘自强’‘西科’三台机器人，不断调整方

案，完成了通道清理、扶正放射源等多

项任务，终于化解危机。”

目前，“强辐射环境强适应型机器

人”的应用场景主要有三个，包括处理

意外事故的核应急，拆解反应堆的核退

役，保养检修设备的核设施运维。而未

来，实验室还准备推出巡检机器人和蛇

形机械臂。前者主要在强辐射环境里

进行巡逻检查，后者则是针对狭小空间

内的灵活作业。

机器人产业持续蓬勃发展

2021年底，在《“十四五”机器人产

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机器

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宋晓

刚曾提到：“‘十四五’时期，面对制造

业、采矿业、建筑业、农业等行业发展，

以及家庭服务、公共服务、医疗健康、养

老助残、特殊环境作业等领域需求，我

们将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重点产品的创新及应

用，推动产品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2023年8月正式发

布的《中国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发展报告

（2023年）》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总体发

展水平稳步提升，应用场景显著扩展，核

心零部件国产化进程不断加快，协作机

器人、物流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优

势不断增强，创新型企业大量涌现。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2023年9

月发布的文件中则提到，据最新的《世

界机器人报告》显示，中国机器人安装

量增长了5%，并在2022年达到29万余

台的新高峰，占全球安装量的52%，运行

存量突破150万台的历史纪录。

该联合会主席还表示，中国是迄今

为止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

“2022年的增幅为5%，甚至超过了2021

年的增幅（当年与2020年相比，增幅为

57%），因此这一增幅十分显著。为了服

务这个活力四射的市场，国内外机器人

供应商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工厂，并不

断提高产能。”

目前，已经能看到机器人在各行各

业陆续“上岗”，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

更多的“机器人伙伴”融入大众生活，为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的新奇与改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
清 闫雯雯

国产机器人里都有哪些“奇才”？
我国《“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
展规划》提出“到 2035 年，我

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机器人成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
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那么，机器人未
来会如何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来？当下它们的“上岗”情况如何？

不久前，在探访西南科技大学特殊
环境机器人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过
程中，记者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机器
伙伴处处有”的奇妙景象：

公园湖泊中，环卫机器人在游动着
清理垃圾；商品生产线上，工业机器人
在忙碌地组装着各色产品；各种厂区
内，特种机器人在进行安全巡逻……

河宝DF-H5。谭羽清 摄

正在拧瓶盖的机器手臂。谭羽清 摄

能拍“彩色纪录片”的巡天望远镜“梦飞”来了
由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

提出并主持研制的“多通道测光巡天望

远镜（梦飞）”，于2023年 12月21日首

次获得蓝黄红三通道同时出光的天体

图像。望远镜研制团队2023年12月27

日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发布了该望远

镜拍摄的首帧真彩色天图。

据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

所长刘晓为教授介绍，云南大学中国西

南天文研究所研制的梦飞巡天望远镜，

是世界首台大视场、多通道高精度成像

巡天望远镜，视场直径2度，配备3台超

大靶面、总像素高达10亿的拼接大靶

面电子耦合探测器相机，可同时在3个

波段拍摄天体图像，提供天体超高精度

测光及颜色信息，录制宇宙天体运动和

变化的彩色纪录片。

“迄今为止，所有国内外的大视场巡

天计划均只能在同一时间对观测天区进

行单一波段成像，无法获取天体的实时颜

色信息。”刘晓为说，巡天是天文学研究的

起点，是发现和探索新天体、新现象，深入

研究各类天体性质及其形成和演化的基

础和前提。而开展变源、暂现源研究的瓶

颈在于获取高精度的实时颜色信息以对

其各类候选体进行快速分类与证认。

刘晓为进一步介绍，梦飞巡天望远

镜能获取高精度实时颜色信息，将对提

高变源、暂现源证认分类的可靠性和效

率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该望远镜项目于2018年1月

通过专家评审并正式立项，其主体由南

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负责研制，2021

年6月与云南天文台合作，完成丽江高美

古台址建设。2023年12月21日首次实

现蓝黄红三通道同时出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