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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一早，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
人为参赛主体的半程马拉松赛事——北
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正式开跑。

此次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队伍共20
支，优必选科技、乐聚机器人、松延动力、
灵宝、众擎、青心意创等皆在参赛队列。

赛事首创“人机共跑”模式，为保障安
全，人类与机器人赛道通过铁马隔离，机
器人需在专用赛道上完成21.0975公里的
挑战。经过激烈角逐，由北京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工Ultra”用时2小时40
分14秒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冠军。

这场赛事不仅是机器人运动能力的
极限挑战，更成为全球具身智能技术发
展的里程碑事件。从实验室走上赛道，
人形机器人“跑马”背后有何深意？

从“科幻场景”到“现实突破”

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赛道全长
21.0975公里，1.2万名人类选手与20支
机器人队伍同场竞技。参赛机器人需满
足身高0.5米至2米、双足行走或奔跑等
硬性条件，禁用轮式结构，且全程需自主
应对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

“我们这次没有直接参赛，但不少客
户用我们的机器人和自己的算法参与了
比赛，所以在现场能看到不少宇树科技
的机器人。”4月19日，宇树科技产品经
理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参赛队伍技术路线
呈现多元化。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工
Ultra，高1.8米、体重52公斤，实测平均
时速10公里，最高时速达12公里，创全
球人形机器人奔跑速度纪录。其腿部采
用刚柔耦合设计，通过仿生结构分散冲
击力，并在赛前进行轻量化改造，去除冗
余部件以提升续航。在近日举行的5公
里彩排赛中，“天工Ultra”以36分54秒
的成绩取得第一。

据工作人员介绍，天工Ultra采用

“慧思开物”通用具身智能平台，其AI大
模型驱动的“大脑”负责任务规划，数据
驱动的“小脑”执行运动控制，实现复杂
任务的动态分解与实时纠错。

松延动力研发的轻量化仿生机器人
N2，高1.2米、重30公斤，穿29码童鞋以降
低关节磨损，最高时速12公里，通过降低
运行速度保障长距离稳定性。“自4月初
以来，它每天都会在北京海淀气象科技
园区的柏油马路及水泥路上，各跑1小时
以上。”松延动力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研发的75厘米
矮型机器人“0306小巨人”，是本次参赛
个子最矮的选手，研发团队透露，该型机
器人配备180度旋转关节电机与橡胶鞋
底，专为不平坦路面进行了优化。

机器人长距离运动瓶颈被突破

本次赛事首创“Z型排列”起跑方

式，按照规则，机器人间距需保持1米以
上，超车需主动避让。全程设置多个“能
量补给点”，支持10秒级“热插拔”换电，
但更换机器人将面临罚时。此外，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追踪赛道动
态，AI视觉大模型可自动识别人员倒
地、烟雾预警等6类突发事件，实现“秒
级响应”调度。

赛场地形对机器人来说并不简单，
赛道既包括平坦柏油路、坑洼裂缝路，又
有长缓坡、短陡坡路段，以及石板路、草
地、石子路等区域，机器人需要精准调整
步伐、姿态，控制好动力和制动。

马拉松赛事无疑成为机器人性能的
“试金石”。由数千个零部件构成的人形
机器人，要想在稳定状态下长时间奔跑，
仍面临不小挑战。奔跑需高扭矩电机、
耐磨损关节和高效热管理系统的支持，
直接推动上游零部件厂商技术迭代。华
鑫证券指出，此次赛事标志着人形机器
人从实验室单体测试迈向复杂场景应
用，加速技术迭代。

天工Ultra的夺冠凸显中国在具身
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相较最高时速8
公里的特斯拉Optimus机器人与波士
顿动力续航不足1小时的Atlas机器人，
中国团队通过轻量化设计、算法优化与
场景适配，率先突破长距离运动瓶颈。

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不仅是
一场科技秀，更是全球智能制造业的“宣
言书”。

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GGII）在
《2025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蓝皮
书》中预测，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
场销量有望达到1.24万台，市场规模
63.39亿元；到2030年市场销量将接近
34万台，市场规模将超过640亿元。

“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共跑马拉松，对
于主办方、参赛队、人类选手、观众来说
都是世界首次。机器人完赛不是终点，
而是产业发展、交流互鉴的起点。”北京

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靓表示，希望外
界能以包容、鼓励的眼光看待这次比赛，
人形机器人是为服务人类而生，它们的
一小步，将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大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一艘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
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鲲龙”获得市场“准入证”

“鲲龙”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中国大型特种飞机翻开新篇章！

4月20日，我国首次按照中国民

航适航规章完全自主研制的大型水

陆两栖飞机AG600“鲲龙”获得中国

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标志着

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

飞机通过了严格测试和验证，研制

取得圆满成功，获得市场“准入证”。

全球首次人机共跑的半程马拉松 跑出了什么？

▲AG600飞机在湖北荆门开展水上科目试飞（2023年4月摄）。新华社发

◀AG600飞机在四川西昌开展典型灭火场景验证试飞科目（2023年6月摄）。新华社发

4月19日，天工队选手天工Ultra在比
赛中冲向终点。 新华社发

从2012年正式提出型号合格证申
请到2017年在广东珠海实现陆上首飞；
从2018年在湖北荆门完成水上首飞到
2020年于山东青岛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从2023年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到
2025年圆满取得型号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不仅是一纸证书，更是
我国航空人矢志报国的答卷。

这是一场向科技创新高峰发起的冲
锋——

“AG600是一艘会飞的船、会游泳
的飞机。”AG600飞机型号总设计师黄
领才说，除具备陆上飞机所有功能特性

外，它还须具备水上的功能和性能。
为满足AG600飞机的总体设计要

求，研制团队在气水动布局设计中大
量采用了系统工程设计方法和气水动
布局综合优化设计技术。先后突破了
高抗浪船体设计、复杂船型机身制造
等20余项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关键技
术，弥补了我国在气水动融合设计、复
杂船体制造及水上试飞等方面的空
白，构建了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航空技
术体系。

这是一架为人民生命安全而生的
“空天保镖”——

AG600飞机是一种多用途的大型
航空装备平台，应用场景丰富。可在平
原、草原、丘陵、高原运行，满足国内各类
航空森林消防场景应用。

它不仅可执行平原、丘陵以及高海
拔投水灭火任务，还可适应空中指挥、人
员和物资转运、通信中继等多场景任务，
适应多灾种救援需求。同时，AG600飞
机在应急救援领域也填补了我国长距离
航空救援能力的空白。

这是一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
生动实践——

AG600研制团队涉及全国22个省

级行政区、296家企事业单位、16所高
校，创新形成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核心技术体系，构建了“小核心、大协作”
的研制模式，建立了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设计、生产制造、系统配套、试验试飞、保
障服务体系，使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发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实
现了我国民机产业发展在大型特种用途
飞机领域的历史性跨越。

乘风破浪，海天梦圆。让我们一
起期待AG600飞机在水天交汇之处振
翅高飞，于山川林海之上守护人民生命
安康。 据新华社

未来的憧憬与警惕
人形机器人会在哪些领域率先应用？
工信部指导意见提出三方面场景：

服务特种领域需求，打造制造业典型场
景，加快民生及重点行业推广。

不少人担心“会被人形机器人抢饭
碗”，对此一名厂长告诉记者，前年招了
约900人，去年招了450多人，今年只招
了300出头，还存在不少岗位空缺，确实
有些活缺人干。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主任、浙
江大学教授熊蓉表示，人形机器人如果
得到大规模应用，意味着可以取代人类
从事危险、重复和乏味的工作，有望解
决未来社会劳动力短缺的难题。

未来人形机器人会给人类工作和
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可能给原有社会
秩序带来挑战。

人们会担心机器人不知何时会失
控，人类的权利在不知不觉中被侵犯，
还担忧机器人的行为无法追溯和问责。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与工业自动
化专家王天然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
直接决定了公众对于机器人及其技术的
接受程度。如何对机器人的行为加以约
束，应该成为机器人设计者、生产者、应用
者乃至社会管理者都关注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哲认为，尽管人形机
器人要具备与人相当的自主性还很遥远，
但其自主性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多重伦理
困境。因此，在进行伦理治理时，不仅要
在设计机器人环节有伦理考量，还要有一
个具备社会共识的伦理框架。 据新华社

热点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