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4 月 1 日

科技
博览7责编：王肃 版式：刘静 校对：周永

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内，人形机器人“夸父”每天都很忙，它承担着迎
宾工作，为公众解答疑问、提供讲解和指引服务等，碰到有人问路也能自如
为其带路。

连日来，类似场景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上随处可见，“机器人店员”递
上现磨咖啡，“机器人书法家”挥毫泼墨，机器人进行群舞表演……近百台人
形机器人携手“上岗”，活跃在迎宾、交流、主持、表演等场景，向与会嘉宾提
供服务。年会现场如同一个大型的机器人工作现场。

“没走几步就能遇上一个机器人。”这不是科幻片，而是今年论坛年会现
场的真实写照。新技术、新产品不仅集中亮相，还开始赋能千行百业，未来
还有望走入寻常百姓家，给人们未来生活巨大的变化。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一场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吸引
公众驻足。两个人形机器人稳健地小步快走上前，找到足球后对准球门踢
去，射门成功后还不忘和场外的观众挥手致意。

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宋安琪说：“这款踢足球的机器
人拥有较强的运动能力，如果两个机器人发生碰撞，也能保持稳定，即使摔
倒了也能实现一秒钟快速起身，这是基于强大的运动控制算法能力。目前
已累计交付100多台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市场二次开发，下一阶段我们将开
拓机器人搬运、巡检、配送等应用场景。”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常设展内设置了人形机器人展
区，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新技术、新产品。灵心巧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带
来的钢琴机器人和吹笛子机器人配备了一双智能的仿人类五指灵巧手，可
以模拟人的姿态，通过仿生手臂和手指的协调配合，灵活自如地演奏乐器；
宇树人形机器人身高约1.3米，体重约35公斤，拥有23至43个关节电机，移
动速度可达每秒2米；灵宝CASBOT的人形机器人CASBOT 01是定位多场
景落地的通用类脑智能机器人……

今年以来，“春晚机器人”、机器人运动等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持续出圈，
让公众意识到机器人走进人类生产生活的“时间表”已在拉近。论坛年会上
拥有各项技能的机器人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把人类从一些繁杂、
重复甚至危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北京睿尔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态运营总监崔豪通过穿戴设备，指挥
身边的一款机器人做跟自己一样的动作，慢慢拿起桌子上的物品。他说：

“这款机器人可代替人类在矿井、检验检疫、生化等危险场景中工作，未来还
将通过大量数据和训练提升它的操作能力。”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李怡彭表示，人形机器人“天工”拥
有强大的具身运控能力、具身操作能力和带有视觉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等，
能完成上肢精细作业，如超市货物分拣、收银结算、早餐备餐等。

“‘天工’是首个完成电力行业操作和巡检的人形机器人，它严格按照电
力操作规程操作旋钮、按钮，顺利完成合闸、分闸等倒闸操作任务，未来还将
在电力场景执行故障排查检修、应急抢险等多种高难度、高危险性任务。”李
怡彭说。

未来，机器人将不仅是能走会跑、会跳舞炫技的“运动达人”，也不止步
于会听指令、能干活的“能工巧匠”，它们还能实现自主地、具有泛化能力地
干活，成为全能的“多面手”。

“人形机器人下一步的发展，依赖多个行业的进步。”北京星动纪元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席悦说，工厂作业、洗衣做饭、医疗照护，机器人的工作
场景非常复杂，很难通过建模一一复现，只有算法、数据、本体三方面联合迭
代，才能让人形机器人更快进入百姓生活。

当前，在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加持之下，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快迭
代进化，并逐步拓展生产生活应用场景。业内预判，未来三到五年人形机器
人将在工厂中大量落地，家庭保姆和医疗护理等场景应用或许五到十年能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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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探“新”：未来，这些活儿机器人都能干

3月29日，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区，两个人
形机器人在表演足球运动。 新华社记者 阳娜 摄

房间乱了会主动做家务，肚子饿了就满
屋子找吃的，无聊时还会打开电视机……日
前，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举行的通用人工
智能论坛上，电子大屏中一个表情灵动、反应
敏捷的仿真小女孩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目光。

她叫“通通”，是由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
究院研发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原型，也指向
了当下人工智能领域的热词——AI智能体。

“AI智能体可以理解为更立体、‘类人’的智能系统。除
了提供大模型广泛使用的语言交流，还能完成更复杂的任
务。”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蒲志强说。

记者看到，当研究人员将“通通”的体感温度调高后，便
触发了“打开空调”的任务。为了拿到放在高处墙架上的遥
控器，“通通”经过思考，先脱鞋上沙发，再利用沙发上的靠垫
增加自身高度，最终取得成功。

“‘通通’就像一个有智商、有情商、能理解、会帮忙的‘小
助手’。”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说，它不由数
据驱动，而是由价值和因果驱动，因此会主动参与到任务各
环节，而非被动执行。未来如果投入实际应用场景，不仅有
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更好应对突发情况，提高生产和服
务的灵活性。

今年，“具身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我国
培育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目前，AI智能体已在不少场景
中得到应用，如客服、内容创作、手机助手等。

朱松纯表示，研究院正在探索将“通通”的技术优势与具
身智能相结合，相当于为人形机器人安装上“大脑”，进一步
学习行业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让智能体、机器人走入每个人
的家庭。

当前，超越“鹦鹉学舌”式的智能，打破“缸中之脑”的困
境，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如果“通通”
具备自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
且符合人类情感与道德观念，是否也会带来安全、伦理、隐私
等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指出，智能体能够自我规划、学
习和实现目标，是很好的技术，但其路径往往不可控，会带来
安全风险。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
顾问机构专家曾毅认为，超级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它有可能
是一个有生命的、可以自我演化的人工智能，也将成为整个
人类社会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25年或将成为智能体元年。记
者期待，在仿真环境里不断长大的“通通”，可以更深刻地懂
得人类寄予它的期望与情感，拥抱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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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右一）在仿真环境中和其他智能体

互动。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