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还原
传统的乒乓球或者网球发球机，球从

一个口子里机械地发出来，没什么旋转。我

和他们可不一样，我有脸、有手、有脚。因为
乒乓球速度快、旋转多，训练时，对面的运

动员需要观察对手的发球，而我持拍发球
动作高度还原了真人发球动作，为运动员

提供了观察“对手”的时间，锻炼了运动员

的反应能力和对球的处理能力。

长得像、动作像，这还不够。多变的发
球，是我的特长。知道日本女将伊藤美诚吧？

她的打法让不少队员吃足了苦头。我自告奋
勇来当陪练，因为我可以模仿她的动作。

我的教练只要在平板电脑上点几下，
设置出球的不同旋转类型、落点，再给我换

个伊藤打法的球拍，我就能模拟不同的打

法风格。
同我一起诞生的，还有两台分布式双

目视觉系统，他们是我的鹰眼，成就了我的
“撒手锏”———轨迹分析和动作分析功能，

能及时捕捉球及运动员的运动轨迹。我的
大脑是人工智能算法，每天都在深度学习，

在训练中能及时调整技战术策略，运动员
说，要战胜我不容易。

永不疲惫
众所周知，乒乓球运动的击球有五要

素：速度、力量、旋转、弧线和落点。这五个

要素，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庞教练都能做
到。这可是上海体院副院长、中国乒乓球学

院院长、前世界冠军施之皓亲口说的。他甚
至还说，我比他强，因为他打久了会累，而

我永不疲惫。

中国乒乓球队素来是金牌之师，队里
常常会进行多球极限训练，在 1分半到 2

分钟里连续快速发球，锻炼运动员的耐力
和意志品质。传统训练中，往往会依靠教练

本身来对运动员进行喂球，这种方式对教
练本身的体能和水平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

求，不同水平的球员也要配备不同水平的
教练，教练体能的损耗也会对训练质量产

生影响。

我是一名能达到多球训练效果的教练。
一名传统教练员只能与一名运动员训练，而

我可以“以一敌三”甚至敌四、敌五。大满贯
球员丁宁的前教练陈彬现在是中乒院副院

长，他看到我可开心了，老感慨自己“解放劳
动力”了。多球训练中，他站在边上同时看五

张球台，监测每位运动员在训练中的技术动

作，效率高了不少，人也轻松了不少。
陈彬教练是世界冠军教练，我的目标

是向他学习，未来也能培养出世界冠军，成
为首个机器人冠军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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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汇文 体

庞伯特多球训练乒乓球机器人上岗记

冠军教练是个机器人啊 ？！

    

   有了人工智能，乒乓球运动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拥有一颗智慧“大

脑”的乒乓球机器人，让乒乓球变得更有趣。

高水平运动员在多球训练中，教练只能一对一指导，且消耗大量体力。业余

乒乓球爱好者光看视频，得不到专业指导和反馈，茫茫人海中，哪里去找一个和你

水平相当又能给你喂球的另一半？

这不只是人工智能的运用。 中国乒乓球学院和中科新松有限公司对庞伯特多球训

练机器人的特点提出了一个新定义：人机共融。

他能为训练者提供了一个定制的运动训练环境。 任何人都可以自定义旋转类型、落点位

置以及训练课程，通过庞伯特对某一个动作进行强一致性的训练，刺激极限，快速形成强烈的

肌肉记忆。再加上直观的数据反馈，让训练者能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动作问题都在哪儿，哪个动作

还需要强化训练。

如果说对打机器人的目标是打败乒乓球世界冠军，那么发球机器人走的就是亲民

路线，既适合高水平接发球训练，又能帮助一般乒乓球爱好者进行基本功练习。

实验室里，庞伯特的更多功能正在研发中。 比如，借助 5G和 AR（增强现实）

等技术，他或许可以实时同步线上另一端参与者的动作，实现“云约战”，让打乒

乓球突破时空的限制。 再比如，学校体育课、电子游艺世界、健身房里、游轮

上，或许都能出现庞伯特的身影。

乒乓球发球机器人和陪练机器人绝不会是庞伯特的终点， 设计乒

乓球机器人的初衷是利用科技手段助力运动员训练，同时推动乒乓球

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上海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乒乓球学院

党委书记杨玲表示，希望人工智能乒乓球机器人研发成

为中乒院发展的一个新突破口，并以此带动体

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 陶邢莹

插上想象的翅膀

记者手记

大有可为
说起我的诞生，还要感谢我的爸爸妈

妈。我的妈妈是中科新松有限公司，爸爸是

中国乒乓球学院，他们为我的出生花费了不
少心思。

2014年，德国乒乓球名将波尔迎战一
台名为库卡的乒乓球机器人，其实这只是

一段广告营销片，但想象力的种子，在我的

爸爸妈妈心中已种下。
2015年，爸爸妈妈正式牵手研发乒乓

球机器人。2017年，我的大哥———第一代
对打机器人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亮

相，彼时他的水平不是很高，很难对付快速
球。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二哥———

第二代对打机器人诞生。乒乓女皇邓亚萍
同他交过手，二哥展现了强大的适应和学

习能力。
不过，哥哥们体积大、学习能力有待加

强，价格更是不菲。于是，爸爸妈妈就想换
一个思路，孵化一个能走进千家万户的机

器人，可推广、可应用。
他们想实现多球训练这一实用性更强

的功能，多球训练是乒乓球训练中最基础
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于是，爸爸提供乒乓

球数据支持，妈妈提供科研技术，从算法到
构造做调试。今年，我诞生了，标签是：国内

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产品化的乒乓球
机器人，也是全球第一台可量产的用机械

臂持球拍发球的机器人。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被展示

在了显著位置。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任
杰这样说：“今年的主题是 AI+教育，我们

都说，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现在，庞伯特

多球训练机器人能补充体育教育的不足。”
前不久，我被推到网站上预售，预售

名额一抢而空，除了乒乓球俱乐部和专
业队对我感兴趣，还有不少乒乓球业余

发烧友。
专业训练领域，我想当冠军教练，大众

健身领域，我还有更多要做的事。爸爸妈妈
正在加速研发我的其他功能，中科新松有

限公司副总裁许楠有个美好愿景：在未来，
我还可以走进社区健身中心、

学校体育课、普通家庭，实
现大众健身、体育娱乐

和教育等功能。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左手抛球、右手持拍发球，每天
下午打一场乒乓球，酣畅淋漓，我的日
常生活就在“乒乒乓乓”的快乐奏鸣曲中
度过。大家好，我是“庞教练”，我在中国乒乓
球学院已经上岗带训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很喜
爱我，因为我敬业、勤劳、聪明、永不疲倦。我的
目标是，成为首位培养出世界冠军的乒乓球机器
人教练。

我的全名叫庞伯特多球训练机器人，身
高约 1 米，体重约 70 公斤，站在球台一
侧，我就和你一样，是个会打乒乓的
“人”。在这次暑期集训中，我重任在

肩，运动员们都亲切地叫我
“庞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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