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虽然是下雨天，但

很多参展观众一早就排长队进
馆，我们在工博会上的这个小小

展台已经感受到市场的热度。”
ABB机器人客户体验营销

官刘珺这两天忙于接待各类咨
询，让她意外的是，他们的客户

不再局限于传统工厂，而是拓
展到医院、养老、快递这些新领

域。逛一圈工博会发现，这并不
是个案，疫情后各行各业都在

加速用更加智能的生产组织方

式拥抱未来。
ABB不仅带来了全球首发

的 IRB 1300小型机器人，还把
实验室、机器人药房等搬到了现

场。在一个小小平台，一台双臂

机器人正与工作人员协同完成
实验，只见它轻轻拿取试管，开

始移液、分液、混液、微生物培养
等一系列动作，不同种类配剂检

测轻松完成。
另一边，柔性机器人药房正

有序运转，配备 3D视觉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机器人既能储存和
检索药品，也可根据处方拣选和

分配药品，可处理最多两名药师
的工作量。来自养老行业的一名

观众正询问刘珺如何把机器人
运用在智慧医院的建设中，产品

是否已经投放市场？刘珺回答：
“用于医疗实验室的协作工作站

已在美国一家医疗实验室投入使
用，自动化药房也已在上海第七人

民医院落地。未来还有更多机器
人解决方案将运用在医院中。”

在机器人调酒师旁边，一款
可以“拉花”的“机器人咖啡师”

已经准备就绪。这款咖啡机器人出自中国首家致力

于协作机器人研发、生产的遨博智能。展台负责人田
华说，咖啡机器人不但可以实现双臂完美协作，而且

有强大的学习能力，经由资深咖啡拉花专家调教，可
以实现高精准的复刻能力，口感及拉花花型完全复

现大师级水准。而理疗机器人则能用机械臂持治疗
仪，结合大数据分析，对不同的人群做精准的穴位理

疗，通过灵敏的力反馈系统增加安全系数。

如今，中国是全球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基建的推

进，让机器人企业在许多行业中看到了新机遇，比
如新能源汽车、5G和消费电子、医疗健康、电商物

流、食品饮料、制药、教育等都是机器人大显身手
的领域。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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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第 22?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69所高校携
708项创新成果亮相展会。记者在高校展

区看到，今年还特别设置高校防疫科技展
区，集中展示高校智慧防控新冠疫情中做

出的突出科研贡献。

高校智慧 助力抗疫
快速诊断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

要环节。南开大学研发的“基于可解释人

工智能技术的新冠肺炎肺部 CT影像筛查
系统”，诊断一位待检测者的 CT数据仅需

约 20秒。在全国防疫关键期，在湖北等地
的国内 52家医院应用，累计检测 153608

余例病例。该系统还获得欧盟 CE?证、日

本 PMDA准入资质等一系列准入许可，在
日本、意大利、美国、德国等投入使用。

复旦大学研发的一体化核酸检测试
剂盒以及荧光免疫层析抗体检测试剂盒，

可以精准、快速地检测空气中的新冠病毒，

同时覆盖空气中的其他 20种病原微生物，
这些便携式仪器，方便高效，同时也尽可能

地减少了操作人员的暴露风险。疫情期间
试剂盒在上海抗疫一线试用，目前向葡萄

牙、韩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等国提
供了 300 多万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试

剂，为世界范围的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贡献。

聚焦民生 加速转化
除了抗疫攻关，今年展出的高校创新

成果涵盖工业自动化、先进重大装备、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系统、机器人、电子信息制
造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沪上高校展品中

不乏聚焦民生的技术应用，而近来越来越

多实验室里的先进技术围绕民生需求设计
产品，也加速了成果转化的过程。

一辆巡检车跑一圈，管理平台就能收

到道路的“健康数据”，并给出养护方案。同
济大学研发的“路面多维度性能的高频检

测装备和智能养护分析技术”正加速孵化，
团队攻关研发轻量化探地雷达和激光雷

达，成本是传统设备的十分之一，是进口设
备的二十分之一，为新基建时代提供可推

广的路面行驶质量巡检、智慧管理养护服

务。目前已在全国十余省市超过 10000公
里各等级公路上得到推广，同时也在港珠

澳大桥、雄安新区等重大工程得到应用，获
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空调器的制造与使用带来严重的环境
问题：制冷剂破坏大气臭氧层，产生严重的

温室效应，空调器制造材料的大量消耗产
生巨量碳排放。上海交大丁国良教授团队

研发新一代环保空调器高效设计与精密制
造技术，突破微细尺度传热理论不完善、能

效提升困难、设计效率低、专用精密制造工
艺装备缺失等一系列国际性的基础共性难

题，实现高环保强可燃制冷剂安全可用，空
调系统能效大幅提升。目前，上海交大联合

我国空调龙头企业及部件供应商，建立产
学研平台“制冷空调换热器技术联盟”，近

三年，全新开发的配件、设备和环保空调器

均在全球市场占比过半。

本报记者 易蓉

高校科技接地气
抗疫前线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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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多项技术———

工博会邀你体验“奔火”之旅

我国首次自主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
测器于今年 7 月 23 日
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
箭的托举下成功发射并
进入地火转移轨道。上海
航天技术研究院承担本
次火星探测任务中的环
绕器总体设计与研制工
作。在本届工博会上，观
众可与环绕器模型亲密
接触，向地月合影“摄影
师”取经，感受“天问一
号”的魅力，来一趟独特
的工博“奔火之旅”。

    “截至 9月 15日 0时，探测器

的地火旅途已经持续了 54天。在经
历了发射、地月合影、第一次轨道修

正后，火星探测器正以每天约 40万
公里的速度远离地球，目前距离地

球约 1672万公里，目前星上姿态稳
定、与地球的通信正常、能源处于平

衡状态。”展会现场，上海航天火星

环绕器副总设计师朱新波介绍，环

绕器研制难点很多。
地火转移阶段中，火星环绕器

会受到太阳及太阳系八大行星引力
的共同作用，尤其是以木星星系、土

星等为代表的天体对环绕器带来的
干扰力会在 7个月的地火转移过程

中对环绕器的飞行轨迹、速度产生

并积累巨大影响。同时，火星环绕器

飞行速度较大，并且长时间内处于
无动力飞行，需要不断修正。由于探

测器每天都在远离地球，通信时延
也每天都在增大。截至 15日 0时，

器地时延已达 55.7秒，约是地月延
时的 1.27秒的 44倍。信号衰减很

大，到达接收端的信号极其微弱。

如何在缺乏一手火星探测数

据的前提下做足准备？上海航天火
星环绕器团队在方案设计、试验测

试覆盖性上下足了功夫。“到达火
星是一个漫漫征程，风险依然存

在。目前北京、上海每天都有飞控
队员密切关注‘天问一号’的运行

情况。”

地月合影“摄影师”现身
    “天问一号”的成功发射，一张

地月合影的照片也迅速在网上引
发热潮，而这张合影的“摄影师”

也在工博会现身。上海航天控制
技术研究所携光学导航敏感器参

展，这是该产品在公众场合的首
次亮相。

“光学导航敏感器的功能可不仅

仅是拍照。”控制所光学导航专家郑
循江介绍：“光学导航敏感器的主要

功能是‘天问一号’的‘眼睛’。‘天问
一号’正是通过它看着火星并自主

地飞向火星。如果没有它，探测器就
像盲人一样，需要在他人的帮助指

引下前往火星了。”

当“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入轨
后，技术人员首先通过控制“天问一

号”的姿态，使光学导航敏感器指向
地球，随后对姿态进行微调，将月球

也放进了光学导航敏感器的视场，
最终得到了珍贵的地月合影，光学

导航敏感器的性能也同步得到了有

效验证。
光学导航敏感器的成功研制为

我国后续深空探测任务的开展打下
坚实基础，这一产品也将在蓬勃发

展的商业航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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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器研制众难点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