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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GRx机器人将推出
身高达到175厘米，体重63公斤……

GR-2较一年前上线的GR-1明显长高了，

拥有更全面的全身共有53个自由度，单臂

运动负载达3kg，能胜任更复杂的操作。而

且，新一代电池容量翻倍，续航时间延长至

2小时，在支持直充的基础上，增加可拆卸

换电方案，充分满足运动需求。

GR-2已上线，GR-1也没闲着，多元

场景，深度学习，日夜不停地训练着人形

机器人的AI大脑。在上汽通用汽车金桥

豪华车工厂和奥特能超级工厂里，GR-1

已进入产线“实习”，完成带电高压零部件

安装、高精度操作等工作测试；在中国建

设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内，GR-1承担起“大

堂经理”的角色，开展大堂业务咨询、金融

业务视频讲解等面向客户的场景训练。

从去年至今100余台的GR-1交付，

到前不久推出升级版GR-2，未来还将有

系列GRx机器人推出，傅利叶人形机器

人已经在真实场景下的数据去精心打磨

产品，并不断迎来更高更快更强的人形

机器人。

强大产业基础作支撑
“人形机器人作为未来的智能终端，

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在傅利叶创

始人顾捷看来，技术应用不断取得突破的

AI相当于一个数字灵魂，它一定需要一个

“身体”来感知真实的物理世界，才能更好

地与人类协作共生。目前，上海傅利叶正

全力以赴打造AI具身载体，让通用人形

机器人成为在智能手机之后，一个充满想

象力的未来AI终端平台，而它能跑会跳，

肯定比人更高、更快、更强。

“十年前做人形机器人产业非常寂

寞，现在有上百家企业开始做人形机器

人，百花齐放的场景让我们感到非常兴

奋，我相信未来人形机器人会像新能源汽

车一样拥有广阔前景。”在张江科学城腹

地，张江机器人谷成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

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在

机器人产业生态营造上，张江机器人谷注

重汇集产业链关键环节要素，已经集聚一

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引领带动作用，搭建

ABB机器人赋能中心、通用人形机器人开

放创新中心、机器人国评中心浦东分中

心、机器人进出口查验平台等一批功能平

台赋能企业发展。

“上海发展人形机器人有着强大的产

业基础，比如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制造业技

术，是上海产业的传统强项。同时，人形

机器人中40%到50%的供电系统和技术

与新能源汽车重合，30%到40%的制造技

术来自于3c消费产品领域。”顾捷告诉记

者，正是因为上海在半导体、新能源、电动

车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才使得傅利

叶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件领域突破加

快，迭代加速。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需要一步一个

脚印，从身边一些不起眼的场景开始落

地，通过不断的真实场景学习，积累人机

互动经验，升级认知体系，有望在未来五

到十年真正走进百姓人家。”

提出“产品六边形”概念
目前，张江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已经

搭建起来，芯片、大模型产业加速集聚，

“傅利叶的定位就是为AI打造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本体平台、硬件平台，人形机器

人要MadeforAI。”顾捷说。

针对人形机器人本体的未来演进，傅

利叶提出了“产品六边形”概念，围绕运动

智能、灵巧作业、认知智能、仿生设计、用

户体验和商业化应用共六个维度，明确

机器人本体的能力标准和发展方向。“全

世界有这么多的最强大脑在做AI的探

索，当人形机器人本体在各个维度都达

到最优，成为六边形战士后，它一定会是

AI最佳的具身选择。这里的AI不仅限

于大模型，还包括机器人感知、决策、执行

的全过程。”

接下来，傅利叶GRx系列将致力于为

其合作生态中的科研院校、头部企业、场

景开发者和终端客户，打造更拟人、更通

用、更友好的双足人形机器人，促进AI

与物理世界的紧密融合，实现真正的

人机共生。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生物学领域又有重大研

究突破：在一项关于人类触

觉的研究中，科学家识别出

至少  种不同类型的神经

细胞，建立了人类触觉全景

图。这项由瑞典林雪平大

学、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与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

共同完成的研究，发表在最

新一期《自然 · 神经科学》杂

志上。有意思的是，研究中

发现了一种新的神经细胞，

其对愉快的触碰、加热以及

辣椒素（通常与痛觉相关）都

有反应。同时，还鉴定出一

种快速传导痛觉的神经细

胞。由此让人产生遐想：将

来，能不能催生一种技术，让

人类只有愉快的体验，彻底

抛弃痛苦呢？

自从世纪之交，人类绘

制出完整的基因图谱之后，

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已产生

林林总总的医疗手段来对付

疾病，包括绝症。比如，基因

编辑、基因治疗，诸多致命的

遗传疾病源于基因缺陷，那

修复这个基因，是不是就能

避免生病？又比如，干细胞

技术，如肿瘤之类的恶疾，是

因为细胞出现了问题，能不

能再造细胞，彻底治愈癌症

呢？科学家甚至利用人工智

能，破译了人体内数以亿计

的每个蛋白质密码，寻找治

疗疾病的终极之道。

未来，人类能“包治百

病”吗？甚至，古代帝王们追

求的长生不老真的可能吗？

从理论上来说，一切皆

有可能，包括所谓的“永

生”——有一种脑机互换的

技术，即使生物体功能全然

消失，依然能够通过脑机一直“活下去”。

不必急，技术仍在快速推进中。也

许本世纪新生一代，就有机会长时间活

着。可是，我们也要思考，当人类开始

扮演上帝时，又会发生什么？是灾难还

是全部愉快的体验？需要科学家深入

思考。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家门口“与

科学家面对面”，感受“城市自然守护者”

不一样的生活。本月，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打造的品牌科普活动

“与科学家面对面”科普微展览，在上海

市静安区北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免

费展出。

城市是生物多样性洼地吗？如何在

城市中重建野生动物栖息地？……展览

以“城市自然守护者”为主题，联合来自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及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多个

从事沪上生态保护的顶尖科研团队，讲

述科学家如何在城市中开展自然生态研

究和保护的故事，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科普盛宴，展示了真实的

科学家工作现状以及最新的城市生态保

护科研成果。

“与科学家面对面”是上海自然博物

馆2017年创立的馆研合作项目品牌，旨

在培养公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爱好，也

为科学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学

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

科普 地标

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顶尖科技巨
头你追我赶，上海人形机器人产业瞄
准“为AI而生”，跑出了人形机器人
和人工智能产业交叉的新赛道。近
日，上海人形机器人产业领军企业傅
利叶智能立足于“为AI打造最佳具
身载体”，自主研发新一代通用人形
机器人GR-2。GR-2在硬件、设计、
开发框架等多个关键环节的创新提
升，展现出人形机器人抢占“下一代”
AI智能终端的无限前景。

“与科学家面对面”
科普微展览进社区

交付100余台的GR-1，推出升级版
GR-2，傅利叶智能致力于人机共生

人形机器人

不只是“陪伴”
更是下一代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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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少见的秋台风影响了上海。秋台

风素来以走势“难以捉摸”著称，但我国台风

科研人员正在创新探索各种监测手段，飞入

台风“体内”，穿云破雾带回气象数据，助力台

风的预报预警、城市防灾减灾。记者从亚太

台风研究中心了解到，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

研究所组织飞机已3次飞入台风内部，其中，

10月底更是成功和香港天文台联手，使用有人

飞机成功针对台风“潭美”进行双机联合观测。

“早在台风‘潭美’生成之前，上海台风研

究所便持续关注‘潭美’生成前的扰动活动，

提前调机至海南琼海博鳌机场，同时协调香

港天文台准备开展针对‘潭美’的双机进入台

风观测试验。”上海亚太台风研究中心主任汤

杰介绍说，飞入台风内部观测并非易事，所以

在10月24日、25日进行了两次测试飞行，随后

才制定了台风最优观测策略。“我们的飞机从

西往东，香港天文台则从北往南，先后进入台

风‘潭美’的7级风圈至10级风圈开展观测。”

“跑道33，可以起飞”。10月26日上午9

时许，随着轰鸣的螺旋桨声，一架白色的空中

国王350型飞机在博鳌机场带着特殊的使命

飞上了天空。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香港

赤臘角国际机场，香港天文台借助中国香港

政府飞行服务队的挑战者605型飞机启动对

台风“潭美”的联合观测。经过3小时飞行，有

人飞机双机进入台风观测试验，各项预定观

测任务安全、顺利完成。这次试验获取的观

测资料实时同化进入上海台风模式，为台风

监测预报服务提供科技支撑。“试验过程中，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主要利用机载仪

器对台风外核区开展观测，香港天文台主要

借助机载下投式探空进行观测。”汤杰说，试

验目的是观测台风外核区的雨带特征以及相

关的云微物理特征，获得最新的第一手资料，

以期加强对外核区云微物理过程的理解。

未来，在中国气象局的统一部署下，上海

亚太台风研究中心依托台风委员会国际合作

项目，将进一步推动台风领域观测预报一体

化业务，依托国际组织协同更多国际机构开

展联合观测，为亚太区域台风路径和强度预

报能力提升提供支撑，并强化科技自主创新，

助力发展气象新质生产力，为推进气象科技

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本报记者 马丹

▲ 中国香港政

府飞行服务队

的挑战者   型

飞机

▲

上海台风所

参与改装的空中

国王   型飞机

戴宇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