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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成本有望

降低10%以上

本报讯 日前,中关村新能源海水淡化
关键技术装备示范项目(膜法)已形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海水淡化成套新技术。这一关键
技术有望使当前的海水淡化成本降低 10%以
上。该示范项目将为大规模海水淡化工程逐步
实现全国产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并为打破国
外企业在行业内的垄断，改善首都水资源短
缺的严峻形势提供有力支撑。

中关村新能源海水淡化（膜法）示范项
目由中关村新能源海水淡化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启动实施。项目建设历时两年，取得了理
想的实验和工程实际效果。自主开发研制的
海水淡化加压与能量回收一体化装置系统采
用太阳能发电结合低谷电作为能源输入，在
降低系统运行能耗的同时降低运行费用，使
单位产品成本降低，有利于发挥项目的示范
作用及产业化推广。

该项目将为海水淡化产业的技术创新搭
建良好平台，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与海水淡化
相结合的系统技术，降低投资成本和制水成
本，减少环境污染，最终为大规模海水淡化工
程提供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赵淑兰）

我国掌握生物反应器

专用泵核心技术

本报讯 全球唯一的生物反应器专用泵
生产基地于近日落户河北迁安，这标志着我
国掌握了生物反应器专用泵研发生产的核心
技术。

生物反应器是在体外模拟生物体功能，
利用酶或生物体所具有的生物机能，设计出
用于生产或检测各种化学品的反应装置，如
发酵罐、固定化酶或固定化细胞反应器等。
人的胃就是人体内部加工食物的一个复杂的
生物反应器——食物在胃里经过各种酶的消
化，变成能吸收的营养成分。

各国科学家根据科研和生产需要设计了
形形色色的生物反应器，用于高密度培养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细胞。由于动物细胞(尤其
是哺乳动物细胞)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治疗恶性贫血)、干扰素(IFN,治疗病毒病和
肿瘤)、尿激酶原(Pro2UK,治疗血栓)、疫苗
以及其他一些价值昂贵的生物制品生产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针对动物细胞的生物反应
器研制近年来进展迅速，前景十分广阔。

以 2007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马丁埃
文斯博士及其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
作商，最终将其生产研发基地落户河北迁
安。由该园区生产的细胞生物反应器不仅很
好解决了泵阀密封、无菌的技术难题，更使该
仪器的生产成本从每台 20 万美元降低到 2.5
万美元，大大提高了市场化率。 （王代强）

陆基增强系统、三维气象雷达、智能跑
道系统、智能着陆系统、空中无线网络连接，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首次举行的亚太地区
空中交通管制展览会（ATC）上，霍尼韦尔航
空航天集团展示了其空中交通管理（ATM）
领域的创新技术。

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业务发
展总监那保罗向记者介绍说，基于全球高速
网络连接和由此产生的大量联网数据，航空
业正处在巨大变革中，新的工具与技术正蓄
势待发。我们如何收集、传输、存储和共享
由此产生的大量信息将会制造出未来的互
联飞机。

什么是互联飞机呢？那保罗解释说，互

联飞机可为航空系统内的所有相关人员提
供超凡体验。无论是飞行员、运营商、维修
专家还是乘客，都可体验到升级的服务、改
进的技术与更高的效率。空中互联飞机可
带来的好处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提升飞机安全性。相比从前，一架互
联飞机可为飞行员提供更多飞行环境方
面的信息，诸如更精确的天气更新，优化
的空中交通管理，等等。同时，与驾驶舱
和其他飞机无缝式互动交流能够给予飞
行员更透明化的情境感知，以便作出更好
的飞行决定。

优化运营、优化航班与节约燃油。通过
实时了解执飞航班飞行计划，以及因天气原

因和航线拥塞造成的飞行计划改变，可帮助
航空公司节约时间与成本。同时，通过接入
包括电子飞行包和 iPad在内的远程设备，飞
行员可获得最新航线方面的信息。

延长飞机运行时间，改进维修流程。互
联飞机将同时带来新工具，包括对客机系统
的远程诊断——在飞机需要维修时，于着陆
前就派出维修人员。同时，互联飞机预先监
测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数据和趋势分析，
并可向维修室自动进行上下行数据传输。
改进的维修规划将减少飞机停留地面的时
间，从而进一步为航空公司和运营商缩短维
修时间并降低费用。

提升乘客体验。互联飞机可为乘客带

来舒适新体验。乘客可以像在地面上一样
自由连接网络，使用移动设备与家人、朋友
保持联络，在云模式下办公，以及使用流媒
体等，即使旅行途中也能照常工作。

为实现这些应用与体验，无线网络开发
者需要研发新的性能、硬件和系统，为客户
提供高达 49MB/s 的速度，实现与家庭或办
公环境中同样的无线网络连接体验。

“安全与网络保护是空中联网系统需要
解决与管理的重要方面。”那保罗透露，从
2015 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将在国航 A330 飞
机上测试 GX Ka 波段网络连接，凭借全球
快速稳定的网络连接优势，“互联飞机”正迎
面而来。

干细胞治疗心衰

进入临床试验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记者从近日召
开的“缺血性心力衰竭干细胞治疗国际高峰论
坛”上获悉,利用干细胞治疗缺血性心力衰竭
的C－CURE技术国际多中心中国区三期临床
试验近日在京启动,北京安贞医院、上海东方
医院率先进行这一创新性临床研究。

论坛上,美国梅奥医疗集团再生医学中心
主任安德鲁博士介绍,国际上干细胞治疗心衰
的新技术——C－CURE技术是从患者骨髓中
提取骨髓间质干细胞,在体外利用独有的细胞
重组专利技术培养,并通过干预诱导让它分化
成治疗所需要的心肌细胞,然后通过心导管
C－CATHEZ植入患者受损心脏部位,实现心
肌细胞再生,治疗缺血性心衰。

目前,C－CURE 干细胞治疗心衰研究
已获批准在美国和欧盟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预计于 2016 年全球上市。C－CATHEZ 导
管技术已于 2012 年 4 月获欧盟合格认证和
专利许可。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玉杰认为,参与临
床研究还将提升我国干细胞研究水平。他同
时指出,干细胞治疗不仅要有高新技术,同时
还要改善植入器官的“土壤环境”,以提高植入
的成功率。而中医在内环境调整方面有独到
优势,因此干细胞治疗可以考虑结合中医。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病发展到终末期的
临床综合症状,也是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主
要原因。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内科主任医
师顾虹介绍,目前全世界心衰患者有 1.17 亿
人,其中我国近3000万人。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干细胞库主任
徐国彤表示,干细胞是指有自我更新能力、有
分化潜能的细胞,它能重建一种组织、一个器
官、一个生命体。干细胞在治疗方面的应用,
是器官组织细胞已损伤衰亡疾病的新希望。

本版编辑 韩 霁 殷立春

“互联飞机”：不仅是乘机上网
本报记者 陈 颐

工业机器人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可
以从其销售量的变化管窥一斑。根据今年
7 月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数据，
2013 年全球共销售 17.9 万台工业机器人，
同比上升 12%。其中，中国购买 3.7 万台，
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五分之一，并
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
器人购买国。

显然，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一场悄无声
息的变革：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早在
2011 年，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
就曾对外宣称，“用 3 年多时间建立一个百
万机器人军队，以替代工人的重复性手动
操作，在 5 到 10 年内看到首批完全自动化
的工厂”。如今，其内部工厂所使用的工业

机器人正以每年 3万台的数量增加。
不仅是富士康，许多来自江浙、广东等

地的企业也在酝酿从全人力向人力与工业
机器人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格力电器
的 选 择 便 是 一 个 佐 证 ，“2015 年 前 实 现
70%的自动化生产率”，格力电器称。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广州政府提出，
到 2020 年全市 8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应
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在东莞，由政府
组织的抽样调查显示，近五年来该市共有
66%的企业投入资金开展了“机器换人”工
作，92%的企业表示未来两年将继续加大
投入或准备开展相关工作。

“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提
升产品质量、可靠性和生产效率是关键，而

这依赖于以人工智能化、数字化制造、机器
人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的使用，对企
业来说同样如此。”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
行理事长兼秘书长宋晓刚解释，作为“世界
代工厂”，过去中国的优势是拥有大量廉价
劳动力，如今这一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器换人”带
来的技术红利。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邢登鹏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电焊
工人日薪 200、300 元，一台能替代 3 人工
作的焊接机器人售价约 20 万元，一年左右
就可以回本。而且，工业机器人相对人力
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精度，还免去了复杂的
岗前培训，即便是新产品上市，也只需通过
简单的编程就能实现，这大大缩短了生产
周期，进一步降低了用工成本。

“面对用工荒的矛盾，机器人优势十分
明显，可以连续地工作，不会出现操作失
误，不会辞工，还免去了人身安全的担忧和
监管的成本。”宋晓刚表示。

机器人：是帮手还是对手？
本报记者 沈慧 实习生 王代强

“机器人”一词，最早源于捷克作家卡雷尔·查培克的剧本《罗
萨姆的万能机器人》。剧中，机器人“Robot”本意苦工、劳役，在查
培克笔下是一个具有人的外表、特征和功能的机器，是一种人造
的劳力。若干年后，现实版的工业机器人在美国诞生。

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它们已然成为制造业、生活
中的重要成员。但这也引发新的争议：这些不用吃饭、全年无休、
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人到底是帮手还是对手？它们会不会大举
抢走工人“饭碗”？

不过，随着机器人智能化的提升，争议
也相伴而来。今年2月，伦敦实施“自动售票
计划”，不久伦敦地铁员工举行罢工，抗议这
一计划，因为该计划将导致 960 名地铁工人
失业。类似的一幕其实早已在 200 多年前
上演。1811年的一天，英国一些失业纺织工
人捣毁了被他们视为罪魁祸首的纺织机。

时代不同，理由却惊人地相似：“机器人”
大规模来袭，我们的饭碗可能会被一抢而空！

于今看来，这种担忧或许在科学上并不
经得起推敲。“不可否认，有些先进技术在短
期内可能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但纵观历
史，机器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的地位，包括
企业生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
所研究员贠超指出。

在他看来，工业机器人改变的不是就业
市场规模而是就业市场结构。因为，大批机
器人上岗在砸掉部分“饭碗”的同时，也催生
很多新的人力需求岗位，如工业机器人的研
发、操控和维修等。

“很多危险、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可以交
由机器人去做，但机器人不能真正地作决
策。那些需要依靠大量经验的传统工艺行
业、与人打交道的社会关系行业等，将永远
不会被机器人替代。”邢登鹏说。

而研究也表明，机器人使用量的增加和
就业率之间似乎没有太大关联。根据研究，
2004 年到 2008 年，德国的机器人总量增加
了约 2.3 万台，同期的失业率从 4%下降到
1.8%；巴西的机器人总量增长约 2000 台，

失业率从 9%降至 7%。
不仅如此，工业机器人的推广也不尽如

人意。宋晓刚介绍，目前，国内的工业机器人
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电子装配领域，主要
从事焊接、喷涂、搬运等与人力劳工相同的
工作，但其投资门槛依然偏高。“一些为大公
司提供零配件的中小企业，不具备使用大量
机器人的资金能力，它们更愿意雇佣人力从
事生产。”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
授李丽林表示。

不过，仍然有一些岗位会被机器人取
代。邢登鹏坦言，工业机器人今后将大批量
涌入工厂，那些传统的制造行业，如汽车加
工、电子装配等与生产线、流水线挂钩的，简
单的、重复的操作，更容易在新一轮“机器换
人”大潮中被淘汰出局。

“但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反而有利于
一线生产工人提升工作档次，告别枯燥、技
术含量低的生产劳动，长远看是社会进步的
表现。”上述专家们一致表示。

邢登鹏建议，对于那些工作已经被机器
取代的工人，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做好失业救
济和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自己应该抓住
时机，及时学习、充电，适应就业形势的变化。只
有这样，才能适应结构性失业带来的阵痛。

专家们认为，未来加强人机协作是应对
“结构性”失业的最好方法。“取长补短，才是机
器存在的理由；互助共赢，才能克服对机器的
恐惧；人机协作，才是人机关系的主旨。”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宗光称。

今年 6 月，图灵测试——一项判

断计算机是否具有人类智能的著名测

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通过者：一款模

仿 13岁小孩的聊天程序。

虽然结果有争议，但依然有人高

呼：机器人真的来了！

因其拟人的行为与形态，人们在

影视与文学作品中发挥着自己对机器

人的无穷想象。

或温情或悲情，有警醒有思考，但

无论如何，这些作品都离不开围绕机

器人的几大探讨：它终究是什么？它

最终会发展成为什么样？它与人类到

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早在1940年，科幻作家阿西

莫夫就提出了“机器人三原则”，这套

为奇迹人设定的行为准则逐级递进：

第一条，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

坐视人类受伤害；第二条，除非违背第

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第

三条，在不违背第一以及第二法则的

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这也是很多科幻小说沿用的原则，

甚至以此为基础让机器人陷入逻辑怪

圈。一方面，机器人可以完成人类不适

合或不愿意去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日

益增长的人力成本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

水平又促进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近几年，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

联网等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

合的步伐不断加快,3D 打印和人工智

能迅猛发展，使得制造机器人的软硬

件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降低、性能

不断提升。

生活里，家用的扫地机器人、在北

京协和医院早已正式上岗的抓药机器

人，都让我们和“它们”有了近距离接触

的机会。有专家称：机器人制造的进步

和应用是20世纪自动控制最有说服力

的成就，是当代最高意义上的自动化。

目前，即便中国的工业机器人销

量已居全球首位，业内仍预计今后两

年中国市场需求会翻番，毕竟我国制

造业每万名工人拥有机器人仅 23 台，

不但远低于日本 332 台的水平，也低

于 55台的世界平均水平。

事实上，与“被机器人偷走饭碗”、

“机器人拥有了人类的思维并最终不

可控”等担忧相比，人们最直接的反应

是：机会来了！

2013 年，美国发布了机器人发展

路线报告，其副标题就是“From In-

ternet to Robotics”，把机器人与互联

网技术并列；近期，欧盟启动了全球最

大 民 用 机 器 人 研 发 计 划 ——

“SPARC”，计划到 2020 年投入 28 亿

欧元，创造 24 万个就业岗位；日本也

制定了机器人技术长期发展战略，将

机器人产业作为“新产业发展战略”中

7 大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安卓之

父”安迪·鲁宾说，机器人科技还没能

充分服务于制造业和物流市场，而这

是清晰可见的机会。

当“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

元的价值、我国将成为机器人最大的

市场时，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

能应对这场竞争?

当“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和应用成为衡量

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

的重要标志时，我们能否抢占技术和

市场的制高点？

迎接这场革命，应是当下的选择。

迎 接

“机器人革命”
□ 陈莹莹

人机关系：人机协作是主旨

机器换人：技术红利显优势

9 月 3 日，在沈阳举办的第十三届中

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国家高新技

术装备展上，一款自动化机器人在一个

汽车生产线上工作。新华社 姚剑锋摄

在 北 京 举 办 的 2014

亚洲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业

机器人相关企业和单位展

示了其最新成果。其中，

工业机器人是本次展会的

重点内容，展示类别包括

工业机器人本体、应用产

品与解决方案、开发平台

与软件技术等。

（资料图片）

随着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

装备的革新，码卸垛机器人在物流搬运

行业正得到更广泛应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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