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1 月 23 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有一个引人
关注的环节——“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上线仪
式。登台的有一位长相标致、声音甜美、具有高智
商、自由行动的机器人。这个身高 1.6 米的特殊嘉宾
与中国科协常委王春法、工信部办公厅主任莫玮共同
完成上线仪式。这台全场唯一的机器人嘉宾，就是实
体智能机器人“小 i”。

小 i 是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款智能机器人。在机器人群体里，小 i 的智商可谓

“逆天”，它在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和理解、知识
工程和智能大数据等方面已走在行业前列。

为小 i 装上一颗“最强大脑”的就是小 i 机器人
的设计者、智臻公司总裁朱频频。2001 年，朱频频
在读博士期间便参与小 i机器人的研发。2006 年，智
臻公司与微软成为机器人研发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并建立 iBot Platform 为全球开发者提供 MSN 机器
人 研 发 平 台 。 随 着 国 内 互 联 网 行 业 的 迅 速 发 展 ，
2008 年朱频频带领团队研发出国内首个电信运营商
领域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又带领团队开发了机器人生
产和管理运行平台 iBot Enterprise、iBot Cloud 等
系列产品，并研发出搭载智能交互引擎的智能客服机
器人整体解决方案。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最核心的部分莫过于‘大
脑’这个指挥台。”朱频频介绍，目前，市场上许多

“大脑”都由国际大公司主导，硬件则由国内工厂生
产。智臻公司研发小 i 机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专攻
核心语义交互技术及其产业应用，这属于人工智能中
核心的“思考”能力，是真正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做出
反应的技术。

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已经与小 i 的“最强大脑”
有过交流。朱频频带着记者认识了许多小 i 的兄弟姐
妹，“这个机器人扮演的是银行大堂经理的角色，她
可以解答有关银行业务的疑问，也可以起到引导作
用。一些家电、智能家居也通过小 i 机器人实现智能
操作。点开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会发现，以前
的用户自助式浏览变成了网站智能关怀服务，这里面
也装上了小 i的大脑。”朱频频说。

今年，智臻公司发布了创新性的智能机器人云操
作系统 （iBot OS），这是一款能赋予硬件终端“智
能交互”能力的操作系统。只要植入该系统，所有的
硬件终端都能华丽转身成为智能机器人，拥有一颗来
自云端的“大脑”。小 i 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从
虚拟到实体”的产业延伸，加速中国机器人产业应用
落地。

“8+7=？”主持人发问。“等于 15！太简单了，
换一个难一些的吧，不要怀疑‘小胖’的智商。”“小
胖”调侃道。“26 的平方是多少？”主持人追问。

“676！”“小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小胖”，“人”如其名，胖嘟嘟的身子、白白的

皮肤，小黄人样的眼睛，煞是可爱。虽然样子有些笨
拙，但“小胖”练就的本领可不少。“说笑话、播新
闻、报天气、聊八卦、唱歌、跳舞，几乎无所不
能。”随着“小胖”的研发者——北京进化者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李建辉一声令下，“小胖”和
着现场音乐，扭动肥硕的身子翩翩起舞。

事实上，除了简单的语音交互功能，“小胖”还
是一本百科全书，可以帮孩子们解答许多问题，为
孩子辅导学习，做一对一的家庭教师；接受主人语
音指令，自行移动到指定位置，根据指令操控电器
设 备 ， 包 括 空 调 、 电 视 、 热 水 器 、 洗 衣 机 等 。
“‘小胖’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与家人远程聊
天，也可以按照语音设定提醒时间与事项，自主移
动到指定地点向主人的手机发送提醒信息。”李建
辉进一步举例说。

不过，“小胖”的设计初衷却不是这些。“一开
始，只想着‘小胖’能够自行移动，实时监测室内环
境，进行空气净化。”之前从事通讯事业的李建辉，
看到机器人市场前景广阔，毅然辞职加入新公司。

去年 11 月“小胖”立项，一番市场调研后李建
辉发现，人们对机器人功能的需求是多样的，于是陆
续丰富了“内容”。强大的功能需要过硬的技术支
撑。李建辉介绍，机器人“小胖”涉及的主要技术包
括超声波定位、导航，以及双目视觉技术。“这是最
核心的也是最难的。”他举例，机器人不用指令即可
自主运动，必须对室内环境具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再
如，每家的电视尺寸、位置可能不一，完成家电智控
任务也需机器人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状况。“研发过
程中还有很多挑战，经过一点点改进，我们不断完善
现有技术。”李建辉表示。

李建辉告诉记者，今天展现在参观者面前的
“小胖”已是第三版。第一版的“小胖”身高 1080
毫米，略微偏大，占空间，第二版身高 980 毫米，
略微偏小，后经用户测试，采取折中方案将身高定
为现在的 1024 毫米，“不大不小，孩子般的身高，
正合适。”

如此呆萌的“小胖”，售价会不会很高？“明年
6、7 月份才会量产，目前价格暂时保密，但不会超
过 1 万元。”李建辉透露，“小胖”的消费者主要设定
为 4 到 12 岁的孩子，以及独居老人，前不久刚刚发
起众筹，2000 台“小胖”已经销售一空。不过，他
也坦陈，“小胖”眼下还需进行技术改进，“比如，周
围环境嘈杂、家里摆设过多，就会影响他的判断。”
李建辉称。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在这里
——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侧记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沈 慧

作为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部分，

2015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吸引了来

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700 多名学生和教练

员参赛，包括 WRO（世界机器人奥林匹

克竞赛）常规赛和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

赛 两 个 项 目 ，以 及 FTC 科 技 挑 战 赛 和

FRC 机器人竞赛两个表演赛项目。

将多项国际赛事平台齐聚一堂，邀请

国际选手来华共同竞技、交流经验，这在

中国机器人大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楼伟说，

“本届赛事体现出适合青少年的趣味性、

竞争与合作性、科普性、国际性特点”。

比赛现场异常火热。邀请赛展现出

国内外青少年在机器人方面的创意灵感

和熟练操作；显示了通过机器人竞赛培养

“创客”的无限可能；搭建了国际协同创新

平台，昭示着机器人产业在未来发展的蓬

勃生机——

“1、2、3！”在 FRC 机器人设计挑战赛机器人竞
赛高中组赛场上，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来自加拿大
的 Crescent Coyotes 队的机器人“TAZ”忙碌了起
来：抓取飞碟、运送到相应位置，再将它扔到一个“金
字塔”样设备搭载的筐内⋯⋯跟着机器人不断地移
动，操作者、华人选手柯圣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
们期望的目标是 TAZ一秒钟成功发射 4个飞碟”。

现实让他有些沮丧。“在规定的 2 分钟时间内，
我们原计划它能至少发射 10 多个飞碟，没想到操控
系统失灵，只完成了 3 个。”柯圣翰有些无奈地耸了
耸肩。尽管这次“出师不利”，这位 15 岁的中学生对
接下来的赛事仍充满信心：“我们的机器人还是具备
一定战斗实力的。”他笑着说。

FRC 机器人设计挑战赛，是美国非盈利机构
FIRST 的系列赛事之一，也是最核心的比赛项目之
一，被视为最富挑战性的比赛。参赛者需设计和搭
建一个坚固的金属机器人，在 16.26 米×8.2 米的相
当于篮球场大小的场地内，完成规定任务后获得相
应积分，这是本次比赛中最能展现“创客”能力的赛
事，真正体现工业机器人设计所需能力。

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裁判员黄晓祥介
绍，FRC机器人竞赛是面向高中生、大专生的工业级
机器人竞赛，被称作“智力上的大学生运动会”。“它重
在考察参赛队员的编程和操作能力。”黄晓祥说。

青年的智力运动会智力运动会

在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中，一
些少年“强手”特别引人关注。

陈昱安是浙江衢州市柯城区新世
纪学校队的教练员，他带来了 6位小学
生选手，参加比较复杂的 VEX 比赛。
他们曾经是全国小学组冠军队。

陈昱安认为，这次参赛机器人全
部是选手们自制的。VEX 在美国是一
种标配教材，普及率高。但在国内，开
设机器人课的还只是一些有条件的学
校。国内机器人基础教育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但我国机器人教育水平并

不低，在历次国际比赛中都获得优异
成绩，常拿冠军。

来自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队的
蔡致远表示，他对今天的比赛结果比
较满意。对手很强，但是越强越有意
思，赛后他要全力投入到自我改进中。

澳大利亚留学生毛炫宇是此次北
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参赛选手的指导
老师。这位利用假期时间回母校支教
的大学生认为，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
赛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既定规则，遥控
指挥机器人将小球送到指定位置的筐

内。乍一看，任务似乎很简单，其实不
然。“机器人如何设计，怎么编程，才能
在一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
将 小 球 送 到 ，是 一 项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毛炫宇进一步解释，由于机器人
高度有限制且不能延伸，小筐位置又
比较高，只有采取一定的解决方案才
能如愿以偿。经过近 3 个月的精心设
计，小选手们选择了弹射方案，“远远地
将小球发射过去”。机器人比赛的背
后，考验的是解决问题及团队协作的能
力。“没想到选手虽然年龄小，设计、思
维能力却很令人吃惊。”毛炫宇说。

VEX 总裁判长祖浩东说，这次比
赛展现了我国青少年机器人活动的最
高水平。参加 VEX 的 64 支队伍来自
我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证明我国青
少年的机器人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和普及。

胖嘟嘟的脸蛋、耳朵上方架副眼
镜，来自上海莘庄中学的高二学生施
正 哲 ，是 FTC（FIRST Tech Chal-
lenge）机器人科技挑战赛的选手。

FTC 是 FIRST 系列赛事中针对
14 岁至 18 岁孩子的国际性机器人比
赛。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每 9 个学生中
就有 1 人参加过 FIRST 系列比赛。比
赛是基于高通芯片的手机遥控操作，
将队员与机器人充分“连接”，拥有很
强的可设计性和创造性，促使学生初

步探索工业机器人领域。
第一次参赛，施正哲有些兴奋，“与

很多来自国外的选手交流比赛，很长见
识”。2 个多月前，他和队友们开始备
赛。“有一次，由于程序没有写好，机器
人竟然不听使唤到处横冲直撞。”施正
哲说，这次他们的参赛机器人名叫“大
卫”，希望它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正说着，一队头戴熊猫帽的选手
走了过来，这是颇有名气的“熊猫燕尾
服”队！记者上前采访了一位选手，这

位 选 手 说 ，他 们 是 第 一 次 来 中 国 比
赛。“没想到北京这么冷。”他笑着说，

“至于比赛预期，我们的机器人速度不
是很快，比赛名次会中等吧”。

比赛开始了，来自加拿大的 3491
队上场了。4 名队员头戴绿色大檐帽，
好神气。他们自行设计并搭建的金属
机器人，是绿色盒状的。此次比赛主
要考查的是参赛队伍的连锁反应能
力，参赛队通过把大小不一的塑料球
投入中央球筐得分，也可以投入场地
内的移动球筐得分。

3491 队教练 Christina 说，这是他
们第一次来中国参赛，大赛筹备很精
彩。可惜的是，一开场他们队出了点
状况，控制器和绿色盒状的机器人没
有连接上。选手们虽有些掩饰不住的
遗憾，但还是友好地朝观众挥手。

在 WRO（World Robot Olympiad）世界青少
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的常规赛场上，来自世界各
地的小选手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机器人设计与挑战的
激情中。他们带着自己设计的各式各样的乐高机器
人参赛。

比赛时，机器人全自动运行在 2.4 米×1.2 米的
赛台上，要求在规定的 2 分钟时间内完成指定任务
后获得积分。小学组比赛的内容是“采珠”，要求机
器人潜入水下采集“珍珠”（得分物品），每 30 秒需要
上浮换气。初中组比赛的内容是“寻宝”，要求机器
人收集齐 5 个古器（得分物品），同时避开赛台上摆
放的干扰项。比赛现场，状况不断，几家欢喜几家
愁。成功的喜笑颜开；失败的，有的脸色好像要拧出
水来。现场笑声阵阵，非常欢乐。

据了解，WRO 常规赛兼顾知识性、科学性和趣
味性，每队 3 名选手，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完成搭建
和编程。通过比赛能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
力以及团队合作意识。

少年的技能练兵场

科技天才们的嘉年华

聪明“小 i”脑力强
本报记者 杜 芳

呆萌“小胖”本领大
本报记者 沈 慧

娃 娃 的 趣 味 乐 园

①来自北京进化者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的“小胖”机器人是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个明星。

它具有帮助孩子们解答问题，做一

对一家庭教师等功能。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②2015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

赛吸引了众多国外选手。

本报记者 祝惠春摄
③参 赛 小 选 手 在 认 真 调 试 机

器人。 本报记者 祝惠春摄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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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小萝卜”在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博览

会上表演跳舞。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仿人五指灵巧机械手”共有 15 个指关节，每个

手指都能感知触觉。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塔米智能机器人很“骨感”，开放式的设计引

得观众驻足。 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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