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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制

高点，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机器能

够胜任或代替一些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

成的任务。在日前落幕的2019世界机器

人大会上，智能医疗机器人就受到人们

的关注和欢迎。

目前，有一种可穿戴装备，被称作

“外骨骼机器人”，人们只要套上这个

“外骨骼机器人”，就可以变身为“人

机合一”的“钢铁侠”，它已经成为了

医疗康复领域的一款“神器”。

“外骨骼机器人”

让截瘫患者走完马拉松

北京亦庄科技园区的一个实验室

内，工程师们正在对一台外骨骼机器人

做出厂前的最后调试。调试好的外骨骼

机器人将送往医院，辅助截瘫患者进行

康复训练。

最早的外骨骼机器人应用在军事领

域，2000年美国国防部为了增强士兵体

能、提高单兵作战能力，提出了“外骨

骼机器人”的概念。随着医疗领域的需

求，外骨骼机器人的特点被应用到了医

学康复领域。

工程师们采集了300-400个正常人的

运动姿态数据，根据人在行走时髋关

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变化角度，

让机器人可以模拟出人类慢速、中速、

快速行走的几种典型特征。经过千万次

的训练，终于可以让截瘫患者像婴儿般

重新学习走路。

2018年6月26日，中国首款自主研发

的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注册认证，获准上市，这意

味着成千上万的截瘫患者有了重新站起

来的可能。

患者王先生在2017年初不幸患上了

“急性脊髓炎”，严重的脊髓损伤在医

学界至今都属于“世界难题”，患者很

难重新站起来。脊髓炎患者往往伴有严

重的肌张力症状，全身僵硬，王先生的

肌张力最高时达到了4级，需要五六个

人才能把腿掰开，很难依靠人的力量进

行康复。

2017年12月，王先生开始借助外骨

骼机器人进行康复训练，从最初的肌张

力与机器人对抗，到如今能够利用助行

器慢慢行走，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

他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王先生说：“这对我们来说，已经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用这个助行器

可以一口气走130多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

院教授帅梅毕业于清华大学，正是她设

计制造了中国首台获批上市的外骨骼康

复机器人。帅梅介绍，仿人行走在机

器人研发领域里一直是难度最高的一

种。外骨骼机器人的研发涉及工程设

计、动力学、运动学、智能算法等多

项核心技术，帅梅和同事们夜以继日

地搞开发，终于在2014年制作出了第一

台原型机。

此后的4年，帅梅和团队一直在尝

试各种可能，改善产品功能，终于使这

款产品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拿到医疗器械

注册证的外骨骼机器人。

在去年北京、西安、新疆三地的马

拉松赛场上，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

幕，两位截瘫患者借助帅梅团队研发的

外骨骼机器人，用9天的时间走完全程

马拉松，终于打破了国外15天依靠外骨

骼机器人完成马拉松的纪录。

目前，通过近百位患者的康复情

况，已经证实了依靠外骨骼机器人对患

者进行康复训练的有效性。

手术机器人做微创术

能节约一半时间

事实上，在医疗领域，机器人的用

武之地还不止于此，人工智能打造出的

机器人，甚至可以协助医生完成高难度

的脑神经外科手术。

在位于北京宣武医院颅脑大楼的3

层会议室里，神经外科的医生们正在紧

张地讨论着一台手术的实施方案。患者

是一位刚满12岁的女孩，不幸患有先天

性癫痫，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症状发作越

来越频繁，已经到了必须做手术的地

步。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患者

家属带着患者辗转进行了核磁共振、脑

电图等各种检查，但却始终没法确定病

灶的具体位置。

癫痫类的脑部疾病之所以难治，就

是因为很难捕捉到脑部异常放电的区

域，外围检查始终难以探测。医生们正

在商量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在脑部植

入电极，通过脑电监测捕捉癫痫发作时

的刺激反应，从而准确找到引发癫痫的

具体部位。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开颅来植入

电极，但在过去的临床操作中，这种

“大开颅”的手术，风险高、难度大，

对于医生和患者都是一个挑战。但在今

天，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们可以通过微

创来代替传统的“大开颅”。就是把电

极通过打孔微创的方式植入到认为会引

起癫痫的位置，这样就避免了过去那样

“大开颅”的手术。

人的大脑素有“生命禁区”之称，

复杂的血管神经密不可分，牵一发则动

全身，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带给患者灾难

性的后果。但今天，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决定使用一台机器人完成这次手术。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研发负责人刘

达博士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神经外科

手术机器人正是出自他手。他把手术机

器人的工作原理比喻成高精度的GPS和

自动驾驶技术，机械臂通过地图导航，

精准快速地协助医生锁定下刀的位置。

手术过程中，患者需要保持意识清

醒，以便于医生观察患者的大脑功能变

化。耗时越长意味着患者的痛苦就越

大。实施此次手术，需要在患者的头上

开6个直径2毫米大小的孔洞，按照术前

的路径规划，避开复杂的血管神经，把

6根电极植入大脑，从而锁定病灶位

置。传统手术通常需要4个小时，可是

在机器人的辅助下，医生把6根电极以1

毫米精度植入患者大脑深处，只用了2

个小时。

除了癫痫手术，手术机器人还可作

为针对脑出血、脑囊肿、帕金森等病症

的手术辅助医生。截至目前，一万多名

患者已经因此获益。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了8500

万，其中肢体残疾将近2500万，另外我

国脑中风患者的数量超过了千万，并

以每年8 . 1%的速度增加，而这类疾病

的致残率在75%以上。与此同时，伴随

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我国的失

能老人也已经超过了4000万。外骨骼康

复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

无疑将给这类人群的康复带来新希望。

(杨士)

这些医疗AI到底有多牛
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做手术，还能让截瘫患者破马拉松纪录

“魔袋”无人送餐车

支持人脸识别语音交互

在日前举行的2019世界机

器人大会上，美团携旗下无

人配送全场景产品亮相，其

中的一大亮点是新版无人配

送车“魔袋”。

在功能性上，新版魔袋设

计了动态货柜，不仅支持从2个

出餐口进出餐箱，还支持人脸

识别、语音交互等多种交互方

式。在安全性上，该版“魔

袋”有多重安全防护，强化了

行人交互。比如，新版的车身

四面都设计有提示屏和提示

灯，以便于行人正确判断行驶

路径。 (亿欧)

日本“飞行汽车”

试飞高度达到3米

近日，日本电气公司5日试

飞了一辆“飞行汽车”，这个

形似无人机、装有4个螺旋桨的

机器在空中平稳盘旋了大约一

分钟，飞行高度达到3米。

日本电气公司表示，其飞

行汽车的设计基本上是为了实

现无人飞行送货，采用的技术

取自该公司在太空飞行、网络

安保等方面的技术。

常作为好莱坞明星度假胜

地的日本中部三重县，希望

利用飞行汽车来连接周边众

多岛屿。 (仲欣)

美图魔镜

新增太阳镜试戴等功能

近日，美图公司宣布旗下

产品美图魔镜再次与国际彩妆

零售品牌DFS Group达成全球性

合作，继续为其提供智能新零

售场景化解决方案。

今年的合作内容有所增

加，在升级技术后，新增了3D

太阳镜试戴、五官分析。

美图魔镜的AI虚拟试妆功

能可以精准还原各种彩妆产品

在不同的肤色和灯光下所呈现

的色彩与光泽。借助于美图影

像实验室MTlab独家的人脸识

别技术，可检测180种五官组

合进行定制妆容推荐，一键即

可换妆，解决了客户反复试妆

既伤肤又伤神的烦恼。 (王雯)

人工智能编织系统

新手也能织出漂亮手套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研究员开发了一个新的系

统，让计算机来辅助编织工

作，可以自动设计和制造针

织服装。

即使是非专业编织人员

也可以使用该系统从计算机

可定制的模板上创建单独的设

计产品，然后图案会发送到针

织机上，一款你亲自设计制作

的羊毛编织产品就诞生了。

使用模板的优点是，类似

帽子和手套这样常见的服饰易

于重新创造，有兴趣的用户甚

至可以自己从零开始创建属于

自己的模板。 (思明)

看图知新
Kan tu zhi xin

E E 科技看台

近日，6名病态肥胖的美国人已同意参

加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脑芯片临床试验：当他

们考虑食物时，这种脑芯片会产生微小的电

击，以阻止他们产生吃东西的想法。

据悉，这种微芯片最初是为了帮助患有

癫痫症的人而开发的，被称为响应性神经刺

激系统(RNS)。它被编程为监测癫痫发作的

早期迹象，并发出微小的电刺激，以防止癫

痫完全发作。

现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打算

对该设备进行重新编程，以检测一个人开始

暴饮暴食之前的大脑活动。在未来5年里，

将在6个人的大脑中植入RNS芯片，为期18

个月。研究人员将“教”这种芯片识别出发

出暴饮暴食信号的大脑活动，然后对其进行

编程，使其做出反应，发出电击。

据悉，该芯片已经在小鼠上成功测试

过，能够抑制小鼠的暴饮暴食。 (王凯)

迄今最小发动机
仅一个离子大

近日，一个由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理

论物理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建造了世界上

最小的发动机——— 单个钙离子，其体积仅为

汽车发动机的一百亿分之一。这种设备未来

可被纳入其他技术，回收余热，从而提高能

源效率。

发动机本身是带电的单个钙离子，这使

它很容易被电场捕获。发动机的工作单元是

离子的“固有自旋”(角动量)，这种自旋将从激

光束吸收的热量转化为被捕获离子的振动。

研究人员称，这些振动就像一个“飞

轮”，捕捉引擎产生的有用能量。正如量子

力学所预测的那样，这种能量储存在被称为

“量子”的离散单位中。

三一学院的马克·米奇森博士说：

“‘飞轮’让我们可以实际测量一个原子级

发动机的功率输出，首次解决单个能量量程

的问题。” (刘霞)

E 新鲜事儿

给过胖者植入脑芯片
想吃东西就电“激”你

智能手机的未来趋势或许是“无需

触摸”。

在有关摄像头、屏幕、尺寸、连接

性和设计的诸多手机新元素中，人们也

许会错过新款三星盖乐世Note 10手机的

一个细节：可以用手写笔S-Pen体验多

种功能。

S-Pen就像是一根魔杖。为了让它

的使用变得更加直观和简便，三星将手

写笔与应用程序相融合。用户在操作时

完全无需触碰屏幕。

此外，用手写笔还可以拍照。理论

上，这应该可以让和朋友们一起在手机

前摆拍照姿势的人完成变焦、更换模式

等一切操作。

三星已经与其他公司共享了S-Pen

的程序库，以便让更多的应用程序可以

为手机开发手写笔手势。

LG最新上市的手机G8有一个相当

与众不同的卖点：它可以通过识别用户

的手实现解锁。看脸已经不够了，现在

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手掌的细节来解锁

手机。

LG在测试一项由最现代化的相机镜

头识别能力的提高带来的技术。谷歌也

计划使新款手机Pixel 4具备类似功能。

Pixel 4不仅将像苹果手机一样具备

脸部识别功能，还能够借助一款新型传

感器识别手势，并执行相关操作。

该传感器是一种微型雷达。谷歌在

2015年就曾展示过这项技术的工作方

式，并在那以后不断对其加以改进，使

其具备了实用性。

Pixel 4将能够识别人手部的细微动

作并将其转换为逻辑操作指令，如拍

照、解锁手机、拨打紧急号码等。同

样，所有这些操作都无需触摸手机，只

要靠近手机即可完成。

实现用手远程向手机下达指令只是

时间问题，同时也取决于这项技术的价

格合理性和使用舒适度。另一个问题是

这项技术的采用是否会快速普及。(辛华)

智能手机新趋势：无需触屏

E 域外新潮

会自己跟着人走的智能旅行箱，让人游

得更快的水下动力背包，会自己爬楼梯的电

动载物爬楼机……在日前召开的2019世界机

器人大会现场，由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制的

不少智能服务机器人令人眼前一亮，让人感

受到了未来智能生活的便利。

对于经常需要出差旅行的人来说，没有

什么比拖着疲惫的身子、拉着沉重的行李箱

长途跋涉更让人心力交瘁了。如果身边能有

一个会自己跟着人走的行李箱，旅途无疑会

轻松许多。

会上，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携自主研发的

GO TOY跟随行李箱亮相，该产品配置有超

声波探头，能够实时感知与评估周围环境，

判断距离并智能规划路径，紧随在使用者身

后，无需费心照看。

此外，能够解放双脚的GO TOY骑行行

李箱也在此次机器人大会上亮相。该产品在

使用过程中，只需要按下箱体角落的模式切

换按键，就能够让其从拖行状态切换到骑行

状态(反之亦可)，之后调整好骑行杆的高

度，便可以直接骑上行李箱，以最快1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出发了。

外形酷似“钢铁侠”、功能丰富且可穿

戴的水下动力背包在机器人大会上一亮相便

成为“明星单品”。

据了解，该产品是一款可在多种运动模

式之间转换的水下助游器，利用电动推进

器产生的推力，帮助人在水面和水下完成

各种运动。相比于目前市场上的其他同类产

品，该款水下动力背包可以与人体不同部位

结合，形成不同的运动模式，衍生出多种玩

法，只需要经过适当改进，就可成为水下作

业人员的动力装备，帮助他们更安全地完成

工作。

“楼博士”电动载物爬楼机是一种新型

的电动载物爬楼设备，它同时具备搬运重物

上下楼与平地运输的功能，同时可增加不同

工装配件，解决各种搬运难题。

(胡喆 温竞华)

机器人大会上的
“奇葩”新产品

可以骑的旅行箱，会爬楼的搬运机……

E 前沿观澜

骑行行李箱只需要按下箱

体角落的模式切换按键，就能

够让其从拖行状态切换到骑行

状态，以最快10公里每小时的

速度出发了

我国残疾

人总数超过了

8500万，失能老

人也已经超过

了4000万。外

骨骼康复机器

人和手术机器

人的研发和应

用，无疑将给

这类人群的康

复带来新希望

借助“外骨骼机器人”不仅省力，还能帮助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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