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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号探
测器在深空中围绕彗星“67P/楚留
莫夫·格拉希门克”运行期间，已经
揭秘了这颗彗星的一些令人吃惊
的特征。

这个探测器随机携带的仪器并
没有勾勒出一颗被冰覆盖的明亮彗
星的画面，而是发现，事实上从一些
波 长 范 围 来 看 ，67P 比 木 炭 还 要
黑。科学家借助“罗塞塔”号上的科
学仪器——紫外成像光谱仪Alice，
至今仍未在67P的表面发现任何大
块的水冰斑块。美国科罗拉多西南
研究所的Alice首席调查员艾伦·斯
特恩说：“这颗彗星表面的不反光程
度，可以用来证明它上面存在水冰
的证据是如此之少，令我们感到有
些吃惊。”科学家以前认为，这颗彗
星的表面应该含有冰，因为它距离
太阳是那么遥远，根本没有阳光会
把它上面的冰雪融化掉。

这颗彗星的直径大约是 2.5 英
里（4 公里），每 6 年半围绕太阳运
行一周，现在它正朝着太阳的方向
飞去。

深空彗星
特征揭秘

好奇者说好奇者说
科学地平线

不用针头也能注射，孩子再也
不用害怕打针了。日本开发的一种
新型注射器不用针头而靠气泡压力
注射，只需将注射器紧贴皮肤，没有
疼痛感就可以将药物高精度地输送
到目标位置。

目前市场上也存在无针注射
器，它们通常是依靠弹簧的力量产
生高压来发射液体，穿透皮肤后将
药物送到肌肉，但却有可能损害神
经，而且多少还是有一些疼痛感。

芝浦工业大学副教授山西阳子
率领的研究小组新开发的这种无针
注射器全长约 10厘米，它利用在液
体中施加电压来高速发射气泡，利用
气泡破裂的力量在细胞上开出微细
的孔，然后通过这个孔将含有药物的
微小气泡注入细胞内部。气泡的气
体收缩后，只有药物到达患部。

由于方向性很明确，新型注射
器能针对局部进行高精度治疗，而
且由于开出的孔只有 4 微米左右，
对细胞的损害很小。

没有针头
也能打针

科学达人 杨孝文
栏目主持 本报记者 李月红

记者 郭兴华

本报讯 你能想像到的机器
人是什么模样？

是可以自由变作汽车、飞机
的变形金刚？是冲杀于枪林弹雨
的“硬汉”终结者？是坚守岗位服
务地球的瓦利？是拥有艺术家般
设计才华的剪刀手爱德华？又或
者，你心中的机器人，还是工厂车
间中笨重机械手臂的模样？

一千个人心中，也许会有一
千个机器人的样子。

如今，一个可以触摸到的机
器人的时代已经到来。接下来，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入我
们的工作、生活，成为人类的帮
手，完成复杂的任务，甚至是人类
器官或能力的延伸。

你做好准备了么？
12 月 7 日结束的 2014 中国

（杭州）机器人与智慧产业西湖论
坛暨浙江省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
成立大会上，国内外机器人专家给
我们描绘了机器人时代的模样。

智慧制造的能手
“不要孤立地看待机器人，它

是和科技新浪潮融合在一起的。”
著名机器人专家、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王田苗认为，以移
动 互 联 网 、
物联网、大
数 据 、云

计算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信
息技术革命浪潮方兴未艾，机器
人技术与新兴信息技术必将实现

“无缝衔接”。以此为基础，机器
人在今后最大的用武之地之一将
会是“智慧制造”。

何为“智慧制造”？我们可以
畅想一下。如果一个女孩需要一
瓶香水，那么她不必前往商店，也
不必在网店“淘货”，她可以通过
网络下单，注明自己的个性化要
求，发送到“智慧工厂”；然后，那
里的装配机器人会将香水瓶贴上
射频标签，标签信息会自动与生
产机器人进行连接，告知客户所
需要的产品种类、香型、瓶盖颜色
和商标，机器人会按照要求进行
调配生产，在装配线上，相邻的两
瓶香水极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产
品。最后，成品会转送给物流机
器人，按照地址送到客户手上。

作为未来科技及产业发展的
大趋势，这样的“智慧制造”将会
颠覆工业和商业，而形形色色的
机器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日前，电商巨头亚马逊启用
了 1.5 万台机器人，应对圣诞购物
季。这些机器人管理员被部署在
亚马逊的各大仓库，人类员工只
需在某个地方等待，矮矮胖胖的
桔黄色轮式机器人便会将装满货
品的货架推送过来，以便他们扫

描所需商品。在机器人的帮
助下，一名员工每小时可

扫描 300 件商品，工作效
率是之前的整整三倍。
与此同时，富士康等全
球制造业巨头在大力推

进“ 机 器 人

替换工人”的计划。虽然如前面
所描述的“智慧制造”的整体规模
化尚需时日，但机器人在工业供
料、制造、仓储、物流等领域的局
部应用早已屡见不鲜。

“关键是实现各个过程的联
网，让各环节的机器人实现‘对话
合作’。”在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
大学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丁汉看来，今后，机
器人技术的发展方向，将会是以人
为中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深度融合。当全球信息技术的浪
潮愈发汹涌澎湃，我们告别网上

“淘货”，通过“智慧制造”自由“造
货”的时间也许已不会太久。

居家生活的帮手
如果有人说你“笨得像一台

机器”，很可能会令你大为光火。
如今，在不少人印象中的真实机
器人，还都是“傻大笨粗”的模样。

你是否能想到这样的场景：
大风的下午，你的房间监测机器
人告诉清洁机器人说该擦玻璃
了，上面已经蒙了一层灰；烹饪机
器人对冰箱机器人说请给我肉骨
头，我要给主人炖汤了；冰箱机器
人回答说没了，然后对餐桌边“打
盹”的购物机器人说：“兄弟，该去
买骨头了！”

这不是科幻片，这些聪明的
机器人进入寻常百姓家，帮助人
们打理家务，也不是什么遥不可
及的梦想。如今，具有扫地、擦窗
等功能的家用机器人虽然已经问
世，但也仅是少数家庭使用的稀
罕物，且技术还并不完全成熟。
但正如德国汉堡大学计算机学院
TAMS 研究所所长张建伟所展望

的，要不了多久，具有助老助残、
智能家居、娱乐教育功能的机器
人就会大规模地进入家庭，成为
照顾人们饮食起居的“机器保
姆”。

如今，对于家庭服务机器人
这个尚待开垦的领域，众多国内
外科研单位及企业都有了实质性
的行动。甚至谷歌、百度等互联
网巨头也针对这一块潜在的市场
展开了一系列“不务正业”的收
购。例如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
谷歌，已经“无法停下他们购买机
器人公司的脚步”。在过去的几
个月里，这家搜索巨头所收购的
公司里有四分之三都是造机器人
的。谷歌甚至买下了一家“建造
机器人头脑”的公司，这家公司的
自我描述为“制造顶尖的人工智
能”，使用“机器学习以及神经系
统构建功能强大的算法和计算技
术”。

“今后的服务机器人将具有
足够的处理能力，必要情况下还
可以借助云计算，足以应对家庭
服务的各种需要。”科技部高技术
研发中心研究员刘进长对家庭服
务机器人的未来十分看好，他甚
至预计，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
加剧，未来围绕养老服务的机器
人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同时，在机器人的个人使用
方面，“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与
应用也正在高速推进。不久的将

来，对一些丧失运动能力的残
障人士、中风患者，可以穿戴这

种机器人，替代肢体的
运动，成为身体的另外
一套骨骼，好莱坞电影

中的“钢铁侠”最终将成为照进生
活的现实。

也许，是时候闭上眼睛，重温
一下《机器人总动员》中的机器人
所说的那句经典对白：有您快乐
所需的一切，您的需求对我们至
关重要。

多种职业的高手
走进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机器

人，带给人们的也不光是利好，还
有坏消息——有可能会导致失业。

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技术越来
越成熟，机器人已走进众多行业，
逐渐取代人工劳动。甚至某些领
域机器人完成工作的速度和质量
已超越真人。根据英国牛津大学
的一项研究报告，有 700 多种职
业，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境况。

近两年，美国的一些金融机
构开始通过软件和算法，遴选出
贷款风险最小的借款人，这些金
融机构已不再雇佣信贷员，未来
机器人完全可以胜任这一岗位。
零售和快餐行业，也是“机器换
人”的另外一个高风险行业，国内
外许多餐馆已经部署了自动化系
统，可以让顾客通过智能终端点
餐。宁波一家餐厅，最近添置了
一批“机器人跑堂”：当顾客点了
菜，送餐的不是服务员，而是一台
笑呵呵的送餐机器人。据餐厅老
板介绍，这些机器人会说 40 句基
本用语。此外，图书管理员、导
游、秘书等服务性工作，都将面临
机器人的巨大竞争。

“在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娱
乐、医疗、保健、旅游等领域都会
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的身影，‘机
器换人’是大势所趋。”浙江大学
机器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世强表
示，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成本提
高给“机器人劳动力”带来的巨大
市场需求。

在牛津大学的报告中，律师、
歌手、记者等位列可能被机器人
取代的前十位职业，这多少有些
出人意料。而不久前，一些财经
媒体、体育媒体已经开始了“机器
写作”的尝试。但不少业内人士
指出，如记者这样的职业，一些数
据性、描述性的报道工作完全可
以由机器人完成，但调查报道等
个性化的创作，仍需要人类大脑
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机器不能
取代的。同样的道理，就不难理
解舞蹈编排、画家等艺术类职业，
为何排在最不容易被机器人取代
的职业之列。

“也许人的就业方向将愈发
集中于那些必须依赖大脑的职
业。”在朱世强看来，人们是该考
虑未来如何不被机器人“抢饭
碗”了。

国内外专家汇聚杭州畅想科技新浪潮

机器人机器人，，未来新角色未来新角色

宁波慈溪市一家港式餐厅中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具有自动
送餐、空盘回收、菜品介绍等功能。 郭戟铠 摄

宁波慈溪市一家港式餐厅中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具有自动
送餐、空盘回收、菜品介绍等功能。 郭戟铠 摄

右图：智能机
器人在打乒乓球。

胡学军 摄

下图：
智 能 机 器
人 在 人 们
面前跳舞。
胡学军 摄

这 款 名 为
“NAO”的机器人，可
以模仿真人的各类
动作，会舞动，也会
练习功夫。吕斌 摄

临安是国家森林城市，山多林
茂，在层峦叠翠的林间，活跃着一
支以林海为战场，被群众亲切地称
为森林资源“绿色卫士”的科技工
作者队伍，而临安市森林植物检疫
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胡国良就是
这支队伍中的优秀代表。

30 多年的时间
里，他潜心钻研森林

病虫害防治技术，走遍了临安 390
余万亩林地的沟沟岔岔，在森防科
技创新、服务农村发展和促进农民
致富中做出了贡献。

潜心研究，让核桃硕果累累

山核桃是临安山区林农奔小
康的支柱产业，及时有效地防治山
核桃病虫害对于林农增收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山
核桃产区经常出现山核桃光开花
不结果的情况。为了解开山核桃
光开花不结果之谜，他和森防站同
志一起，深入林区在雄花序、雌花
朵上仔细观察，并查阅了大量科技
资料，发现原来是一种虫体较小、
隐蔽性强、名叫花蕾蛆的新害虫在
作怪。随后，他就带领科技人员，
对花蕾蛆的发生规律、生活史进行
详细地观察研究，在成虫开始羽化

时期，不论刮风下雨，多次黑夜上
山观察，终于掌握了害虫生长发育
的规律，并找到了行之有效的防治
办法和有效药剂，每年从中挽回经
济损失上千万元。

本世纪初，临安市山核桃产
区又发现一种发生普遍且危害十
分严重的怪病。为了搞清病害起
因，胡国良又立即开展研究，在实
验室内观察病原菌，一操作就是
10 几个小时，在山上调查试验 5~6
小时下不来，春季上山满身湿淋
淋，夏季上山全身热辣辣。后来，
在农林大学专家指导下，病害终
于得到了攻克，病名定为山核桃
干腐病。在摸清病因，找出药方
的情况下，他把有效的防治方法
和有效的农药及时推广到生产中
去，发动和指导林农开展全面防
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执着追求，让竹笋拔节生长

竹笋是临安市农村经济的又一

大支柱产业，然而，近几年来，竹笋

病虫害发生越来越严重。胡国良结

合实际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他一

丝不苟地进行调研、观察、饲养。

通过几年努力，课题组查清了

临安64种食用竹的主要病虫害，首

次发现 3 个新种和 1 个中国新记

录，并对10余种主要病虫害生物学

特性和发生规律进行详细研究，填

补了国内空白。2000 年通过专家

鉴定，整个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这一科技成果推广防治面

积 11 万余亩，竹笋产量亩均增幅

20% ~25% ，直 接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5500 万元，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科学建议 让松树郁郁葱葱

临安又是一个拥有 83 万亩松

林的山区生态林业市。近年来，却

四 面 遭 受 松 材 线 虫 病 的 严 重 威

胁。为了做好防范工作，他结合临

安实际，凝聚全站同志智慧，提出

了松材线虫病要“源头严格控制，

路上严格检查，现场严格复检，产

地严格监测”等一系列“内查外拒”

的防范工作新思路。几年来，在这

一新思路的指导下，通过野外的常

年监测，在千秋关等地设站，全面

推行工程治理和领导干部目标管

理责任制，松材线虫病未能侵入，

取得了防范的阶段性胜利。

1997 年以来，锦城、青山湖等

地松林全面爆发日本松干蚧危害，

严重影响临安生态环境。“虫情就

是命令”，胡国良带领全站科技人

员在全面进行虫情调查基础上，及

时向市政府提出了“打孔滴药和打

吊针法”开展防治，很快在各地掀

起防治热潮。目前，临安全市虫情

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松林又变得

郁郁葱葱。

言传身教 让事业后继有人

一直以来，胡国良致力于为三
农服务，积极开展科技推广、科技培
训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作为科技服
务“110”林业专家组成员，他指导带
领临安市林业科技人员和农林大学
学生积极开展山核桃、竹笋和生态
公益林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推广工
作；同时，他每年深入全市山核桃和
竹笋产区，举办森防技术培训班，受
训林农上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5000 余份，并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
术人员和森防科技示范户。他先后
发表论文13篇，出版专著5部，为后
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30 多年来，他曾多次被国家、
省、市党委政府授予“科普先进工
作者”、“优秀科技特派员”、“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04 年，他
被评为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先进个人，今年他又荣获“全国最
美森林医生”称号。这一份份沉甸
甸的荣誉，凝结了一名林业科技工
作者的智慧与汗水，他说他的专业
是林业，他这辈子与山林结缘，将
终身去守卫心中的那片绿色。

潘军强 陈华兵

天目山下的绿色卫士
——临安科技人员拔尖人才、全国最美森林医生胡国良

天目山下的绿色卫士
——临安科技人员拔尖人才、全国最美森林医生胡国良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