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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由机器人独立主持的发布会
……”在本周举行的 2015 世界
机器人大会上，继日本 Pepper
机器人之后，北京康力优蓝机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国内
第一个可量产的大型服务机器
人“优友”，以破天荒的“自我介
绍方式”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

优友身高 1.28m，重 60kg，
神似电影中的机器战警，外壳
采用白色环保 abs 材料，光溜
溜的头又颇像外星来客，腿部
采用轮式驱动，双手五指俱全，
每根指头可以独立运动，手臂
各具有 10 个自由度，可以高度
自由地呈现各种姿态。

在细节方面，优友的大眼
睛很萌，平时闪烁着优雅的蓝
色，实际上它们是两个触摸屏，
可以实现类似手机界面的系列
操作，例如上网。在和人交流的
时候，这对大眼睛可以变换色
彩和图像，并且具有人脸识别
能力，随着交流对象的移动，优
友能够及时转动头部进行运动
追踪；头部具有两个自由度，可
以上下 50 度旋转，左右 150 度
旋转；额前和颈前各安装有 1
个高清摄像头，颈部还有 1 个
环境感知摄像头；相当于耳朵
的高灵敏度麦克风阵列位于头
顶，而在人耳的位置，优友安装
着扬声器和触摸感应器。

众所周知，一个真正的服
务机器人势必具备视觉智能、
感知智能、语言智能等多个方
面的智能，并且要体现出人性
化水平，外观、情绪以及人性化

交互，从而展现“人”的一面。因此，优友最大的
特点是分别创建了听、说、看、运动、感知、情感
六个模块，这是能够让它变得更智能的主要原
因。例如关于听，它可以听懂中英文以及国内 24
种方言，可以识别每个人的声纹，当用户做了一

种声音录入，再次说话时，机器人便能马上分辨
出说话者的身份。同时可以对语言和文字采用合
成的技术，对用户想听到的声音进行合成，比如
亲人的声音、爱人的声音。

在技术上，优友已经整合了多姿态人脸识
别与手势识别、深度智能学习引擎、3D 智能场
景地图创建系统、自主环境感知系统和智能数
控编辑系统技术，同时，全球开发者创造的各种
应用可以通过自主研发的 myrobot 系统操作提
供的 App 接口集成到机器人身上，使机器人进
而具备各种功能。那么，这样的机器人目前究竟
可以做什么？

首先它可以做到的就是场馆导览，它可以借
助导览技术，完全替代解说员的工作，下了班它
还可以做安保和做大数据的搜集。同时，机器人
也是很好的商场的导览和导购，或许它的动作还
没有那么灵活，但是它可以招揽人气，可以准确、
不知疲倦地介绍每一个商品信息，并且实时抓取
消费者的大数据信息。此外，机器人还可以在餐厅
做迎宾服务，可以通过人脸识别，与老客户进行交
流。目前，一些服务机器人已经进入了银行体系，
承担迎宾和信息咨询等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机器
人也是一种全新的端媒体，无论在家还是商业场
合，它都可以做到目前传媒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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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些职业是肩负着
很多人生命安全的职业，比如
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员。他们
手下的每个操作都经过职业训
练，并且有多重保障确保运输
工具的安全。然而，凡事总有意
外，一些人为因素可能会打破
安全平衡，发生事故，比如疲劳
驾驶。

为了确保安全，需要保证
这些人员上岗和工作时身心指
标正常。不过，身体是否健康可
以通过定期体检监测，但是心
理活动是否正常通过肉眼观察
则很难掌握。

近日，在上海召开的工业
博览会中，某科技公司就推出
了一款可以监测佩戴者精神状
态的“安全帽”。

“神奇”的帽子

人类对脑电波的研究由来
已久，但此前基本集中于高端
的研究领域，很少在日常生活
领域见到。然而随着科技的发
展，特别是柔性材料的成功应
用，让不少以前遥不可及的科
技成功落地，这款智能安全帽
就是其中之一。

该科技公司总经理马清宝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公
司刚成立时就想主打脑电波监测的产品，但是由
于脑电波采集的技术门槛较高，在研究领域应用
时“脑电图接触的是整个头部，采集点很多，而可
穿戴设备不可能设置这么多的接触点，因此数据
准确度受到很大限制”。

也是在两三年前，首块柔性锂电池诞生在美
国西北大学，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一块近乎透明
的材料中亮着一盏红色的 LED 灯，不论材料两
侧的人如何用四只手拉扯，LED 灯一直保持通电
的状态。这种柔性材料里包含着纵横交错的电子
元件，让以前收集脑电波时使用的烦琐设备变得
更小。

进而，柔性材料也可以被设计为包裹大脑的
形状，里面安装了芯片，被紧贴在安全帽上，一举
解决了小体积多点的监测限制。

当然，要想监测高铁驾驶员的脑电波情况，
光靠安全帽还不够，与之配套的是一块安全手
表，内置 3D 加速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被广泛应
用于手机，能够同时测量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
可以监测佩戴者的动作。

安全帽中的芯片和安全手表将采集到的信
息均通过无线发送至车载控制器，并通过车载控
制器预处理后统一上传至云端数据中心。然后，
云端数据中心会对所采集的动作行为信息、脑电
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并根据后台制定好的数据，
判断佩戴者行为及精神状态。如果云端数据中心
处理结果发现异常，会即时将分析结果变成处理
指令，再反向送达至芯片和安全手表，对佩戴者
发出指令或进行报警。

简单信号有大作用

“这应该属于脑电波信号中比较简单的应用
方式。”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心
理学系教授周晓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监
测的内容也是针对精神状态，比如疲倦等。”该公
司员工也表示，如果司机行为异常或有疾病等发
生，这套系统可快速让后台了解，甚至在远程让
列车刹车确保旅客安全。

虽然，很多操作系统已经逐步摆脱人工时
代，但是这种人机系统作业方式的技术和信息的
密集化，让机器设备的关键部分更依赖操作人
员，这就要求操作人员保持警觉性作业。实际上，
根据国际上权威机构的事故统计数据，由人的失
误造成的安全事故比例重大，其中作业疲劳作为
人的基础不良状态极易诱发人的行为和决策失
误，最终可能诱发安全事故。比如美国国家公路
交通安全管理局（NHSTA）曾经保守估计：每年
有 10 万起交通事故是由驾驶员疲劳引起的，造
成 1500 人死亡，71000 人受伤，125 亿美元的经济
损失。而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 2004 年的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 60%的成年司机（约 1.68 亿）承认自
己曾疲劳驾驶，其中 37%（1.08 亿）的美国人曾在
方向盘上睡着。

“这类的设备就是提醒的作用，让人从疲倦
的状态中恢复，避免人祸的发生。”周晓林表示。

关注大脑

据悉，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初步和上海铁路局
达成了意向，将于近期在部分高铁、动车和货车
线路上由列车司机进行测试。

其实，在脑电波应用的领域中，这种产品只
是“初露锋芒”。“很多与生物反馈相关的领域都
可以应用脑电波相关科技，比如儿童学习、飞行
员训练等。”周晓林告诉记者。

今年 7 月，一辆经过改装的宝马 i3 汽车就实
现了脑电波驾驶。来自 Money Super Market 公司
的研发小组先将这辆宝马车的驾驶员座位替换
成一个可以根据指令踩刹车和转动方向盘的机
械装置。然后研究人员给驾驶员带上一个脑电图
神经头罩来监测其脑电活动，同时训练驾驶员远
程驾驶这辆汽车。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向左向右
指示，而是通过训练中给每个指令关联一个确定
的思维模式。比如，通过训练，软件可以将一个人
想着一个漂浮气球关联到向左转。当这个定制软
件确立了每个指令的大脑信号，它向车内的机械
装置发送一个射频信号，机械装置再根据指令执
行动作。

虽然脑电波应用前景颇广，但是因为大脑的
功能比较复杂，人类对其认知有限，且脑电波信
号收集并不容易，也注定了可穿戴设备在脑电波
信号采集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将来，人
们可以完全凭借意志就能完成汽车驾驶、家务甚
至工作。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拥有一
定“自保”能力的人类已经准备了几套方案，核弹头
打散小行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由于包裹地球的小行星数量众多，其结
构、密度不尽相同，提前发现的时间量不同,应对的
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果提前发现的时间足够长, 则
可以使用引力拖车的方法；如果提前发现的时间较
短，就要用火箭或者核弹头撞击方法应对。”王思潮
解释说。引力拖车就是通过重力作用使可能撞击地
球的小行星改变轨道。宇宙飞船无须在小行星表面
登陆，只需要在其上空盘旋，利用这两个物体间的

引力使小行星逐渐偏离轨道。
不仅如此，还有科学家提出，可以让太空飞行器以

与小行星相同的速度和方向与它“并肩而行”，当两者
达到相对静止的时候，用机械臂去“推一下”，改变其运
行轨道；或者在小行星上安置“巨型火箭驱动器”，改变
其轨道。另外一种“一了百了”的方法是，在太空中放置
一个巨大的聚光镜，通过反射太阳光将小行星汽化。

当然，“这方面曾经引发讨论，但尚未作过演
习。”王思潮解释说。现在人类能做的就是完善监控
网络，随时监控小行星的动向，并为威胁较大的小行
星进行“体检”。

核弹头只是方法之一

军事空间

俄罗斯准备试射
最强洲际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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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媒体 11 月 17 日
报道，被克里姆林宫寄予厚
望的新一代“萨尔马特”重
型洲际导弹将于 2016 年第
三季度进行试射，原型弹的
组装工作将于 2016 年春夏
之交在普列谢茨克航天中
心完成。报道称，相关机构
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种
俄罗斯史上最强洲际导弹
的发射工作。尽管新导弹试
射的时间已比原计划推迟
数月，但正式服役时间没有
改变，还是 2018 年底。

今年7月，就曾有媒体
报道过“萨尔马特”重型洲
际导弹，并称其为“4202项
目”中的一部分。“4202项目”包括一系列能在
超音速条件下完成俯仰（垂直面）机动和搜索

（水平面）任务的飞行器，如果该项目完成，将
能战胜任何未来反导系统。

按照计划，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俄军
至少将为多姆巴罗夫战略火箭兵团配置 24
个这样的超音速飞行器战斗部。

而作为其中的重头戏，“萨尔马特”重型
洲际导弹最早设想出现于 2009 年底。当时，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什瓦琴中将宣布，俄
罗斯将研制新型重型液体洲际导弹，以替换
即将退役的 SS-18、SS-19。随后不久，马克耶
夫国家导弹中心、俄罗斯通用机械设计集团

（礼炮设计局等组成）等单位开始新型导弹的
预研工作，并参加项目竞标。2011 年初，该项
目竞标结束，马克耶夫国家导弹中心的方案
脱颖而出。同年，俄国防部副部长波波夫金表
示，俄国防部已将新型液体重型洲际导弹项
目列入俄联邦《2011-2020 年国家武器装备

计划》，预定于 2016 年完成导弹设计研制工
作，2018 年装备部队。

据俄国防部副部长尤里·鲍里索夫透露，
“萨尔马特”总重达到 100 吨，长度超过 35 米，
弹头重约 10 吨，能携带 10~15 枚分导核弹头，
射程超过 1.1 万公里。这种导弹不仅对飞行轨
迹进行优化设计，而且能让分导弹头从不同方
向发起攻击，包括绕过南极实施核打击，性能
远超上一代产品———SS-18“撒旦”。

此外，“萨尔马特”导弹的作战部不仅能
安装核弹头，还能安装其他突防系统，美国目
前尚无同类导弹。据介绍，“萨尔马特”导弹共
有两级，重量不会低于 100 吨，圆概率误差为
150 米 ~200 米，可携带 8~10 枚分导弹头。

据悉，“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导弹将于 2016
年 3 月先在普列谢茨克进行模拟井下“冷发射”
试验，七八月时进行正式飞行测试。如果一切顺
利，俄罗斯将不再进行更多的重复试验，从而加
速导弹的列装过程。 （原鸣整理）

拿什么摧毁小行星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近日，一项由中国科学院紫金
山天文台研究员季江徽课题组领衔
的合作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的英
国自然出版集团旗下期刊 《科学报
告》中。这项研究显示，穿过地球轨
道的最大的近地小行星———4179 号
小行星“图塔蒂斯”对地球构成了威
胁。通过勘测，这颗小行星很可能只
是因为微重力而聚集在一起的一堆
碎石，所以有媒体称，专家认为面对
这样的小行星或可用一枚核弹头将
之击毁。

用核弹头摧毁小行星的论点并
非第一次出现，在 2013 年 5 月，爱荷
华州立大学小行星偏转研究中心主
任 Bong Wie 就曾在一次美国举办的
国际空间发展会议上，向与会者描述
了他的研究———利用装有核弹头的
太空飞船摧毁小行星。Bong Wie 随
即解释了其工作过程：反小行星太空

飞船由动能撞击器组成，并装载一枚
核弹头，在到达小行星之前，反小行
星太空飞船将分开，其中一部分在小
行星上轰炸出一个陨石坑，另一部分
则将搭载核武器在飞船撞击小行星
后在陨石坑内部爆炸。

这样将小行星炸成碎片从而令
其消散，失去对地球的威胁。而且，
Bong Wie 相信 99%以上的小行星碎
片在分离的轨道上不会撞上地球，这
极大地限制了对地球的撞击。对于那
些可能会撞上地球的碎片，它们在进
入地球大气层时就会完全燃烧，因此
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威胁。

虽然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在眼前，
但是由核弹头出马摧毁小行星的举
动听起来还是有些玄幻，更令一些人
不解的是，那些小行星明明距离地球
很远，为何要杞人忧天地认为它们会
砸下来？

尽管有些人对小行星撞击地球的
言论一笑了之，但是事实证明，这并非
一个“危言耸听”的故事，而是一个随时
随地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事故。

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重要证据，
曾经“霸占”地球 1.6 亿年之久的恐龙
就灭绝于一次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灾
难。2009 年，来自中国的古生物学和
物理学家黎阳在耶鲁大学发表论文
称，6500 万年前，一颗类似小行星的物
质不仅撞击了地球中美洲地区，还撞
破了地壳，致使地球内部岩浆汹涌喷
出，撞击造成的超级火山爆发，导致整
个地球被浓浓的火山灰和毒气所覆
盖。地球上的生物长时间不见阳光，植
物无法光合作用，大气层氧气含量极
低。综合这些因素造成了当时地球生
物的大灭绝。

在 2013 年 2 月 15 日，俄罗斯车
里雅宾斯克州发生天体坠落事件。根
据俄紧急情况部的说法，坠落的是一
颗陨石。它在穿越大气层时摩擦燃烧，
发生爆炸并产生大量碎片，形成了所
谓“陨石雨”。在坠落区域，许多建筑的
窗户玻璃破裂，该事件造成 1200 多人
受伤。

“目前被发现的近地小行星已经
有 1 万多颗，而这些只是围绕在地球
周围近地小行星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

之一。”季江徽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而此次论文中提到的 4179 号小行
星“图塔蒂斯”，则属于其中体积最大
的一颗。

2012 年，我国曾“派出”嫦娥二号
卫星，近距离观测“图塔蒂斯”。结果发
现，“图塔蒂斯的大小约为 4.75 千米
乘以 1.95 千米，差不多每四年接近地
球一次。因此，曾经在 2004 年时与地
球最接近，相距 100 多万千米。”季江
徽介绍道，“这么大体积的小行星很少
如此接近地球。”

而当年在俄罗斯造成灾难的陨石
不过直径 10 米大小，“如果图塔蒂斯真
的撞击地球，那么造成的灾难将是毁灭
性的。”季江徽表示。设想一下，如果小
行星撞击到陆地，即便是人烟稀少的地
区也会造成地壳震动，连累周边房屋毁
坏，如果降落在繁华的大都市，造成的
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当然，地球上 73%
是海洋，小行星坠落海洋后虽然不会直
接伤人，但是会引发海啸，2004 年 12 月
印度洋的海啸就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
经济损失。更可怕的是，世界上很多经
济发达的大城市都在海边。一旦发生海
啸，那些城市会被瞬间淹没，造成全球
经济的瘫痪和半瘫痪，数以百计的人死
亡。”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

小行星撞击地球不是“天方夜谭”

地球外围的小行星数量不会随着时间慢慢减
少。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些“流浪”的小行星大部分
来自木星和火星之间的区域。“因为木星的引力大，
对小行星进行引力扰动，致使它们的轨道发生变化，
就会慢慢来到地球附近。另外小天体源于各向不均
的热辐射而获得微弱推力的雅科夫斯基效应也会拉
近小行星与地球的距离，增加其对地球的威胁。”季
江徽解释道。

面对有增无减的小行星，人类利用地面望远镜
监测它们的运动。“目前，我国也拥有了近地天体望
远镜，并且加入了国际近地小行星的监测预警网
络。”季江徽解释说。他提到的近地天体望远镜，坐落
于江苏省盱眙县，具有大视场、强光力、高精密等特

点，主要用于搜索发现可能威胁地球的近地小行星，
保卫地球安全。该望远镜是我国首台亿像素近地天
体望远镜，口径为 1.2 米，分辨率达 1 亿像素，于
2006 年 10 月启用，目前已发现多颗近地天体，监测
了数以千计的威胁地球的“不速之客”。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大口径的近
地天体望远镜，紫金山天文台目前正在积极酝酿 2.5 米
口径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可用于监测和发现更多的危
险小天体。现在最好的近地天体望远镜为美国的大口
径全天巡天望远镜 LSST，已在智利奠基建造，口径达
到 8.4 米。”季江徽表示，“而且，我国可以再发射一个空
间望远镜，弥补地面望远镜无法观测正对太阳方向的
缺陷，对近地小行星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监测。”

关注外太空也是关爱人类本身

4179 号小行星“图塔蒂斯”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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