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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发现·进展

简讯

水下机器人产业未来可期
———2020年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连）大赛侧记
姻本报记者王之康见习记者裴林

“航向 350、水深 3.88 米，识别扇贝，机
械臂释放，成功抓取。”

9月 19日，大连金石滩，距离海岸约
300米的一处 80平米见方的作业平台上，正
在进行 2020年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连）大赛
自主抓取组的比赛。大连理工大学 OurEDA
队的水下机器人大显身手，抓取了 11个“猎
物”。凭借这一成绩，他们夺得了该组别的决
赛冠军。

自主抓取零的突破

据 OurEDA队领队、大连理工大学水下
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工程师张万辉介绍，这
台水下机器人搭载了双目摄像头，在水体
环境浑浊的情况下也能让画面比较清晰，
同时搭载了水下智能算法，可以实现完全
自主抓取。
“我们这次在自主抓取比赛中实现了零

的突破。”张万辉说，“当时我们的水下机器
人机械臂有一个关节是坏掉的，假如机械臂
是好的，我们可能会抓得更多。主要还是硬
件出现故障，设计上存在缺陷，这也提醒我
们，要在提升技术水平上继续努力，不能满
足于现在的成绩。”

同样在自主抓取组实现零的突破的，还
有北航—中科院自动化所联队，他们今年成
功抓上来一个扇贝。
去年，在参加自主抓取比赛时，该联队

的机器人线缆被海底洋流扯断，最终没能完
成比赛。“今年，我们对线缆部分作了改进，
同时使用了强化学习算法，通过视觉反馈的
信息，能够及时调整相应控制参数，进而在
算法层面实现适应性更强、更自主的抓取。”
该联队成员王世强说。
对于今年首次参赛的该联队队员鲁岳

来说，这样的机会尤为珍贵。

“真正见识到了实际海洋环境下的目标
检测情况，这跟在实验室模拟数据采集，也
就是数据集上进行检测差别非常大。”鲁岳
在这次比赛中负责水下目标识别，他提到，
数据集上采集的图像比较清晰，对速度也没
有太大要求，但在实际应用中，检测速度必
须达到实时效果，而且真实海洋环境更恶
劣，螺旋桨的干扰、洋流的影响等，都会让检
测变得更困难。

据鲁岳介绍，他们下一步将在模拟海洋
环境实时检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高精

度，“这样我们的机器人才能走出实验室，在
实际产业中应用”。

南北双赛推动创新应用

对于产业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信息科学部常务副主任张兆田特别提到：
“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工作来讲，科学
家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多年来也取得了很多
好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呈现形式可
能大多是论文，如何转化到应用当中去，形

成持续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和科技的进步，
这是我们举办大赛的目的之一。”

据了解，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于 2017 年首次
举办，目前已经形成了广东湛江南方赛和
辽宁大连北方赛的南北双赛竞赛模式。其
中，湛江南方赛以 AUV巡航探测为主，大
连北方赛以 ROV智能作业为主。

此次大赛共有 20支队伍参加线下现场
的人机协同抓取组和自主抓取组比赛，另有
290支团队和 170个单人参加线上目标识别
组比赛。

作为国际上唯一的真实近海环境下水
下机器人竞技高端赛事，全国水下机器人
大赛将科研成果同海洋牧场产业有机结
合，开启了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次创新
应用。

发展水下机器人是大势所趋

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在不断发展，
海洋牧场采捕却依然主要依靠人工潜水的
传统作业方式。每逢收获季，潜水员人工作
业不仅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采捕成本
高，而且长期水下作业，也会给潜水员带来
职业伤害。

因此，采用水下机器人进行海产品捕捞、
推进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和工业化水平成为大
势所趋。这也正是参赛队想要达到的目标。

张万辉说，他们的团队下一步将继续在
自主抓取环节上下功夫，“因为从企业角度
来考虑，人机协同终究还是需要一个操作
员，如果能够实现全自主抓取，不仅可以为
企业减少后续投资，也可以延长作业时间、
提高作业效率”。

在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时
代，水下机器人产业未来可期。

大连海事大学章鱼队的水下机器人即将入海。 王之康摄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

揭示台风影响海洋
中大尺度环流动力机制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徐晓璐）中科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尚晓东团队与复
旦大学教授王桂华合作，在台风影响海洋中尺度及大尺度环
流的动力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
于《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海洋》。

长期以来，人们尽管知道海洋对台风有地转响应，然而
人们相信它的强度和尺度，与近惯性响应相比可以忽略。研
究人员基于理论估计和数值模式计算发现，海洋对一般台风
的地转响应的强度和尺度，和中尺度涡的相应尺度都是可比
较的，因此台风能够通过地转响应显著扰动海洋动力过程。

进一步研究发现，台风通过地转响应注入的扰动，仅仅
局限于不超过 200米厚的温跃层薄层。由于地转响应的分布
平行于台风路径，与中尺度涡分布不一致，必然驱使受扰动
的中尺度涡发生三维准地转调整。

通常人们认为，台风通过注入海洋大量近惯性内波能影
响中尺度及大尺度海洋动力过程，即台风激发近惯性内波，
内波破碎增强海洋垂向混合，最后通过混合的改变影响中尺
度及大尺度环流。

尚晓东表示，该研究证明存在另外一条台风影响海洋的
路径：台风通过地转响应注入海洋正位涡异常，扰动中尺度
海洋涡场，随后受扰涡场发生准地转调整，并进一步通过多
台风的累积作用影响大中尺度环流和气候。

相关论文信息：

华东师范大学

实现三代功能化
轮烷树状分子合成
本报讯（记者黄辛）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教授徐林和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孙
海涛课题组跨学科合作，在超分子光化学领域取得进展，实
现了三代功能化轮烷树状分子合成。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美国化学会志》。

因在光动力治疗、光敏催化以及 3D打印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发展新的简易平台体系对于构筑高效率光敏剂具有重
要价值。科学家认为，集成树枝状分子和机械互锁分子的双
重优势而发展的轮烷树状分子有望作为构筑高效光敏剂的
平台体系。

为此，研究人员分别发挥各自在超分子光学体系构建以
及量子理论计算方面的优势，对光敏剂的光敏化机理进行了
分子设计。通过简单高效的合成方法，成功地在轮烷基元的
轴和轮上分别引入多个重原子铂和光敏基元蒽，利用可控发
散策略，实现了三代功能化轮烷树状分子的合成。轮烷树状
分子骨架上含有 21个铂原子和 42个光敏基元蒽，是迄今为
止合成的重原子和光敏基元最多且分布精准的分立多轮烷
光敏剂体系之一。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在轮烷基元的轴和轮上分别引入多
个铂原子和蒽光敏基团，可以明显提高光敏剂的旋轨耦合常
数和增加能量跃迁通道来促进系间窜越（ISC），从而有效提
高光敏化效率。同时，轮烷树状分子刚性骨架具有独特空间
立体效应，可以避免分子内或分子间光敏剂之间的聚集，有
利于保持光敏剂的高效光敏化活性。

同时，研究人员详细研究了这一系列新型轮烷树状分
子光敏剂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发现该轮烷树状分子的
光敏化效率随着代数增长而逐渐增加。第一、二和三代轮
烷树状分子的单线态氧产率分别是其相应单体的 1.8、4.5
和 13.3 倍。

研究人员表示，新型功能化轮烷树状分子不仅可作为制
备高效光敏剂的平台体系，而且在人工光捕获、光解材料和
动态智能材料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相关论文信息：

昆明医科大学等

证实家犬和人强迫症
存在遗传趋同性

本报讯近日，昆明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全基因组分析，发现人类和狗之间的
强迫症有显著的趋同性。相关论文刊登于《科学通报》。

强迫症是一种异质性较高的精神疾病，其表型、遗传和
病因均有明显的多样性，所以在人类群体中探索强迫症的潜
在遗传和生物学机制面临困难。家犬是最早驯化的家养动物
之一，在自然条件下亦受到强迫症的折磨，且与人类强迫症
具有多种相似表型。因此，开展家犬强迫症的遗传和细胞学
研究有助于阐明二者强迫症共享的生物学机制。

该研究针对转圈行为这一家犬强迫症的代表性表型，在
两个独立犬种中（比利时马里努阿犬和昆明犬）开展表型鉴
定和全基因组测序工作。通过群体分化和全基因组关联分
析，研究人员筛选出 11个候选强迫症风险基因，且这些基因
与人类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揭示的强迫症关联基因有显著重
叠，证实人类和家犬强迫症的显著遗传趋同性。进一步的基
因表达分析和功能验证表明，两个强迫症候选风险基因
PPP2R2B和 ADAMTSL3可显著影响树突棘的发育、密度和
形态，提示树突棘发育与功能改变可能参与人和家犬共享的
强迫症发病机制。研究揭示人和家犬强迫症在遗传和细胞生
物学方面的趋同性，提示家犬或可作为包括强迫症在内许多
人类疾病研究的模型物种。 （柯讯）

相关论文信息：

9月 22日，观众在展会
上参观“向阳红 01”模型。

当日，2020东亚海洋博
览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
幕。本届博览会首次采用“线
下 + 线上”的全新办展模
式，线下总展览面积达 6 万
平方米，770 余家企业（机
构）参展，展品近 5万种，设
立 3个海洋产业展区和 3个
海洋商品展区。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中国气象局与中山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近日，中国气象局与中山大学在广州
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确定多项合作内容，其中包
括依托“中山大学”号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联合
开展大型科学实验及气象观测，共享科学数据和
成果。

据介绍，中山大学依托大气学科和科考船等
优势，将参与中国气象局气象观测技术发展引领计
划等新一代气象观测设备研制。双方还将在世界气
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未来地球计
划等国际组织的研究领域展开合作。

双方还将开展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共建博
士联合培养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建设科技创
新基地和平台等。 （朱汉斌黄艳）

中国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本报讯 9月 22日—23日，由中国农产品市场
协会、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中国园艺学会、猕猴桃产
业国家创新联盟、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宝鸡市人民
政府等主办，以“互联网 +助推猕猴桃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发展
大会暨陕西水果网络特色季在陕西省眉县举行。

与会专家开展了技术交流，研讨我国猕猴桃
产业发展新模式和产销新形势，进行产品展销、
产销对接、采购签约。 （张行勇）

山东科技大学退休教授设奖学金
激励新生致力科研

本报讯近日，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
程学院部分学生拿到了一笔奖学金。该奖学金是世
界第一例机器人鸟研发专家、山东科技大学退休教
授苏学成于 2019年出资 50余万元，在电气与自动
化工程学院设立的新生奖学金，鼓励成绩优异的新
生潜心科学研究和科学探索。

2020年，共有 14名新生获得了该奖学金，每
人奖励金额 4000元。 （廖洋韩洪烁）

首届智能决策论坛召开

本报讯 9月 19~20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主办的首届智能决策
论坛召开。论坛试图廓清决策智能的边界与内
涵，探究决策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与会专家认为，决策智能研究难度大，目前
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许多挑战，落地应用较少，但
前景广阔。我国应当将决策智能作为重点投入、
发展和突破的方向。

自动化所所长徐波表示，智能决策是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有别于感知智
能，决策智能主要基于对不确定环境的探索，因
此需要获取环境信息和自身的状态，从而进行自
主决策，并实现反馈收益的最大化。 （卜叶）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庆祝成立 30周年，专家指出

数学是解决“卡脖子”难题的重要支撑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数学作

为‘自然科学的皇冠’，为其他科学研究
提供了主要工具，也为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要积极发挥
数学学科在解决科技前沿问题和‘卡脖
子’难题中的支撑作用。”9月 20日，中科
院院士、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
长张平文在庆祝该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大
会上如是说。

30年来，在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的推动下，我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科
取得了长足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在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的舞台上崭露头
角。2015年成功举办第八届国际工业与
应用数学大会，标志着我国工业与应用
数学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袁亚湘担任国际工业与应用
数学联合会主席，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
在国际应用数学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

数学强则科技强，数学实力影响国
家实力。而工业与应用数学更是在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

华罗庚曾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用以数学
原理为指导的优选法在全国做规划，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我国数学
家、计算数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冯
康在水利大坝设计中发展了有限元方
法，并用其解决了当时三峡大坝的设计
问题……

当前，诸多行业对数理基础、算法设
计、系统优化等的现实需求愈发强烈，数
学，尤其是应用数学与其他学科及各产
业之间日益融合。
“数学无处不在、大有作为，数学‘只

不过’是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众
多物质形态中的抽象表达，但反过来又
深入应用到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多方
面。”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科院院士
曾庆存说，“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
期，我国的发展危机与机遇并存，把数
学、工业与应用数学等科学技术的基础
打好，对国家发展非常重要。”
“全社会对数学的重视程度达到了

新高度，应用科学的发展迎来了重大机
遇。”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
坤表示，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深

入发展，几乎所有的重大科学发现都与
数学发展密切相关。数学已成为航空航
天、国防安全、生物医药、信息、能源、海
洋、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等领域不可缺
少的重要支撑，也是解决“卡脖子”问题
的一个重要工具。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是国际

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重要的领导成
员，发挥着重要作用，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力。在促进应用数学的学科发展、加强数
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促进企业与学术
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作
出了巨大贡献。”袁亚湘说。

据了解，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成立于 1990 年，旨在建立数学界和工业
企业界之间的联系，促进数学工作者和
工程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紧密结
合、解决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面临的各
种数学问题、促进应用数学研究与教育
的发展。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为培养学生的创造精
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
的团队协作精神，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