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R未来也许

能代替“止疼片”

站起来行走的机器人

会不会成为人类终结者

【新探索】

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在不久的
将来，为了缓解你的疼痛症状，医生可能会开
给你虚拟现实游戏，而不是药片。

一家名为AppliedVR的创业公司正在开
发虚拟现实内容库，试图利用这些内容缓解
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的疼痛和焦虑。该
公司正与医生和医院合作，让病人通过VR去
体验这些内容，并研究这样做的效果。这家公
司的CEO马修·斯图德表示，到目前为止，该
公司已开发了3款虚拟现实疼痛控制应用以
及一款缓解焦虑的应用。运行AppliedVR平台
的头戴设备被部署至医院、医生办公室以及
诊所，用于缓解抽血和麻醉中的疼痛以及手
术后的疼痛管理。

在治疗过程中，虚拟现实内容可以分散
病人的注意力，减轻疼痛。西达斯西奈医学中
心健康服务研究负责人布里南·斯皮格表示，
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这一虚拟现实软件20分
钟平均可以将疼痛减轻24%。在使用这一虚
拟现实设备之前，病人的平均疼痛分数为10
分的5 . 5分，而使用后降低至4分。他表示：“这
极大地减轻了急性疼痛。这与我们观察到的
麻醉剂的效果没有太多不同。”

人们总是想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和自己一样可以直立行走。最近几年来，行走类机器
人的出现，让人类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双足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的出现，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了未来机器人战士乃至电影《终
结者》的原型。未来战场机器人会不会像电影《终结者》预测的那样，逐渐产生自我意识，
变成杀人机器，成为人类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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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足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

▲电影《终结者》海报 濒死体验或许是

大脑耍的一个花招

水喝少了

脑子真的会变笨

据报道，在经历濒死体验时，有些人说自
己飘浮在身体上方，有些人被一道炫目的光
芒向前拉去，还有些人与自己逝去的爱人团
聚在了一起。但研究人员发现，濒死体验也许
并不是对死后的世界的匆匆一瞥，而仅仅是
大脑耍的一个花招而已。

研究人员在详细分析了数百个濒死体验
的案例之后发现，不仅是生命垂危的人才经
历过这一现象，飞行员、登山者和自由潜水者
也曾经有过类似灵魂出窍的体验。此外，虽然
这些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的体验都十
分相似，说明这些幻想源自于大脑中的某种
生理变化，与人们的宗教信仰无关。

比利时神经学家史蒂芬·劳瑞斯对来自
全球各地的400件相关案例进行了分析，他指
出，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包括，它们都是生死攸
关的极端事件，或者血液供应突然发生了变
化，从而改变了脑部的氧气含量。劳瑞斯博士
还发现，在过度换气时或者姿势忽然变化时，
也可能会激发濒死体验。他手下的一名研究
人员亲自尝试了一次。事后他描述道，自己在
隧道的尽头看见了一道光芒。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青少年的大脑
在缺水状态下会出现萎缩现象。

研究人员让两组青少年进行90分钟骑车
运动，第一组身着三层衣物“捂汗”，第二组则
身着短衣短裤。运动结束后，第一组体内约有
0 . 9千克水分以汗液形式排出。随后，让这些
大汗淋漓的青少年玩电脑游戏，测试他们制
订计划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通过核磁共振
扫描他们的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失水的青少
年的脑部出现了萎缩情况，其大脑与普通人
相比，相当于“老化”了14个月，堪比患病两个
多月的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患者。

为何失水会导致大脑萎缩？原因是，人体
有一种微妙的“水平衡机制”，其原则是以牺
牲细胞含水量为代价的，即当饮水量不能满
足身体需求时，一部分细胞会脱水，让水分进
入身体急需的血液循环系统；当身体严重缺
水而出现“旱灾”时，细胞内66%的水分会被
吸纳到血液循环系统中。大脑消耗的能量极
大，为满足其氧供，身体中大约20%的血液会
流向大脑。机体缺水时，为了维持血液循环，
脑细胞可能会脱水，导致大脑萎缩。研究人员
说，虽然缺水会导致大脑萎缩，但只要喝上一
两杯水，大脑就可以迅速恢复正常。但若长期
或严重缺水，则有可能损伤认知能力。因此，
在运动、劳作时或炎炎夏日，要及时补水。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我们曾经在无数的
科幻电影里看到过各种
机器人跟随着主人公行
走天下，特别是《星球大
战》里的礼仪机器人，可
能是在当时科技条件下
能想象出的完美形态。然
而现实生活中，机器人的
形态却总是不理想，要么
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条
机械臂，要么是只能在平
地作业的履带车。

机器人之所以被称
为人，其类人特质尤其为
人看重。人们总是想创造
出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和
自己一样可以直立行走。
最近几年来，行走类机器
人的出现，让人类离这个
目标越来越近。

被人故意推倒

还能自己爬起来

奔跑、攀登与负重，
这些高难动作对于四足
机器人“大狗”来说，已不
是难事。“大狗”是美国波
士顿动力公司设计的一
系列机器人之一。波士顿
动力是一家专门研究行
走机器人的公司，于1992
年从MIT剥离出来，公司
的起家，是为美国军方从
事仿生机器人的研发工
作。“大狗”机器人，就是
这家公司的产品。2013年
他们被Google收购，今年
又被转手卖给了日本丰
田公司。

“大狗”采用液压驱
动，可以在各种地面行
走，甚至冰面。当遭遇侧
向冲击时，可以迅速调整
自身，甚至进行跳跃，来
恢复平衡状态。这一套动
力学分析和控制的技术，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
顶尖水平。该公司设计的
另一款机器人———“猎
豹”，速度达每小时40公
里左右，也刷新了机器人
奔跑速度世界纪录。

“大狗”的大小几乎
相当于一头小骡子的体
积，在它的机械腿上面有
各种传感器，包括关节位
置和接触地面的部位。它
还有一个激光回转仪以
及一套立体视觉系统。

“大狗”目前能够以每小
时5 . 3公里的速度穿越粗
糙地形，还能爬行35度的
斜坡。

不过，在波士顿动力
的另一款双足人形机器
人阿特拉斯面前，“大狗”
还算不上惊艳。这款以希
腊神话里大力神命名的
机器人，刷新了人们对于
机器人呆板、笨重的认
识。它身高近两米、体重
150千克，采用航空级铝

合金以及钛制成，是一个
让人感到紧张的未来机
器人。它能像人一样行
走，身体安装了复杂的液
压臂和手，能够以前所未
有的精度与周围环境进
行互动，比如在户外行
走、搬盒子、自主稳定和
自主站立。

根据波士顿动力今
年初公布的新一代阿特
拉斯视频，这款机器人目
前已能够做到在雪地上
打滑后恢复平衡；被人故
意推倒，自己爬起来。

走路越来越像人

机器人咋做到的

首次看到“大狗”行
走视频的观众多少会有
些震撼，这是因为机械结
构也具有了人类身体的
协调性和适应性，毕竟目
前机器人能像动物一样
行走在各种路况下令人
难以想象。这样灵活的脚
步背后，是液压伺服控制
系统提供的强大的驱动
能力。

在“大狗”之前，几乎
所有的机器人都是由电
机驱动的。和“大狗”所采
用的液压缸驱动相比，电
机驱动易于实现，接上电
线就能转，而带来的问题
就是输出功率小。比如，
要带动同样100千克的负
载，液压缸可能只需要一
个铅笔盒大小，而采用电
机的话体积就跟“大狗”
的躯干一样大了。所以，

采用液压缸作为驱动是
增大行走类机器人负载
能力的关键。而在“大狗”
之前还没有人想到将液
压缸用在机器人上，因此

“大狗”的出现具有开创
性的意义。

和“大狗”一样，阿特
拉斯也由液压驱动，整套
动力学分析和控制算法
从“大狗”的相应技术发
展而来，并衍生出利用肢
体挥舞来保持平衡的技
术。

对于行走中的机器
人来说，另一个难点就是
步态控制，特别是不同行
走速度下如何进行步态
的切换。比如人类走路最
关键的特点就是每走一
步足部的转动方式，脚尖
先推进，然后脚后跟着
地。

目前，绝大部分类人
机器人，包括阿特拉斯在
内，走路依靠的都是又大
又平的脚掌，通过与地面
的大面积接触提供最大
化的稳定性，并且为了让
重心尽可能地位于它们
巨大的脚掌之上，以防翻
倒，因而在站立上也采用
了非常机器人化的半蹲
姿势。

而美国乔治亚理工
学院的研究员提供了另
一种开创性成果，他们设
计 的 类 人 形 机 器 人
DURUS的脚部设计得和
人类脚部形状相同，足部
拱起，还有脚跟，在穿上
一双运动鞋后，表现出与
人类走路类似的姿态。

机器人是否会

成为人类终结者

人形机器人最主要
的好处是和人类的行为
兼容度极高。机器人直立
行走后，可以解决工具的
通用性难题。现代社会以
人为核心，设计制作了数
不清的适合人的身体结
构用的工具。如果机器人
以后都能用上这些工具，
或许能推动很多行业的
发展。

试想，如果人形机器
人的核心问题比如能源
动力、平衡等可以解决，
那在文明社会中凡是人
能 做 的 事 情 它 都 可 以
做，而如果换成轮式或
履带式，那比如爬没有
电梯的楼就会成问题。这
和动物进化适应环境并
没差别，人形机器人是对
现有人类社会形态的终
极适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波士顿动力研究机器人
的目的，最初是为美国军
方提供战场辅助武器。现
代战争的一个趋势就是
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美国

《未来学家》预测，到2020
年战场上的机器人数量
将超过士兵的数量。

阿特拉斯的出现，让
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了未
来机器人战士乃至电影

《终结者》的原型。未来战
场机器人会不会像电影

《终结者》预测的那样，逐
渐产生自我意识，变成杀
人机器，成为人类的终结
者？

至少现在还不必担
心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很
难建造一种直接适应自
然环境的火车一样，人形
机器人要想成功，路还很
长，因为它需要与人的智
慧相当的智能和持久供
应的能量，否则不足以在
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完成
长时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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