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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人物

海海归归博博士士的的机机器器人人情情结结
他的坚定信念是制造中国自主产权的机器人

本报见习记者 张伊寒
通讯员 韩硕

上大学的时候

就梦想创业

2 7日，在济南留学人员创
业园初见张健时，他正在和自
己 的 技 术 员 们 测 试 新 一 代 的

“泰山”型号机器人。“多年以

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和四
五个要好的朋友商量过，毕业
后如果有机会就一起创业。”张
健说。

2010年毕业后的张健就职
于世界最大的医疗机器人公司
In tu- i t iveSurg ica l，Inc .，并作
为核心技术人员参与开发了第
四代最新“达芬奇”微创手术机
器人，合作申请发明专利1项。

“这个产品在济南军区总医院
有一台，大概两千万元人民币，

国内最新的是第三代产品，从
去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张健
说，两千万元买一台医疗机器
人，这么昂贵的医疗机械费用，
让他有了个想法：为何不自己
创业，研究出中国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机器人呢？于是，读大
学时的那个最初的梦想又一次
回荡在张健脑海。

2011年，工作了一年之后，
张健准备创建一家属于自己的
公司。经过一年的筹备，2012年
6月，张健在济南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当时公司只有两个员
工，外加一个行政人员。工作场
地也是临时租的。”回想起当时
创业时的艰难，张健一直没有
退缩，现在张健的公司已经有
十个全职员工，三个实习生，一
个兼职，还有三个斯坦福大学
的学生在美国硅谷的办事处。

每半年实现

一个理念想法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健说，他看好行业前景，从不
担心失败，他所在乎的是，自己
设计的机器人如何能尽快得到
应用，而每次试验失败，他总要
与技术人员一起琢磨，直到克
服每一个设计缺陷。

金喆是张健的高中同学，
与同在哥伦比亚上学的张赛成
为张健的创业搭档，每一次提
出理念想法之后，他们都会用
最快的速度将其变为现实。“一
开始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微小型
高精度并联运动平台原型机，
精度和速度提高了，应用在奶
品生产线上，解放了生产力，但
是我们想，既然机器人能一次
取放一包奶，那么能不能让它
一次取两包、四包……”张健
说，他们每天都将自己当天要
完成的工作做成纸条，按时完
成每一项任务，工作效率十分
高，平均每半年就能将一个理
念想法变成成品。

记者在张健公司的工作间
里看到，技术人员在高效地设
计着自己在小白板上张贴的纸
条任务，而在工作间的墙面上
顺次挂着公司研发的一代机器
人 到 后 来 的 第 五 代 、第 六
代……

计划在美国硅谷

设立办事处

“张健是一个有着世界眼
光的人。”公司的员工这样评价
张健。2012年公司刚创立时，张
健就放眼于世界，在他制作的

视频中写道：“源自硅谷，根植
中国”，他想让中国创造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

“硅谷有很多优秀人才，呈
现出一种人才过剩的局面。他
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
作机会。我的目标就是在他们
当 中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公 司 的 人
才，从而组建一个强大的科研
团队。”据张健介绍，公司技术
人才主要由具有实际工作经验
的海外归国工程师和国内业内
的资深工程师组成。

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为公司服务，公司的主要经营
和管理模式都是美国的硅谷模
式，张健计划在美国硅谷成立
一个办事处，专职搞科研，一方
面为济南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市场开拓世
界市场。

张健说，创业阶段，直接进
入医疗机器人制造领域尚有一
些难度，因此他们选择从工业
自动化做起，待两三年之后有
了一定的基础，再投身医疗机
器人的研发及产业化。张健说，

“目前我国仅有2 0多台微创手
术医疗机器人，而且价格非常
昂贵。相信如果我们研制的机
器人成功实现产业化，将会大
大降低成本，这对于医院和患
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编者按

▲张健正在通过电脑演示机器人的实际操作效果。
见习记者 张伊寒 摄

高新区里汇聚了大小
7000余家企业，有的已经成
为上市公司，有的还处于孵
化阶段；有的已经是资产过
亿，有的还在靠优惠政策扶
持。这些企业的发展道路或
许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
的，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令
人难忘的创业故事。从今天
起，我们将走近高新区企业
的创业者们，与大家一起聆
听创业者的故事。

“我从小就喜欢机器
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制造
机器人。”留学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张健一直有个机
器人情结，他说他有一个坚
定的信念，就是要制造出中
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
器人。

张健团队设计的用于分
拣物品的智能高速机器人。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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