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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穿穿针针引引线线，，会会写写漂漂亮亮书书法法
“90后”山大毕业生造出桌面型机械臂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最难时KTV里过年

“我们是五人团队，有人负
责软件部分，有人负责硬件，还
有人负责工业设计，我们都是

‘90后’。”2014年夏天，刘培超和
他的五人团队成立了深圳越疆
科技公司，开始研发价格低廉、
操作精准的机械手臂。

“当时非常有激情，很艰辛，
但也很有成就感。”刘培超说，
2013年毕业后，他先后在苏州、
深圳工作，天天泡在实验室。他
发现，中国的工业机械手大都只
是做集成，根本掌握不到核心技
术，他想要颠覆这个行业。

从2014年10月起，刘培超组
织起团队，利用下班时间开始了
研发，经常忙到凌晨两点。2015
年5月，刘培超从单位辞职专职
研发机械臂。“本想着俩月就能
搞定，但遇到了很多难题，尤其
是控制系统，基本都是国外垄断
的，只能全靠自己研发，一遍遍
地调试。”刘培超说，研发中遇到
资金困难，全是团队自己垫钱。

2015年春节，是最艰难的时
候，他没有回家过年：“我们过年
时去了KTV，买了点啤酒和汉堡
套餐，就这么过的年。”

6个月卖出1600台

与诸多创业项目一样，经过
千辛万苦开发出的Dobot，由于
缺乏推广渠道，缺少资金支持，
面临着无法进行商业转化的尴
尬局面。

去年9月，为筹集3.5万美元
资金，经过向美国朋友取经，刘
培超战战兢兢地将Dobot挂到著
名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出乎
意料的是，Dobot受到了大量创
客的关注，短短4小时筹到超过5
万美元；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众
筹金额已经超过20万美元。

刘培超趁热打铁，在国外社
交平台上用炫酷的视频进行宣
传造势。经过前期的市场开发，
Dobot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
半年多的时间里，售价3750元人
民币的Dobot卖出1600套，销售
总额达到600万元。

同时，这款产品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目前刘培超已公开申请
专利十余项，今年预计完成100
项专利的申请。

回顾创业过程，刘培超说：
“创业肯定要有超强的自学和适
应能力，很多东西是没有老师教
给你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创业
者，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并做出准确的定位。

精度高，可用意念控制

在今年4月10日进行的中美
创客论坛上，Dobot获得二等奖
的好成绩。“我们在保留工业机
器人性能的同时，让机器人更加
智能，最终走入每个家庭中，改
变人们的生活。”刘培超说。

“这款机械臂的重复定位精
度达到了0.2mm，可实现画、写、
移动、抓住东西等功能，从而解
决桌面办公的重复性动作。”刘
培超说，桌面型机械臂目前在国
内是一个空白，Dobot是创客圈
里的第一款，“它还可以用语音、
动作乃至意念等来控制。”

同时，Dobot具有很高的性
价比优势。瑞典ABB公司的一款
工业用机械臂，仅其中的谐波减
速器就要四五千元，可稳定工作
1000-2000小时，每台售价约15
万人民币。一些低端机械臂虽然
只要几百元，但只能实现定性运
动，无法定量控制，精度在10mm
左右。“Dobot使用的是向国内厂
商定制的减速箱，连续工作几百
个小时没问题。”刘培超表示。

Dobot还可以开源，产生更
多种“玩法”。“这个机械臂的控
制基于开源硬件平台Arduino，
非常容易上手。购买者可以自己
编程，增加新功能。”刘培超说。

龙飞凤舞写出漂亮的毛笔字，用语音和肢体动作操作机械臂，穿针引线更是小菜一碟……近期，国
内创客圈首款桌面型机械臂Dobot引爆网络，上市价格3750元，仅半年就实现了600万元销售额。Dobot的
背后，是一个由山东大学机械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刘培超和他的“90后”校友组成的年轻团队。

机器人正向我们走来，它们
变得更加智能灵巧，在更多领域
服务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Dobot正反映了这种趋势。

“中国在2014年仅工业机器
人销量就已达到5 . 7万台，占全
球销量的四分之一。中国机器人
的消费市场、需求体量目前都是
世界最大的。”中国电子学会秘
书长徐晓兰说。此外，未来面向
家庭和个人的服务机器人将超
越工业机器人，成为中国下一个
爆发式增长的机器人市场。

从目前的工业机器人格局
来看，机械臂发展了近20年，占
市场份额最多的仍是传统的四

大家族，发那科(日本)、ABB(瑞
典)、库卡(德国)和柯马(意大利)。
较低的国产化程度使国产机器
人价格居高不下，缺乏竞争力。

今年4月底，工信部、发改
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机器人
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
出，到2020年，我国自主品牌工业
机器人年产量将达20万台，服务
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300亿元。
在生活方面，包括助老助残、家
庭服务、医疗康复、救援救灾等
在内的多个领域都将出现机器
人的身影。

据经济参考报、二十一世纪
商业评论、新华社

机机器器人人，下下一一个个风风口口

葛延伸阅读

刘培超和他的“90后”团队研发的Dobot。（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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