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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际舞舞台台上上闪闪耀耀着着济济南南制制造造
通过国际合作，不少济企正推进制造业革新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山东科耀的技术担当：
给机器装上“火眼金睛”

“机器人这么火，机器视觉
技术的前景不可估量。”从中国
国际智能制造大会上回来，山
东科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后
称山东科耀)总经理霍宪洋更
加坚定了信心。

什么是“机器视觉”？霍宪洋
介绍，简单地说，就是给机器装
上“火眼金睛”。然而这可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将光学器
件进行非接触感知，然后获取或
解释一个真实场景的图像，从而
达到获取信息和控制机器的目
的，其中涉及的高科技不少。

装上“火眼金睛”的机器能
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给一家
海参的生产包装线改造之后，
原先需要36个人的一条生产线
现在只需要2个人就行了。”霍
宪洋介绍，机器有了眼睛，原先
需要人通过视觉进行辨别处理
的工作都可以交给机器来做，不
仅可以减少常规劳动力成本，而
且可以做一些人类视觉极限的
工作，大大减少出错率。

据了解，山东科耀正在与
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将西门
子公司的传感器信息进行集成

处理，从而达到获取有效信息
并达到提前预判预测的功能。

“比如在消防上，通过传感器的
温感、电感、可视信息等进行集
成处理，就可以提前预判消防
隐患，并在火灾发生的同时通
知消防部门。”霍宪洋介绍。

机器视觉的应用领域十分广
泛。记者在山东科耀的展示大厅
看到，一个旋转的圆盘上摆放着
诸多啤酒瓶，一台小巧的机器人
通过“眼睛”进行检视，显示屏上
立即对这些啤酒瓶做出判断：第3
瓶啤酒瓶盖上缺失生产日期，第
18瓶啤酒的二维码模糊不清。山
东科耀技术总监张玉鹏介绍，机
器视觉是一个朝阳产业，这一技
术可应用在工业生产、军工生化、
医疗等各个领域，“比如说，集装
箱的抓取，医疗X光片的自动识
别，下水道的检测维修等等。”

神思电子的国际合作：
牵手IBM打造商服机器人

11月17日下午，神思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后称神思
电子)与IBM达成合作协议，双
方将携手打造基于IBM Watson
认知能力的解决方案。

IBM Watson是认知计算系
统的杰出代表，早在2011年2月
的美国一档自然语言智力竞赛
节目中，IBM Watson战胜了节

目历史上两位最优秀的选手，被
认为是人工智能历史上的里程
碑，与1996年IBM超级计算机

“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一样
引领了当代世界技术发展潮流。

据神思电子相关负责人介
绍，IBM Watson具备理解、推
理、学习和交互等能力，目前已
经在全球45个国家的20个行业
中得到广泛的商业应用。“比如
在医疗行业，IBM Watson能
够为医生提供至少三个层面的
帮助，第一，分析患者病情；第
二，提供基于患者实际情况的
潜在治疗方案，为医生决策提
供辅助诊疗服务；第三，通过大
量阅读文献和其他类似病案，
为治疗提供证据支持等。”据了
解，在神思电子和IBM双方合
作的第一阶段，神思电子将利
用IBM Watson Explorer和
IBM物联网平台上的产品，打

造国内领先的商业服务机器人
和认知解决方案，并首先应用
于医疗和金融等领域。

山大华天的走出国门：
把工业软件卖到德国去

与神思电子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不同，山大华天是要将自主知
识产权的工业软件卖到国外去，
而且是卖给工业先进的德国。

11月8日，在山东山大华天
软件有限公司(后称山大华天)，
两名来自德国的小伙子正在与
山大华天的同事进行产品推广
的 交 流 。德 国 小 伙 子M a r c
Schulze说，山大华天的三维软件
Sview技术领先，非常受德国中
小企业欢迎，对德国企业的产品
升级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也是他之所以愿意在德国推
广这款工业软件的重要原因。

这款Sview软件有什么先进之
处？“简单来讲，就是可以用模拟
原型在计算机上进行三维空间的
分解组装等各种操作，让原本需
要在实物现场进行的操作，通过
计算机模拟来实现。”公司总经理
杨超英介绍，Sview最吸引人的地
方在于其三维轻量化和可视化应
用，实现了超大数模的快速浏览，
满足了全三维仿真的要求。

在该公司一个安装了Sview
的PC端大屏幕前，杨超英通过
显示屏的视频监控，能够与远在
千里之外的合作伙伴进行交流。

“如果我们要对某一款产品重新
设计，或者修改、升级，产品的三
维图可以360度无死角地旋转、
缩小或者放大，还可以在任何零
部件上留下痕迹，写明你的修改
意见，视频另一端的合作伙伴就
能够看到你的动作，并发表自己
的见解。”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记者 修从涛

BRT可以是个
轮式机器人

“有一个趋势是明确的，专
职司机行业将逐渐消失，智能车
产业化必将兴起。”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毅很有激情。当他在大会说
出上述预言时，让人能强烈感受
到他在跟一个旧时代挥手作别。

李德毅口中的智能车又被
其称为轮式机器人，就是能跟乘
客友好交互的智能化的自动驾
驶汽车。当汽车有了智商，它就
不再是汽车，而是轮式机器人，
可以替代很多人的工作。它可以
实现导航、导游、教练和代驾等
功能，还可以识别路口交警手
语，甚至仲裁交通事故，并且让
现在的道路汽车交通事故发生
率下降三个数量级。

老百姓可能觉得这种技术
距离实用为时尚远，但在行业
专家看来，这一变化已近在眼
前，而且已经到了如何产业化
的地步。说起智能车的产业化，
李德毅认为，目前急需解决的
是可靠性问题，人机共驾系统
势在必行。

李德毅说，他希望智能车率

先在快速公交、公路物流、重中
型货车等得到应用。“尤其是济
南市的地理特点，东西向比较
长，智能快速公交将会起到更大
的作用。”

机器人足球队
踢赢了人类

“再过50年，机器人打败人

类是完全可以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吴宏鑫也发出这样的预
测。做出这一预测是有根据的，
前年吴宏鑫院士在河北进行机
器人比赛的时候，组织了一场
五个人队和五个机器人队的比
赛，结果是1:3，机器人队赢了，
人类输了。

吴宏鑫介绍，目前机器人发
展已由研究进入产业化，发展速

度非常惊人，机器人在工业、服
务业、娱乐和专用特殊领域得到
应用和推广。根据有关报道，工
业机器人在2013年全年销售量
约17 . 9万台，中国销售量3 . 7万
台，全球排名第一。中国成为最
大的机器人销售国。到2017年全
球的机器人市场可能超过461.8
亿美元。

然而，机器人是综合性科
技，包括自动控制、测量、计算
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械、
材料及通信技术，“特别是智能
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引
入人的智能研究，包括人的思
维能力、人的感知能力、人类的
抓取搬运能力，人的腿运动、回
避、跳跃等能力；第二方面是产
生人的思维方法；第三方面就
是人的表情感情需要研究特殊
材料……”吴宏鑫表示，要实现
机器人打败人类，这条道路近
在眼前却又十分艰难，但也是
机遇。

灵活性仍是
机器人的痛点

“智造变革，中国机器人发
展的机遇窗口”这是新松机器
人创始人、总裁曲道奎的主旨
演讲题目，他对机器人可谓又
爱又恨。

“机器人通过50年的发展，在
概念、技术层面，现在几乎成为全
球各个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
技术，或者是战略产业。但是与
此不匹配的是机器人的应用和
生产。”曲道奎介绍，如此重要
的技术和产品和市场的狭小形
成一个重大矛盾。

据介绍，机器人从诞生到
现在50多年的发展，全球机器
人保有量只有200多万台，这几
乎不能作为一个产业。“再看万
名工人机器人的保有量，世界
的平均水平在60%左右，中国
只有一半。

曲道奎分析道，真正的机
器人，至少是心灵手巧，耳聪目
明，能说会道，腿脚要快捷，这
是作为一个劳动者必须要具备
的四大能力。“过去我们的机器
人更多的是一种机器，或者是
一种装备，它要解决的问题简
单低级、适应性差、种类单一，
所以我们称为可编程的可功能
的设备。今天的机器人把人的
灵活性、灵巧性、智能融合进
来，所以它要解决复杂的、高级
的工作，对环境和结构要具备
自己的适应性，所以要定制化、
个性化、柔性生产。”曲道奎认
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由机器
向人的转化，而中国机遇也就
是在这里。

让让机机器器人人也也讲讲究究““内内在在美美””
智能制造大咖畅谈智能制造中国机遇

从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大会上回来后，山东科耀更加坚信
公司核心的“机器视觉”技术前景广大；与IBM正式达成国际合
作协议的神思电子，正瞄准商业服务机器人和认知解决方案；
山东华天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软件，更是吸引了一批德国中
小企业的目光……

中国制造已不再默默无闻，而是正在国际舞台上闪耀着
光芒。

山东科耀视觉机器人检测生产线上啤酒包装完整情况。

呆萌的机器狗、自平衡的机器人、会写毛笔字的智能机器人、
漂亮的仿生蝴蝶……在2016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大会现场，一些长
相奇特的机器人格外抢眼。机器人长得漂亮与否重要吗？不少人认
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毋庸置疑。然而在2016中国国际智能制造
大会上，人工智能专家们纷纷表示，机器人的“内在美”——— 智商更
重要。

国际智能制造大会上展示了各类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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