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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园区品牌企业 宣传专栏

谷物及种子系列谷物及种子系列
营养丰富的主食之一，低卡路里高饱

腹，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维生素B/E和矿
物质（如：镁、铁、钙），有助于提供身体所需
的营养。低血糖指数使其糖尿病患者的理
想选择。它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减少血
糖波动。还有助于抵御自由基的损害，减
缓衰老的过程。无论你是素食者还是肉食
者，它们丢能轻松的融入你的饮食中。

青海紫博凯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位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青海生
物科技产业园区经四路22号。公司主营业务为青海特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有机农
产品种植及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为一体的生物制品企业。

4月19日，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马
拉松在京开跑！这声发令枪响，开创历
史。但在面向 C 端的个人和家庭领域，机
器人“落地率”相对滞后。

相关专家认为，一方面仍有特定技术难
题没有攻克，另一方面相关政策扶持不足，导
致业界对家用机器人的研发意愿有待提升。

家庭场景成为核心增长点
全球老龄化趋势明显，老年人日常护理、

情感陪伴等需求急速增长，护老型机器人存
在巨大市场缺口。此外，育儿领域，家长们越
来越需要科技手段助力，这为智能机器人在儿
童教育、陪伴、监督等领域提供了应用机会。

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家用机器人尚
停留于各大厂商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里与
宣传片中，最多在各大展会短暂亮相，留给
观众“惊鸿一瞥”。

由 OpenAI 主投的挪威机器人初创公
司 1XTechnologies 推出的家用双足人形机
器人NEO Beta的演示视频，从外观到功能
俨然与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管家无异，可
完成做咖啡、叠衣服、递送物品等日常工
作。斯坦福大学推出的家务机器人原型
Mobile ALOHA，甚至还能完成做滑蛋虾
仁、拉拉链、帮助人剃须等“高阶任务”。

家用机器人为何至今没有踏入家门？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原因，那便是“家庭场
景复杂多变，人类需求千差万别”，这对机
器人的泛化能力要求极高。

“相比工业场景，家庭场景中的机器人
需要具备更强的适应性，既需处理不同的
任务，还得确保价格在用户可接受的范围
内。”优理奇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杨丰瑜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目前来看，机器人的一般落地顺序是工
业—商业—家庭。工业机器人正在各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商超、餐厅也逐渐开始
应用引导类、点菜类等服务机器人。由于技
术难度大以及安全性要求更高，家用机器人
的“落地率”相对滞后，但发展空间巨大。

3至5年实现部分“进家”
对家用机器人来说，家务劳动分为不同

难度等级。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
授许华哲说，家用机器人进家或从最简单的
单一场景任务开始，最容易实现的就是“抓取
和放置”。比如，可能会出现一个升级版扫地
机器人，除扫地外还能完成收拾桌面、扔垃圾
等简单任务，随后过渡到更复杂的叠衣服、整
理床铺等针对软体的高精度操作。

专家认为，在外观设计方面，家用机器
人不一定会采用当下研发阶段的主流选
择，即对于运动控制能力要求较高的双足
行走和灵巧手。

“家用机器人不需要完全模仿人类的
形态，而应更注重功能与家居环境的融
合。”杨丰瑜说，他们的 Wanda 机器人就采
用轮式底盘设计，续航能力远高于双足，便
捷性及成本优势显著。它的手由灵活的三
趾抓夹组成，内嵌触觉传感器，帮助其抓取
物体时以“恰到好处”的力度，完成捏鸡蛋、
抓豆腐、洗衣服等任务。

专家表示，机器人在家庭场景的落地
将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陪伴功能的应用落
地，比如推出一台陪伴人看足球比赛的人
形机器人；第二步才是服务功能的落地，现
在机器人已经具备理解和分解复杂任务并
最终规划执行的能力，一旦运动能力有所
突破，就会进入这个阶段。

出于对家庭应用的安全性考虑，也有一
些厂商选择先在一些“中间场所”试水。乐聚
机器人旗下的“夸父”机器人正在养老机构接
受送水、送饭、送药等任务训练，涉及肢体接
触的工作将在有关人员监督下逐步展开。

专家预计，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尤其
是机器人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系统以及
末端泛化操作水平的进步，结合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在家庭场景中的应用拓展，预
计 5 到 10 年内，家用机器人将会在大众层
面普及。要为机器人进家铺平道路，专家
呼吁，要进行诸多前瞻性思考与准备。

新华社上海4月19日电（记者 袁全 狄
春）周五下午一点，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的身高管理及生长发育门诊外早已坐满
了等候的家长，嘈杂而略显闷热的场景，不由
得令人有些焦虑。“孩子已经6岁多了，身高
才114厘米，这可怎么办？”一位带着孙子来
就诊的爷爷，一手攥着病历本，一手拉着孙子
匆匆走进诊室，声音里带着急切。

近日，记者发现，很多家长开始在网络
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带娃“追高”的“经验
帖”，在有些帖子下面，点赞和跟评甚是火
热。

龙华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李倩说，自
2022年8月龙华医院开设“身高管理及生长
发育门诊”以来，门诊量逐年攀升，2024年已
突破2200人次，诊室从每周一个半天扩至三
个半天。就在今年开春，有家长在网上发了
带孩子来就诊的经历，没想到，这些“攻略”让
门诊越来越火爆。

经过症状问询后，李倩开始给 10 岁的
小睿（化名）把脉。一旁孩子的母亲刘女士
眉头紧锁：“我身高 1 米 7，孩子的父亲 1 米
8，之前我们在其他医院做的监测结果显
示，预计她（小睿）只能长到 1 米 6，我不太
能接受。”当记者问刘女士希望孩子长到多
高时，刘女士表示：“1 米 7 左右吧，至少不
要比我矮。”

在问询中李倩发现，小睿每晚 11 点多
才睡，食欲欠佳，运动量也不够。“深度睡眠
阶段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建议晚九
点半前入睡。”针对孩子的情况，李倩开出
处方，并给予适合小睿的运动方式及膳食

指导。“孩子饭量小、睡得晚，缺乏运动，先
调理身体的失衡状态，比单纯追求‘拔高’
更重要。”刘女士点头，将医嘱记在手机备
忘录里。

李倩说，在门诊，家长们都有着普遍的
焦虑。一名男孩预测成年身高约 1 米 7，家
长难以接受：“我们全家都是高个子！”但评
估显示，孩子年生长速率正常，骨龄与实际
年龄相符，无需医学干预。李倩说，她时常
会劝一些家长放下执念，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到孩子生长发育的全过程，而不是盲目
看数据。

对于一些想要“追高”的家长，李倩也特
别提醒：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医学对身高的干
预都要基于专业、科学地评估和检查。此外，
若想寻求医学干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
构寻求专业帮助，切勿轻信一些机构夸张的
商业宣传，如独家偏方、增高“秘笈”等。盲目
注射生长激素、冒险“断骨增高”等更偏激的
手段，更是严重影响健康，甚至造成不可逆的
损害，绝不可取。

面对身高焦虑，科学引导尤为重要。一
些家长若对孩子的身高有要求，应定期监测
孩子的生长曲线，若年增速低于同龄标准，再
寻求专业评估。“遗传对身高的确有重要影
响，但营养、运动、睡眠和心理状态等后天因
素同样关键。”李倩说，有些孩子虽然暂时偏
矮，但饮食均衡、睡眠充足、运动合理、情绪稳
定，也可能属于“晚长型”。

“每个孩子的生长节奏不同，就像有的花
开在早春，有的要等到盛夏。给孩子一些时
间，别让焦虑压垮了成长。”李倩说。

人形机器人，全球首“跑”！

相关链接 机器人都“跑马”了，啥时跑进家庭？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田晓航）
20 日迎来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中
医专家介绍，谷雨取自“雨生百谷”之意，意
味着寒意消散，气温回升，降雨增多，这一时
节养生防病应注重柔肝健脾、防潮避风、养
心怡情。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三科
主任医师蒋跃绒说，谷雨为春之末、夏之
前，阳气升发，逐渐走向旺盛，易使人肝阳
上亢，肝火内生，出现流鼻血、头晕等现象；
夏季将至，阳热渐生，易致心火偏亢，风热
侵袭，出现口疮、心烦、失眠等问题；谷雨时
节北方风沙时起、南方阴雨连绵，人体还易
受湿邪、风邪侵袭，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消
化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关节病、血压波
动等。

“根据中医理论，谷雨时节正是脾气旺于
春季之时，是调补脾胃的好时机。”蒋跃绒说，
这一时期饮食以“清淡、柔肝、健脾、适量”为
宜，可适当食用梅类、山楂等味酸食物以柔肝

疏肝，选择山药、茯苓、白术、白扁豆等健脾食
物熬粥、炖汤食用以健脾培中；在气温回升较
快的地区可适当食用苦味菜以清心去火；还
可饮用谷雨茶以清火明目，食用香椿以健胃
理气、清热解毒。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
张晓天介绍，这一时期宜早睡早起；着装宜适
度“春捂”，忌过早换薄衫；阴雨连绵时可燃艾
条熏蒸房间，驱寒除湿、防霉抑菌；可在早上
进行和缓运动，如做八段锦“调理脾胃须单
举”式动作，或沿从足大趾至大腿内侧的脾经
走向拍打按摩，帮助健脾化湿；每日可静坐调
息10分钟以调畅情志。

人们还可利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应对谷雨
节气常见健康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心血管三科副主任医师白瑞娜提示，可通
过刮痧、穴位按摩疏散风寒、疏通气血经络；
每日按揉足三里穴、阴陵泉穴以健脾祛湿，推
按太冲穴、行间穴以理气疏肝，艾灸中脘穴、
神阙穴以温阳健脾。

“追高”热潮下的冷思考：

科学管理身高科学管理身高，，避免过度焦虑避免过度焦虑

谷雨时节湿气增谷雨时节湿气增 柔肝健脾正当时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张骁）堪
称科幻电影大片！19 日 7 时 30 分，全球首
次“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在京开跑！这声
发令枪响，开创历史。

20支人形机器人参赛队和人类选手同
时出发，共跑21.0975公里半马赛道。北京
亦庄这场特别的马拉松赛，办出了全球“独
一份儿”。

起跑线前，人类运动员举起手机，与机
器人选手拍照；人形机器人轻挥手臂致
意。一出发，欢呼阵阵。

这次“极限”产业测试，逐新向实。
马拉松，象征着人类对自我超越的不

竭挑战。人形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与人工智
能发展的终极载体，从最初的概念验证，进
入实际应用阶段。

开放路跑中的复杂路况和自然环境，
对人形机器人的续航、运动控制、环境适应
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促使研发团队突
破技术瓶颈，加速产品设计改进，推进供应
链成熟，降低量产成本。

为了适应长距离奔跑，有的参赛机器人
会采用特殊设计。大功率一体化关节、腿足刚
柔耦合设计等，让机器人跑得更稳、更自然。

就像人类在跑马中也要补充水分能
量，为了验证快速能源补给技术的可靠性，
比赛允许机器人换电，但部分机器人已具
备不关机就能换电的功能，续航能力大幅

提升，材料选用上更轻量化。
人类跑步也会不慎跌倒，机器人跑马

也难一帆风顺。但这些“跑”出来的问题和
数据，正被研发团队一一记录，成为推动完
善人形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参考。

经过马拉松赛事的锤炼，人形机器人核
心零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整机稳定性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推动人形机器人加快进入特
种危险作业、智能制造、商业服务甚至家庭
场景，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

人形机器人产业是展示综合科技实力
的高地，是技术交叉融合的“集大成者”。
受益于我国工业门类完整，产业配套强大，

“大国智造”夯实创新底座，政产学研用综
合托举，让科技和产业裂变出无限可能。

这场人机共舞，面向未来。
2小时40分42秒！在人类选手的陪伴

下，“天工Ultra”率先撞线。成绩不是唯一
评价标尺，拿到完赛奖、最佳耐力奖、人气
奖、步态奖、形态创新奖的队伍各自出彩。

比赛过程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幕：当人
形机器人经过，奔忙的外卖小哥停下脚步、
母亲抱起孩子、年轻人点开直播，大家不愿
错过每个镜头……

未来，藏在每个人的眼神中。这是“科
技+体育”的创造力，人机交互的新魅力。

机器人跑的这一小步，正是人类科技
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