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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

林华作品

1958 年，伴随着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纲要的实施，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应
运而生。

“五十多年来，沈阳自动化所在自动化科
学与工程领域不断探索，为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安全作出突出贡献，是机器人技术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等 9 个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
心的依托单位。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机器
人、工业自动化和光电信息处理。”沈阳自动
化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桑子刚向记者介绍。沈
阳自动化所作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摇篮，在
中国机器人事业发展史上创造了二十多个第
一，引领了中国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发展。

据了解，我国首台能够完成潜水深度 6000
米的自主水下机器人 CR-01，就是沈阳自动化
所的科研成果。而近年来，不断刷新海试深度的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其核心的“龙脑”———具
备自动定向、定深、定高以及悬停定位功能的控
制系统，也是由该所自主研制。

“可以说，沈阳自动化所在服务于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桑子
刚说。

在去年发生的四川芦山地震中，沈阳自动
化所研发的变形机器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断壁残垣内，只需要一个狭小的空间，变形机器
人就可以进入其中，搜索生命信号。

在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这个有着黄色外
壳、不足一米高的变形机器人。它能够依靠两个
轮子自由行走，当遇到类似楼梯的障碍时，可以
随时变换两个轮子的高度，自主变化自己的机
械“身形”，爬上障碍物。

“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其实有很多种，它们
具有高通过能力，良好的机动性、环境适应
性、耐久性等显著特点，满足灾后搜索与救
援、反恐防爆、城市作战侦察等任务需求。”沈
阳自动化所研究员李斌介绍说，“目前，废墟
洞穴搜救可变形机器人已在中国地震应急搜
救中心进行了示范应用，形成了产品化的机
器人装备。”

隗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沈阳自动化所隗

现场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一行
调研中科晶上公司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安顺一行赴中科院计算所下属中科晶
上科技有限公司调研。计算所无线中心主
任、北京中科晶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
晶林向王安顺市长一行详细介绍了公司
发展定位、产品线规划和研发布局以及目
前在无线通信核心基带芯片、协议栈系统
软件和面向 5G 的超级基站系统研制方面
取得的一批创新引领性成果。

在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后，王安顺一
行对中科院的技术转移体制和计算所技
术产业转移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
度评价，并希望院里和所里进一步加强对
这种掌握产业核心技术的科技人员及其
产业化公司发展的政策支持。

王安顺指出，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是
集成组装型企业，靠组装加工国外的零部
件销售产品，虽然总产值逐年增高，但利
润率却非常低，这是当前制约北京和我国
产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企业要想做大做

强，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技术创新。北京市
长期以来一直鼓励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自
主核心技术，要全力支持以技术立身的有
高技术门槛的高科技公司发展。中科院是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和排头兵，有着先
进的技术、一流的团队，依托中科院的优势，
希望中科晶上公司继续做好“高精尖”技术
的研发，成为大数据通信时代产业价值链的
高端技术引领性公司，实现技术引领在北
京，国际创新在北京，为推动北京市创新能
力不断向前发展作出贡献。

中科院北京分院院长何岩向王安顺
介绍了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并希望最
大限度地利用科学院研究所的智力资源，
为北京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出实实
在在的贡献。

北京中科晶上公司是在北京市科委
的支持下，依托于院计算所无线通信技术
研究中心成立的北京市 4G 工程产业化推
广创新试点公司。 （王安）

林华：与兰结缘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我们在森林相遇，日夜相守，却不能在城市
为伴。不忍让你割舍你的土地还有阳光还有雨
露。来年种子撒遍大地，我会为你的绚烂而开
怀。”在她的网络日志中，林华写下这样一段美丽
的文字。

林华，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博士，芳
华如花，吐纳如兰，她与兰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中芳华

还记得第一次见林华，她正从兰花资源考察
的野外回来。那天下午，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
青年科研人员正在植物园进行“野外餐桌”活动。
林华一身曳地白裙，在人群中甚像一枝多花指甲
兰，虽然晒得有些黑，但面庞清秀，纤瘦颀长。

而后，在她的小院子里，记者看到一棵李子
树上，空中阁楼般挂着各种兰花，不下二十种，让
人叹为观止。

“都是野外捧回来的，能在李子树上挂活的
都是生命力顽强的。”林华告诉记者。在热带雨林
地区，她常常攀爬到湿滑的树干上，将附生在枝
端的兰花完整地取下，再带回来。

后来，又时常传出她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
找兰花了，令听者心惊胆战。

她爱兰花，也懂兰花。
兰花是珍贵的观赏植物。由于兰科植物种子

非常细小，没有胚乳或子叶，仅有未分化的胚，在
自然条件下需要依靠特定共生真菌提供营养来
促进其萌发和发育，所以如果能找到一种真菌，
利用它来促进种子萌发和获得幼苗，不仅能简化
幼苗生产过程，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
能显著提高幼苗回归到自然环境后的存活率和
幼苗生长速度。

“兰科植物种子共生萌发技术的应用，在珍
稀濒危兰科植物的回归、药用兰科植物的仿生态
栽培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林华和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同事合作完成了两项发明
专利———“一种获得兜唇石斛种子萌发有效共生
真菌的方法”和“一种获得硬叶兰种子萌发有效
共生真菌的方法”。

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这两项发明专利技术，
已成功分离得到了齿瓣石斛和兜唇石斛种子萌

发有效的共生真菌。菌种已保存于中国微生物菌
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并将开展这
两种药用石斛共生种苗的规模生产，实际应用于
仿生态栽培中。

兰样人生

作为“西双版纳地区兰科植物多样性调查和
濒危状态评估”项目组的一员，林华常常随队野
外考察。

科学家们通过标本研究和文献考证等方面
的工作，对西双版纳地区的兰科植物多样性开展
调查，摸清兰科植物多样性本底资料，编制该地
区兰科植物名录，分析部分重点物种分布范围的
变化历史，评估各种兰科植物的濒危状况。这些
工作将为西双版纳地区兰科植物物种多样性就
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奠定基础。

3 年来，林华和其同事跋山涉水，足迹遍及
云南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普文至景东方向、普文
至大渡岗方向、勐养保护区、曼稿保护区以及勐
海古茶山、亚诺古茶山。西南的山山水水，他们用
脚步一一丈量。

他们将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分布情况作了
详细调查，并拍摄了大量珍贵图片，目前已有
100 余种野生兰科植物被发现。然而，他们发现
大部分兰科植物栖息地已被橡胶林及茶地取代，
只有少数花小且无药用价值的兰科植物还能残
留在古茶树上寻求最后的庇护。

“茶林混交系统本有利于兰科植物的保存，
但是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茶农对茶地的大
树进行环割，百年大树渐亡渐消，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林华眼中的西双版纳州兰科植物保护任
重道远。

除了野外的辛苦工作，林华将她的生活安排
得精彩纷呈。

在野外考察期间，她会利用闲暇之时在少数
民族地区寻找绣片和民族服装。在她的小衣柜
里，各种民族的服饰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挂在一
隅。投缘之时，她也会拿出银饰来分享收获的不
易。她随身带着彩铅，工作累了，就拿出画本，一
笔一画地沉浸在自然里。

“我原本是学锅炉专业的，因为西双版纳的
美丽来到这里。雨林很神秘，我想一探究竟，没想
到就一直生活下来。”在记者眼里，林华像一株兰
花，一阵清风吹过，便在适合生长的环境里，生
根、开花、吐纳芳华。

在记者眼里，林华像一株兰花，一阵清风吹过，便在
适合生长的环境里，生根、开花、吐纳芳华。

探访“机器人王国”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中国目前的机
器人研发情况如
何？我们的技术和
制造能力能不能应
对全球机器人市场
竞争？记者带您走
进中国机器人的摇
篮，一探究竟。

“

计算所 隗

白春礼院长视察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无人机和水下机器人 彭科峰摄

深水溢油事故处置机器人

桑子刚（右二）介绍水下条件实验室情况

机器人产业的热度正在不断攀升。
在此前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科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国将成
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
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那么，中国目前的机器人研发情况如何？
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中国机
器人的发源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进行
了深入采访。

回顾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历史，水下机
器人一直是该所的重点研究方向。这源于“中
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

从 1980 年至 1994 年，蒋新松任沈阳自动
化所所长 14 年。他从国外机器人发展和中国的
国情出发，研究我国的发展对策，提出选择水
下机器人作为我国发展机器人的“突破口”和
攻坚目标。1979 年 11 月，“智能机器人在海洋
中的应用”这一课题，得到了中科院职能部门
的初步认同。蒋新松组织队伍协同攻关，解决
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最终于 1985 年 12 月
实现了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样机首航成功。

“这一‘突破口’的选择具有历史意义，为我
国机器人研究与应用作出了开创性的成就。”
桑子刚说。

桑子刚带记者来到水下机器人实验室，记
者亲身体验了深水溢油事故处置机器人的运
行过程。从外形来看，这种机器人看上去像一
个长方形的黄色盒子，长约 1 米，其背部的圆
孔牵引出一条缆带，和岸边的操作设备相联
系。科研人员启动开关后，机器人前部的两个
探照灯瞬间亮了起来，在水中发出淡黄色的
光，其前侧的两根机械臂也开始缓缓伸展开
来。

“这种机器人可以有缆带牵引，也可以去掉
缆带。”桑子刚介绍说，这种机器人是在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课题支持下，以深水环境中发生沉
船及其他溢油事故的处置为背景进行研发的，
它不但可以提高水下面的监控水平，还可以提
高我国深水溢油事故处置的应急反应能力和
技术水平。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里的水下机器人都是
首先在室内的水池里进行模拟实验，成熟后再
运往湖泊进行实地检验。“希望未来我们的实
验室面积能够更大，能容纳下更大体积的水下
机器人。”桑子刚说。

隗 水下机器人成重点

对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这个“机器人王国”
来说，不断创新和开发机器人的种类，永无止境。

“目前，我们也在开展研发仿生形态的机器
人，比如这个蛇形机器人。”李斌指着眼前正在蠕
动的一条“长蛇”告诉记者。这条“蛇”有着灰褐色
的外表，看上去和普通的蛇并没有什么区别，也
和蛇一样依靠腹部的力量爬行，“这种机器人模
拟蛇的形态和动作，其操作系统也是由我们所自
主研发的”。

展望未来，桑子刚对机器人产业发展充满信

心，目前中国国内第一家上市的机器人公司———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从该所孕
育而来，目前市值已经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该
所自主研发的用于车间装配的工业机器人，近年
来远销欧美，为中国的机器人赢得良好声誉。

“中央提出要发展制造强国，机器人产业可
以说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和应
用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
业水平的标志。目前我们的机器人产业正在迅速
发展中，作为国内机器人工业的领头羊，沈阳自

动化所必将抓住机遇，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桑子
刚说。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于海斌则表示，沈
阳自动化所将以不断解决我国制造业和国家安
全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不断突破绿色智能
制造、高端制造装备、智能服务机器人和光电信
息技术领域的前瞻科技问题为己任，“在解决基
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问题上发挥好骨
干和攻坚克难的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隗 期待更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