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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看科学发展

展览

地下室里捣鼓出“王者”机器人

法官千里送还“血汗钱”

本报讯 （记者兰洁）

昨

天， 旨在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的“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

行” 活动闭幕。10个月期间，

600余场演出、 主题展览、艺

术普及进社区等活动让15万

市民获得了文明观众培训。

昨天下午，以“文明颂”

为主题的闭幕式邀请到了

在本年度“文明行”活动中

表现突出的草根艺术社团

带来精彩节目。 小学生、老

年合唱团、社区居民先后登

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用自

己精彩的演出为2012年“文

明行”系列活动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活动现场， 首都文明办

和国家大剧院揭幕了联合推

出的《观赏文明市民读本》，

并现场发放给市民代表。该

读本从社会各界名人、 各界

表演艺术家的角度向读者介

绍歌剧、交响乐、舞蹈、话剧

以及戏曲等艺术门类的基本

知识，郑小瑛、赵汝蘅、杨丽

萍、白岩松等通过亲身经历，讲

解了进剧院看演出、懂观赏、知

礼仪的重要性。

今年， 首都文明办和国家

大剧院在巩固2011年“文明

行” 主题系列活动成果的基础

上，持续开展了十大系列活动，

共组织演出、讲座、主题展览、

艺术普及进社区等活动600余

场次，对15万名市民群众进行

了文明观众培训，下发50万册

文明观赏宣传手册， 组织百万

市民参加该活动。 精心策划的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

会”、“我的梦想———首都少年

儿童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让

普通居民登上了大剧院的舞

台，更将艺术带到了各个社区、

学校，让欣赏高雅艺术、观看名

家表演变得更加便捷。

首都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3年“弘扬北京精神，做

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

雅艺术殿堂文明行”即将启动，

届时，主办方将会继续为“市民

新春联欢会”招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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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牵手高雅艺术殿堂

“文明行”活动闭幕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法官唐

晶说，她参加工作以来，印象最深的是

同事为民工千里送款的事，“这么远，

送多少钱哪？我告诉您，一共是34490

块9毛钱。别看钱不多，这可是法院为

22位四川籍农民工追讨的血汗钱啊。”

“知道法院尽力了，认了”

农民工讨薪遇“烂尾”

几年前，门头沟的一家煤矿因为

污染严重被责令关闭，在那里打工的

22名四川籍农民工却没拿到工钱。

民工们急了， 他们一纸诉状告到法

院，皱巴巴的起诉书上，歪歪扭扭地

写着：“青天大老爷， 一定得给我们

做主啊！”

不久，案子判了，农民工赢了，可

煤矿因财产不足，还有3万多元工资款

的缺口，22名农民工的心里很不痛

快。 他们找到了女执行法官王淑霞：

“王法官，我们决定回老家了，知道法

院尽力了，我们认了。”望着他们带着

遗憾离去的背影，王法官的心里很不

是滋味，她决心一定要把煤矿欠农民

工的工资给追回来。

钱追了回来，人找不到了

法官决定千里送款

转眼到了2009年，经过法院的不

懈努力，案款终于要回来了，但发款

又成了新难题。按司法规定，当事人

需要在卷宗上签字。可22位农民工的

工资款，最多的一笔3000多元，最少

的才300多元， 如果让远在四川的他

们来京领款， 有的连往返路费都不

够。 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电话变了，根

本联系不上。

王法官马上向门头沟法院党组汇

报，院党组决定：送款，22个农民工一

个也不能落！

从北京到成都2个多小时的空中

飞行，从成都到射洪6个小时的崎岖山

路， 再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水

路， 王法官带着书记员和法警拖着装

满22本卷宗的箱子跋山涉水，连续赶

路，几天几夜都没合眼。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四川地震后

的村镇合并， 很多农民工的地址已经

变了。那段时间他们光是联系派出所、

村委会的电话就打了上百个。

“还以为你们是骗子呢”

收款时还有不敢相信的

在送款的第一站四川射洪县，他

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第一位农民

工老张现在住的村子。在焦急地等待

了一个多小时后，刚下地回来的老张

终于站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几乎全村

的人注视下，老张接过那一摞有零有

整的血汗钱，激动地把肩上的扁担都

掉到了地上。

有一位农民工， 接到王法官的电

话后， 先是打电话到法院核实了王法

官的身份， 然后又谨慎地要求到一个

中间地点接头， 中途又两次改变接头

地点， 最后约定在长途汽车站的派出

所旁边。见面后，这位农民工仔细地查

验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工作证，直

到在卷宗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忍不

住哭出声来：“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

样的好事，还以为你们是骗子呢。”

跋涉3000多公里，找到分散在四

川、重庆6个县11个村的22名农民工，

法官们亲手把钱递到了他们的手中。

本报记者 兰洁 J235

�

J161� � �

作为机器人大赛上的“王者”，由北京理工大学学生研发出的这台节肢机器人成为了展会上的明星。

在“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民生展厅里，一只身披滑板、头戴山地车头盔，造型

怪异的“节肢动物”出现在展会现场，引来不少参展者的围观和好奇。

这是什么？原来，这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本科在校生研发的“新型节肢机器人”。北京理工

大学罗庆生教授告诉记者，它是在

2011

年获得“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年会”第一名的机器

人，是由北理工特种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心带来的大学生创新成果。

观展

年度“王者”机器人

追踪探测样样行

这只机器人究竟有何能耐？

太空舞、学狗步、螃蟹横行……除了能

按照音乐和舞步跳舞外，完成表演后，这只

节肢机器人还能举起前轮随观众鼓掌。不

仅如此， 它能在不同地形条件下采用不同

步态高效运动， 还具备自动追踪和避障功

能， 具有一定侦察探测的实用能力……由

于具备这些“彪悍”的能力，它曾被参赛大

学学生热捧为2011年的“王者”机器人。

罗教授说，这个八条腿、自重8000克

的节肢机器人，是2011年几个在校的大三

学生研发制造出来的。据介绍，在罗教授等

专家的指导下， 几名大学生先借鉴国际上

已有的机器人样本经验，进行机构分析、结

构设计，然后绘制图形、零件加工，最后进

行系统调试、样机试验，前后经历了10个

月，造出了8条机器腿，学生们又找来一只

滑板，装上一顶自行车的头盔，捣鼓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玩意儿”。

“这个机器人最大的特点， 是采用了

40个电机。八条腿，每个上面有5个电机，

它可以走48种步态，有48种不同的花样。”

罗教授说。

“它自带摄像头。 比如对付恐怖分子，

人可以不用过去，派这个机器人过去。它身

上装了很多传感器，危险的地方会绕开走，

探测到障碍可以自己选择路线， 腿可以自

己抬起来绕过去。既可以人为控制，也可以

自动盯准可疑目标。”罗教授介绍说。

“设计上最难的地方是什么？”记者问。

“最难的是8条腿， 能够整齐划一地根

据不同的地形自主选择行动方式， 这表明

它具有智能， 不是机械地按照人为设计的

程序去走。 内行人一看这个机器人的水平

是非常高的。”罗教授说。

探秘

缩微版“变形金刚”

藏身大学地下室

罗庆生教授向记者透露， 前来参展的

这只“节肢机器人”还不是最厉害的，更棒

的还“藏”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

在罗教授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大学生

们位于教学楼地下人防内的实验室。 不见

天日，潮湿又有霉味的三间小屋里，电脑、

车床以及各种工具凌乱地摆放着———这就

是一系列特种机器人诞生之地。

见有人到来， 地下室实验室内的4名

大学生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 腼腆地看着

记者。

“他们是现在千足虫宠物机器人的研

发成员。”罗教授向记者一一介绍。他打开

地板上的一只灰色行李箱，里面露出一个

比节肢机器人关节还要复杂的产品———

多关节链节式宠物机器人（千足虫宠物机

器人）。

“它也是8条腿，但有46个电机，代表

了国内最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罗教授介

绍， 这款千足虫宠物机器人刚刚参加完北

京市的创新大赛，现场的专家评价很高，唯

一的一个问题是提出疑问：“是学生们自己

发明的吗？”罗教授笑着说。

随意变形，随意行动———记者看到，这

个千足虫宠物机器人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

真实的缩微版的“变形金刚”。每个体节具

有12个自由度， 四体节共46个自由度，在

舵机和直流电机的驱动下可以实现以轮

式、腿式行走为基础的几十种步态，并可跨

越一定高度的障碍物， 可以适应沙漠、林

地、毁坏的建筑内部复杂地形。

“不过，现代的材料器械还无法达到电

影中变形技术要求的体积小、功率大、反应

快且精准的水平，将来是可以做到的。”罗教

授，电影里的变形金刚与现实有一定差距。

几位学生告诉记者， 他们正准备给这只

千足虫安装更多的腿， 不仅可以像节肢机器

人一样舞蹈、 行走， 而且可以像蠕虫一样扭

曲、爬行，是名符其实的“千足虫”。“它最难的

地方是在于46个电机的重量，这些电机的重

量造成机械结构、 电路还有程序设计上的困

难。”大三女生、研究小组组长莫洋告诉记者。

让记者感到有趣的是， 这只机器人也如

同北展上那只节肢机器人一样“俭朴”———机

器人肢体的连接物居然是CD唱片盒的塑料

板。“从淘宝上砍价买下的CD盒，只有十几二

十块钱， 拆下来就可以作为机器人的装饰。”

莫洋笑着说。

罗教授介绍， 机器人的材料成本不过2

万元左右。实验室里每个学生都是多面手，自

己上网砍价、自己用车床加工，从第一次使用

游标卡尺到自己用车床车出零部件， 这些特

别的机器人就是这样诞生的。

罗教授介绍，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特

种机器人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除了

节肢机器人、千足虫机器人，其他众多的机器人

也诞生在这里。 他向记者展示了一系列的机器

人，包括仿生六足机器人、反恐防暴机器人等在

内的多款军用机器人， 以及高速智能码垛机器

人等在内的多款工业机器人。

罗教授透露， 他们正在结合国际上最先进

的发明，研发更多尖端的机器人。

对于研发的复杂程度， 他仅以其中的一项

视觉传感器技术举例说明：“同样的视觉系统，

它的功能不同。有的是负责全景的；有的是负责

监测路况的，观察路线；有的是负责瞄准的，发

现目标如何定位……还有发现目标后， 也要考

虑如何识别并锁定目标，这不但要有硬件，还有

软件……”

“因此，发明一只机器人，包括了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视

觉技术，哪个方面都不可能短缺。机器人技术本

身的性质注定了是一种融合体，要求通才型、复

合型的研发团队。”罗教授说。

本报记者 丁文亚 文并摄 J145

解读

机器人用料很“俭朴” 学生们研发靠“通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