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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中央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

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

口实践，加快实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强我市核心技术攻关，促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

们通过检索搜集国内政府官网发布的最新科技创新政策，整

理出国内科技新政策动态和要点，为修订完善有关科技创新

政策提供参考借鉴；通过信息遴选、数据资料搜集对权威科

研信息进行动态跟踪，收集前沿技术信息，为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情报参考。（栏目分为：科技新闻、科技创新

政策、产业科技前沿、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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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新闻

（一）国外科技新闻快讯

1.美国研究团队开发出新型纳米粒子，可变废水为环保肥料

2025 年 6 月 16 日，据科技日报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工程师团队

研发出一种新型矿物水凝胶复合粒子，能高效净化废水并回收养分。该

粒子嵌有磷酸钙和鸟粪石制成的纳米级“种子”，可吸附铁屑，去除并

回收水中的氨和磷酸盐，水凝胶随之膨胀。测试显示，其对氨和磷酸盐

的去除率分别达 60%和 91%，能有效抑制有害藻华。与传统方法相比，

新技术实现了养分高效回收、平衡去除比例及在复杂水质中稳定性能三

大突破。回收的养分可转化为农业肥料或生物精炼原料，缓解磷资源短

缺，减少化肥生产能耗。团队已在 20 升规模实验中成功，正推进 200

升中试测试，为循环经济提供范例。

2.全球首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处理器芯片软硬件全自动设计系

统“启蒙”发布

2025 年 6 月 11 日，据科技日报报道，全球首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处理器芯片软硬件全自动设计系统“启蒙”近日发布。该系统能实现

从芯片硬件到基础软件的全流程自动化设计，多项关键指标达人类专家

手工设计水平。处理器芯片设计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且我国从业人

员不足。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联合推出“启蒙”系统，依托大模型

等 AI 技术，可自动设计 CPU 并配置基础软件。其设计的“启蒙 1 号”

CPU 5 小时内完成前端设计，性能达 Intel 486 水平；“启蒙 2 号”为

国际首个全自动设计的超标量处理器核。在基础软件方面，能自动生成

优化操作系统内核配置、实现程序转译及生成高性能算子，性能均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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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为处理器芯片设计带来革命性突破。

3.美国研究团队开发脑机接口新系统，为失语者提供“数字声带”

2025 年 6 月 16 日，据科技日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团

队开发出一种新型脑机接口系统，能将失语者的大脑活动实时转化为语

音，帮助他们恢复“发声”能力。该系统在一名渐冻症患者身上测试成

功，患者通过植入式脑机接口与家人实时对话，还能控制语调并唱出简

单旋律。与以往需将神经活动翻译成文本的脑机接口不同，新系统延迟

极低，接近正常说话时听到自己声音的时间，更接近语音通话，使交流

更自然。该系统由微电极阵列采集大脑信号，经计算机解码重建语音，

新算法能精确转换大脑活动为语音，并实现情感表达。该技术速度极快，

听众理解率显著提高，为失语者带来新希望，有望推动神经假体领域发

展。

4.韩国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无需切片染色即可生成癌症组织 3D

结构图像的新技术

2025 年 6 月 9 日，据生物通报道，韩国科学技术院领导的研究团队

开发出一种新技术，能观察癌症组织的 3D 显微解剖结构。该技术结合

先进光学技术与 AI 深度学习算法，无需切片染色，即可生成逼真的虚

拟染色 3D 癌症组织图像，有望实现无创病理诊断。传统病理学受限于

只能显示横切面，而新技术采用全息断层成像测定组织的 3D 折射率信

息，再用 AI算法生成虚拟的苏木精-伊红染色图像，成功应用于结肠癌

组织并验证了其有效性，在不同器官组织中也表现一致，具有通用性和

可靠性，在真实病理研究环境中有大规模应用潜力，将推动病理分析从

2D向 3D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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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瑞士 Jekta 公司启动电动两栖飞机缩比模型试飞，迈向 PHA-ZE

100 原型机研制新阶段

2025 年 6 月 9 日，据 AIN Media Group 报道，瑞士 Jekta 公司正在

推进其电动两栖飞机 PHA-ZE 100 的研发工作，近期已开始对其 1:9 缩

比模型进行飞行试验，以验证此前的数字仿真结果。试验重点是评估飞

机在水面起降和飞行时的性能表现，相关测试将持续至 2025 年 9 月。

该验证机搭载分布式电动推进系统和电池，体现了该项目在电动航空领

域的技术路径。Jekta 同时还在改装两架两栖飞行艇，作为后续的概念

验证平台，为未来全尺寸原型机的设计优化提供依据。公司计划于 2028

或 2029 年启动 PHA-ZE 100 的原型机生产，并在 2030 年实现正式投产。

目前，PHA-ZE 100 已获得价值超过 10亿美元的初步销售意向订单，目

标是打造一款能在 1.2 米浪高中安全运行、符合 Part 23 认证标准、可

搭载 19名乘客的下一代电动两栖飞机。

6.三星携手英飞凌、恩智浦研发 5 纳米汽车芯片

2025 年 6 月 6 日，据第一电动网报道，三星携手英飞凌、恩智浦，

共同宣布将研发下一代汽车芯片解决方案。此次合作以三星的 5纳米工

艺为基础，着重优化内存与处理器的协同设计，同时强化芯片的安全性

能与实时处理能力。三星正致力于开发高集成度的 SoC 方案，力求实现

更优的能效比。此次合作中，三星将凭借其在存储芯片和晶圆代工领域

的技术积累，发挥半导体制造优势，与合作伙伴一同推动汽车芯片技术

的发展，以期在车规级半导体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为汽车行业的智能化、

网联化提供更强大的芯片支持。

（二）国内科技新闻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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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研究团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封装材料

2025 年 6 月 16 日，据电子发烧友网报道，上海大学绍兴研究院张

齐贤教授团队在 LED 封装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端封装材料，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团队通过优化环氧树脂分

子结构，构建了耐高温、高透光、低介损的分子网络骨架，实现了封装

材料的“六维性能突破”。该材料满足车规级认证，适配 5G通信需求，

并在高温下保持零黄变，支持 Mini LED 分区控光。其产品体系包括液

态环氧模塑料（LMC）、固晶胶、导电银胶和宇航级封装树脂，广泛应

用于新能源汽车、5G 基站、Mini/Micro LED 显示及宇航级电子元器件

等领域，为我国半导体产业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推动了 LED 封装向高

密度、高功率、高可靠性方向发展。

2.我国科研团队借助脑机接口使失明动物恢复视觉功能

2025 年 6 月 5 日，据 Science 报道，复旦大学多个团队与中国科学

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借助脑机接口技术，使失明动物恢复了视

觉功能，为失明患者复明带来新希望。团队开发出全球首款光谱覆盖范

围极广的视觉假体，无需外部设备即可让失明动物恢复可见光视觉，还

能赋予其感知红外光、识别红外图案的“超视觉”功能。该假体植入眼

底后，能替代凋亡感光细胞接收光信号并转化为电信号，激活神经细胞。

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中，假体有效且无不良排异反应。目前虽因医学

伦理限制未进入临床试验，但该技术有望让失明者重获视觉，甚至超越

生理极限。

3.理想汽车自研 SiC 芯片团队发现并解决一类隐藏极深的“问题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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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5 日，据“有个理想”公众号报道，理想汽车自研 SiC

芯片团队发表了关于 1200V 汽车级碳化硅 MOSFET 芯片的论文。该团队

突破行业盲区，发现一类隐藏极深的“问题芯片”。这类芯片虽能通过

现有测试标准流入市场，但在严苛环境下存在突然烧毁风险。碳化硅芯

片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能实现高压快充、瞬间加速，但其质量若不过

关，可能导致严重车辆故障。理想团队通过大量流片验证和测试分析，

结合 30 万颗自研芯片数据，找出了击穿电压离群的问题芯片。论文不

仅揭示了芯片失效原因及筛选方法，还提出从碳化硅晶体生长工艺着手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对提升碳化硅芯片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4.全球首艘自航式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工船“湾区伶仃”号下水

2025 年 5 月 28 日，据科技日报报道，全球首艘自航式水体自然交

换型养殖工船“湾区伶仃”号在广东江门成功下水，标志着我国深远海

养殖迈向新纪元。该船规模宏大，拥有近 8 万立方米养殖空间，可年产

5000 吨鱼，是大湾区实现“吃鱼自由”的重要来源。为应对复杂海洋环

境，“湾区伶仃”号采用高强钢建造，保障 12 级台风内的养殖安全。

项目团队攻克了高强钢板焊接难题，采用预设反变形量、调整焊接顺序

等工艺措施，保证了船舶强度。此外，“湾区伶仃”号采用全电推进系

统，配备风力发电，静态养殖时 100%使用清洁能源，助力船舶行业绿色

发展，并拥有两台 3600 千瓦的舵桨机，可自由航行于湾区海洋。

5.上海海洋大学科研团队揭示了真菌在海洋碳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2025 年 5 月 26 日，据海洋知圈报道，上海海洋大学科研团队揭示

了真菌在海洋碳循环中的重要作用。该研究首次精确量化了海洋真菌的

碳储存能力，发现其碳储量达 3.2 亿吨，对全球海洋碳循环的贡献远超

古菌。研究通过创新的分析方法，解决了以往估算中的偏差问题，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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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是海洋微生物生态系统的“第三支柱”。忽视真菌可能导致气候预

测出现重大偏差，这一发现对理解海洋碳循环和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6.我国研制的彩虹-YH1000 无人物流机首飞成功

2025 年 5 月 22 日，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报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十一院研制的彩虹-YH1000 无人物流机在西北某机场首飞成功。这款中

空无人物流机航程 1500 公里，任务时间 10 小时，升限 8000 米，载重

达 1200 公斤，可装载微型面包车。它采用经典物流机布局、双发设计

及先进航电设备，具备超短距起降和强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可在二级

公路、土路、草地、水面和雪地起降。彩虹-YH1000 能装载 4 组 1 立方

米货物托盘，机头和机腹均可进行货物操作，6000 瓦供电能力满足特种

作业需求。该无人机可执行低成本快捷货运及多种运输投送任务，是赋

能低空经济、建设交通强国的利器，拓展了无人物流机的应用场景。

二、科技创新政策

（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 加

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近日，上海出台《关于进一

步深化改革创新 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是以制度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改

革性文件，重点突出三个改革导向：即系统性、集成性和协同性。系统

性，聚焦从科技创新全过程出发，贯通研究开发、验证孵化及产业化各

阶段，涵盖各类服务业态。集成性，强调将各类政策工具、改革举措进

行有机整合，形成一体化推进合力。例如，整合财政支持、税收优惠、

金融服务、人才激励等政策工具，精准对接企业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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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策叠加效应。协同性，聚焦多部门协同、多主体联动，推动政府、

企业、高校、科技社团等创新力量共建、共享、共促发展，构建开放协

同的治理生态。

原文链接：

https://stcsm.sh.gov.cn/zwgk/hygq/xwfb/20250

523/1aca49e81e8649bd84a8f835895875f4.html

（二)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行动方案（2025 年）》的通知

5月 26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行动方案（2025 年）》，围绕“人工智能与新型工业化”发展，

共推出 16条措施支持企业发展。

1、建设高质好用的行业数据集；2、提高公共数据治理服务能力；

3、支持企业数据参与模型训练；4、打造行业头部大模型；5、构建高

性能通用智能体；6、培育以自主协议为基础的制造业智能生态；7、实

施企业技术中心 AI 赋能行动；8、增强仿真验证能力；9、加强智能安

全保障；10、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11、打造具身智能工厂示范标杆；

12、布局智能产品关键产能；13、培养复合型产业人才；14、优化人工

智能赋能咨询服务；15、加强模型应用金融服务；16、组织标杆案例宣

传推广。

原文链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50527341

5925168.html

（三）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修改后的《四川省社会力量设立

https://stcsm.sh.gov.cn/zwgk/hygq/xwfb/20250523/1aca49e81e8649bd84a8f835895875f4.html
https://stcsm.sh.gov.cn/zwgk/hygq/xwfb/20250523/1aca49e81e8649bd84a8f835895875f4.html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505273415925168.html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505273415925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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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省科技厅印发《四川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称，组织或个人（设奖者）利用非财政性经费，在四川省境内面向

社会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奖项名称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冠以“国

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国际”“世界”“四

川”“全省”“全川”“巴蜀”“西部”“天府”等类似含义字样。办

法自 2025 年 1 月 18 日起实施，有效期 2年。

这里的社会科技奖指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财政性经费，在四川省境

内面向社会设立，奖励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等活动中为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

的经常性科学技术奖，是仅以科技管理、科技服务和图书、期刊、专利、

产品、视听作品等为对象的评选，以及与科学技术不直接相关的奖励活

动。

社会科技奖应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科学家精神，遵

循依法办奖、公益为本、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坚持以科技创新质量、

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突出奖励真正做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

和一线科技人员；坚持学术性、荣誉性，控制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

避免与相关科技评价简单、直接挂钩；坚持“谁办奖、谁负责”，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原文链接：

https://www.sc.gov.cn/zfgbdb/detail/21e7d62

0f6fc4b50a2767fc773465b13.shtml

https://www.sc.gov.cn/zfgbdb/detail/21e7d620f6fc4b50a2767fc773465b13.shtml
https://www.sc.gov.cn/zfgbdb/detail/21e7d620f6fc4b50a2767fc773465b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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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南省科技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科技金融“科技贷”

业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贯彻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决策部署，

强化金融机构的主体地位，进一步优化我省科技金融“科技贷”业务，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改善科技创新的融资环境，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金融监

管局修订了《河南省科技金融“科技贷”业务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的原则及目标。遵循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以

助推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为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

的原则，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和带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与

科技型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系，提升服务科技企业的专业能力，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切实解决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培育和促进一批科

技企业做优做强，将“科技贷”打造成为我省具有影响力的科技信贷品

牌和科技金融标志性产品。

本实施方案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河南省

分行、河南金融监管局负责解释，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原《河

南省科技金融“科技贷”业务实施方案》（豫科金〔2021〕11 号）同时

废止。附：河南省“科技贷”业务合作银行管理实施细则

原文链接：

https://kjt.henan.gov.cn/2025/05-21/316032

6.html

https://kjt.henan.gov.cn/2025/05-21/3160326.html
https://kjt.henan.gov.cn/2025/05-21/3160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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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科技前沿

四问人形机器人：热闹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

今年可谓是人形机器人的“破圈”之年。从蛇年春晚上的“手绢舞”，

到北京亦庄的机器人马拉松，再到浙江杭州的机器人格斗赛……人形机

器人的系列活动纷至沓来，相关话题也频上热搜，目不暇接。

热闹背后，藏着产业发展的密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发布报

告称，过去五年，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技术领域申请专利近 6000 件，成

为全球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其产业融资规模从 2020 年的 15.8 亿元升至

2024 年的 72.3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5.6%。

发展人形机器人，中国有哪些优势？为什么近年人形机器人产业爆

发式增长？在全球发展赛道上，中国处在什么位置？下一步，人形机器

人的发展是什么样？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一问中国优势何在？

强大供应链无可替代

“最大的底气，来自我们多年工业积累形成的高质量供应链。”清

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星海图联合创始人许华哲告诉记者，

这不仅是能不能造出一个零件的问题，而是这些零件能否在规定时间内

协调完成、整体交付。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全部 41个大类、207 个中类、

666 个小类工业门类的国家。这种“全覆盖”优势使中国能够快速形成

产业链集群，实现“积木式”组合生产。

“别的地方或许能单独造出一个东西，但很难实现系统级的整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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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我们有完整的上下游链条，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许华哲说。

一根火柴会引燃另一根火柴，一个优势往往也会带来又一个优势。

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意味着使用场景丰富。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

席周剑认为，人形机器人第一个主赛道是智能制造，比如在工厂中的搬

运、分拣等，中国各类制造场景丰富，让“人形机器人”可以大显身手。

而这些在真实场景中产生的数据，恰是训练人形机器人最宝贵的资源。

丰富的场景，带来市场的需求。一些高污染、高危险、高劳动强度

的工种，对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很大。正如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

科学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熊蓉所说，“一旦有了市场，企业就有

动力投入资金和人力去做相关研发，这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力

量”。

政策支持与人才储备，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2023 年 10 月，工信

部印发了《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

发展指明方向。在政策牵引下，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因地

制宜布局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已形成具有一定引领性和规模效益的产

业集群。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已超过 400 家。”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泰尔系统实验室副主任韩镝表示，中国拥有大量人工智能、机器人、

自动化领域的工程人才，这对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问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何爆发？

硬件成本下降，智能能力提升

人形机器人发展，依赖“硬件+智能”两个维度。产业的爆发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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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源于这两个维度上的突破。

“在硬件上，经过多年迭代，我们终于找到了既能量产、质量又过

硬、成本又能接受的方案。”许华哲给记者讲了人形机器人“老大哥”

波士顿动力的故事——

过去，波士顿动力选择用更昂贵的液压方案来驱动机器人，他们认

为廉价的电机做不到。直到后来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用电机驱动关节也能

翻跟头，他们才意识到，中国的电机已经足够强了。

“这是因为中国的电机在能量密度和成本控制方面表现非常好。”

许华哲说，“我们用更安全、更便宜的方式实现了更好性能。”最终，

波士顿动力放弃了原来的液压方案，也改用了电机结构。

此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对降低机器人硬件成本

大有裨益。“新能源车和机器人在技术组成、供应链形态等方面有许多

相似之处，如都以电机为主要执行机构，以摄像头、激光雷达等为主要

传感方式。”韩镝介绍说，许多传感器供应商已经积累了高性能、低成

本的解决方案，直接迁移到机器人身上很方便。

“在核心零部件上，我们几乎都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做出相当甚至

更好的性能。”许华哲说。

另一个维度，是智能能力的突破。“过去做机器人控制，要建模、

写代码，非常费力，而且很难实现复杂姿态的动态平衡。但现在大模型

走通后，强化学习所需的训练算力成本急剧下降。”深圳市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丁宁告诉记者，如今可以构建一个仿真环境，

扔进去“100 万台虚拟机器人”，通过奖励、惩罚机制，自主演化出最

佳运动策略。这些策略还可以通过大模型转化为代码，实现从仿真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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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机器的迁移。“以前这一套训练成本极高，现在一两千万就可以支撑

一个中小企业完成从零到一的开发。”丁宁说，基于人工智能的强化学

习、模仿学习等开发方式，让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迭代速度显著提升，有

效推动了产业发展。

三问中国处于什么位置？

处于第一梯队，硬件实力较强

今年初，摩根士丹利发布一份报告称，人形机器人“大脑”研发主

要集中在北美地区，而“身体”部分则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据周剑介绍，哪怕是国际最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其 80%以上的零部

件合作方都在中国，其中不少是生产机器人的关键环节。对此，丁宁表

示，“在硬件和控制，也就是‘肢体’和‘小脑’这两块，中国可以说

已经具备了不小的优势。”

当然，中国也存在一些短板，主要集中在智能计算与高精度部件领

域。“目前国产芯片在算力和轻量化方面与英伟达仍存在差距；部分高

性能传感器、直线关节所需的滚珠丝杠、轴承等精密部件，在精度和寿

命上也仍需追赶。”熊蓉说。

目前，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共同短板，还是智能移动操作能力。也就

是说，机器人能不能像人类一样，双手协调使用工具完成复杂任务。

“比如机器人洗衣服，就算动作再灵活，可能也不如一台 200 块的

洗衣机高效。如果不能脱离预设程序，做不到智能适应场景，那它很难

进入实用阶段。”丁宁说，“所以本质上，人形机器人真正的门槛是智

能水平，也就是它的‘大脑’。”

多位专家表示，智能水平提升慢，与难以获取高质量数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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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本上可以分为真实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两大类。真实数据

质量高但数量少、成本高，仿真数据量大但质量不足。”北京大学助理

教授、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告诉记者，高质量真实数据缺失，已成为制

约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我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你只看别人游泳，

能学得会游泳吗？’”

“数据对于人工智能的意义，就像石油之于工业。数据问题解决，

算法和模型才有可能真正进化。”许华哲说，当前很多机构正在努力，

比如提升遥操作（人类操作机器人收集数据）效率、优化仿真质量、建

立高质量标注系统等。“未来谁能在数据质量与规模上实现突破，谁就

有可能在产业发展中形成决定性优势。”

四问未来发展什么样？

从工厂走向万家，脚踏实地最重要

“帮助人类完成重复、简单、枯燥的劳动，才是人形机器人的正确

发展路径。”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应用顺序，周剑认为是先在工业场景实

现大规模应用，然后是商业场景，最后才是家庭场景。

对于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业界一般认为是 2年-3 年，

而进入家庭场景，则需要更长时间。

做家务这类场景，看似简单，其实更难，因为需要更强的任务理解

能力。丁宁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机器人在倒咖啡时能自发“抖一下手”，

是因为它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知道这样能让残液流出，而不是人后台教

给它这个动作——这才叫具备真正的任务理解能力。目前，无论国内还

是国外，这个能力都还没有突破。

熊蓉还提到了成本问题。“机器人的价格也需要合理，不能是只‘展



科技创新 情报先行

- 15 -

示’不‘实用’的科技玩具。”熊蓉说，“只有当机器人既‘能干活’，

又‘买得起’，它才能真正进入家庭场景。”

王鹤认为，关键是先让机器人产生生产力价值。“比如抓取、放置、

移动，这几个能力看似很简单，但工厂、超市、零售环境里不就是拿、

放、走的组合吗？”目前，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已进驻无人药房，在收到

订单后拣货、送货、打包并交给快递小哥。

“我希望先让一部分人、在一部分场景中看到它的价值，比如在超

市、饭店、医院等地方真正‘干起来’。当人们开始接受并习惯它的存

在，未来就不远了。”许华哲说。

“我呼吁产业中每一个人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去做技术研发和工

程落地化的事情。”周剑说，“如果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中国企业肯

定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大潮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四、科普知识

时刻知道丨长征、天宫、天舟、天问……如此庞大的中国航天系统，

你分得清吗？

驰骋星海，神舟圆梦。2025 年 4月 18 日，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23日，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

发布会举行。 24日 17 时 17 分，火箭点火发射，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23时 49 分，成

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25日 1 时 17 分，神舟二十号航

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5 月 22 日，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

成第一次出舱活动。神舟二十号预计于 2025 年 10 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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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长征、天宫、神舟、天舟、问天、嫦娥……

这些航天名词时常出现在我们眼前耳边，对于如此庞大的中国航天系统，

你能分得清吗？科普时间到！

1、长征

“长征”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航天运载工具，

就是把“神舟”载人飞船、“天宫”空间站、“嫦娥”探月探测器、“天

舟”货运飞船等各种航空航天设备送到太空的一种运输工具。长征运载

火箭起步于 20世纪 60 年代，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首次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

2、天舟

名字中带“舟”指的就是飞船，“天舟”系列属于货运飞船，相当

于太空“快递小哥”，主要作用是向空间站及空间实验室运送货物和飞

行的“燃料”——推进剂等物资。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的实施进程中，中国先后实现了载人天地往返、交会对接、航天员中长

期驻留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而要全面迈入空间站时代，空间货物运输系

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研制货运飞船也成为航天人的又一使命。天

舟七号货运飞船是 2024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发任务。基于货运飞

船运载能力的提升和“精准补货”的原则，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将由 1

年 2 次优化为 2年 3次，进一步节约了天地运输的成本。

2024 年 1 月 17 日 22 时 27 分，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

遥八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入轨

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 01 时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后向端口。

3、神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8%88%9F%E4%B8%83%E5%8F%B7/633916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BE%81%E4%B8%83%E5%8F%B7%E9%81%A5%E5%85%AB%E8%BF%90%E8%BD%BD%E7%81%AB%E7%AE%AD/638688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BE%81%E4%B8%83%E5%8F%B7%E9%81%A5%E5%85%AB%E8%BF%90%E8%BD%BD%E7%81%AB%E7%AE%AD/638688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6%98%8C%E8%88%AA%E5%A4%A9%E5%8F%91%E5%B0%84%E5%9C%BA/2018307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92%8C%E6%A0%B8%E5%BF%83%E8%88%B1/568656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92%8C%E6%A0%B8%E5%BF%83%E8%88%B1/568656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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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系列是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天地往返的“座驾”，加上今

年 6 月发射的神舟十四号共 14位成员。

2003 年 10 月 15 日，神舟五号实施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它

载着杨利伟绕地球遨游 14 圈后，安全着陆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

飞天梦圆。中国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此后，神舟六号完成“多人飞天”任务，神舟七号实现航天员漫步

苍穹的梦想，神舟九号实现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神舟十号首次开展

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

4、天宫

“天宫”是我国的在建空间站。空间站是指可供多名航天员巡访、

长期工作和居住生活的载人航天器。成功发射的“天和”是我国在建空

间站的核心舱。

空间站相比空间实验室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和体积庞大、在

轨运行的时间久、任务周期时间长。2025 年 4 月 24 日，搭载神舟二十

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月 25 日 1 时，神二十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5、天问

“天问”是行星探测工程，行星探测的第一站是火星，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

2020 年 7 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从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2021 年 5月 15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经历了十个月的太空旅行后，成功

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至此，中国成为了全球继美国后，第二个成功登

陆火星的国家。

6、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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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是探月工程。2004 年 1 月 23 日，嫦娥工程正式立项。嫦

娥工程采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嫦娥一号、二号完成了绕月探测任

务，嫦娥三号、四号完成了月球着陆和巡视探测任务，嫦娥五号完成了

无人月球采样返回探测任务，为我国“嫦娥工程”的“绕、落、回”三

步走发展规划画上了圆满句号。

2024 年 5 月 3 日，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

火发射，将嫦娥六号送入地月转移轨道 ；6 月 2 日，嫦娥六号探测器着

陆器-上升器组合体成功着陆月背预选着陆区；6 月 4 日，嫦娥六号上升

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6 月 25 日，嫦娥六号返回器准确着陆

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经初步测算，嫦娥六号任务采集月球背面

样品为 1935.3 克。

未来还有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它们将为我国规划建设月球科研站

等目标努力。

宇宙空间星汉灿烂、了无际涯，人类对太空的每一次叩问，都是新

一次空间探索的开始。中国人问天求索、迈向星辰大海的漫漫征途上，

有许多科技人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接力前行，各类航天系统的组成

将助力中国航天驶向更辉煌的未来，为人类探索太空作出更卓越的贡献。

承办：周口市科技情报研究中心

电话：0394-8237737

地址：周口市文昌大道招商大厦

网址：http://kjj.zhoukou.gov.c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BE%81%E4%BA%94%E5%8F%B7%E9%81%A5%E5%85%AB%E8%BF%90%E8%BD%BD%E7%81%AB%E7%AE%AD/641647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6%98%8C%E8%88%AA%E5%A4%A9%E5%8F%91%E5%B0%84%E5%9C%BA/2018307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AD%90%E7%8E%8B%E6%97%97/30366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kjj.zhouk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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