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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机器人

通过模拟学习提升性能

日前，《自然》 发表的生物医学工程研

究成果， 报告了一种加速外骨骼机器人控

制系统开发的模拟框架， 其有助于推动外

骨骼装置在现实世界的广泛应用。

外骨骼机器人能显著提升人类运动，

恢复残疾人士的运动能力。不过，当前的控

制器在匹配不同个体需求和复杂的人体运

动时仍面临挑战。 它们通常需要开展大量

的人体测试，依赖手工制作的规则，这限制

了它们的广泛应用。 之前的模拟研究并不

包含控制器设计， 也未考虑人类与机器人

的交互， 这给从模拟过渡到现实世界应用

带来一些难题。

为克服这些困难，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

学苏浩团队开发了一个能从人类与装置交

互中学习的框架。 该框架不需要漫长的人

体实验和人力资源， 其能在模拟中生成人

体运动、 肌肉协调和外骨骼控制的三个互

联神经网络。 他们对模型开展了数百万次

模拟试验验证其能从人体移动数据中的学

习能力。

为测试控制器在现实世界场景中的成

功率， 团队对一名佩戴髋关节外骨骼的使

用者进行了测试。他们对使用者跑步、走路

和爬楼梯时进行的监测发现， 控制器让使

用者的代谢率在行走时降低

24.3%

， 跑步

时降低

13.1%

，爬楼梯时降低

15.4%

，这表

明整体上控制器能在不同活动中成功协助

使用者。

团队表示， 目前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拓宽这些控制器的应用范围， 从而让辅助

外骨骼应用于更多的个体和任务。

（张梦然）

中行吕梁市分行参加

2024

年吕梁“审计杯”

市直机关职工篮球

联谊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3

周年之际 ，为

营造职工健身运动的浓厚氛围， 展示员工

精神文明风貌，增强干部职工身体素质，中

国银行吕梁市分行积极响应市直机关工

委、吕梁市总工会等单位组织，组织员工参

加“庆七一”“审计杯” 市直机关职工篮球

联谊赛。

日前，大家身穿统一服装，朝气蓬勃，

热情高涨，参加开幕式仪式。 赛场上，运动

员们英姿飒爽， 互相配合， 秉持“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的原

则，充分发挥团队协助精神，展示我行良好

形象。本届职工篮球赛，既增强了职工身体

素质，又丰富了业余文体生活，更促进了各

单位之间的友好互动交流， 为银企合作打

下良好基础。 （李文 文

/

图）

“粗线条”

也能干细活

一直以来，咖啡拉花都被

认为是一项细活。 如今，在人

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看似“粗

线条”的机器人也能完成这项

工作。

图为在江苏常州某企业，

工作人员演示机器人咖啡机

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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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产品、项目想推

向全国，那么应该选择……？

“刷掌”乘车、“防晒导航”、安全诱导系统……

科技赋能交通 提升出行体验

暑假的脚步已经到来，又到了小朋友、大朋友集中出行的时候。 近年来，交通科技飞速发展

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有哪些提升出行体验的新技术。

乘坐地铁只需伸伸手

不用刷卡、扫码，也不用刷脸，

只需伸出手掌， 就能刷开地铁站闸

机———这种“黑科技”已被广泛应用

于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部分地铁

站中。

与人脸识别 、 指纹识别一样 ，

“刷掌”背后采用的掌静脉识别也属

于生物识别技术。

首次使用“刷掌”系统前，需将

掌静脉纹理特征预先录入服务器。

乘车人要将手掌悬空置于“刷掌”设

备的圆环识别区上方， 识别区便开

始闪烁红色光线， 掌静脉纹理特征

数据开始录入。 完成录入后，圆环识

别区会变成绿色。 接着，屏幕上出现

二维码，乘车人扫码，在相应支付应

用程序中完成协议授权、 实名信息

授权并开通“刷掌”支付功能。 在完

成所有流程后，乘车人便可“刷掌”

乘车。

之后，乘坐地铁时，乘车人只需

找到有圆环标志的“刷掌” 闸机设

备，将掌心对准圆环识别区，就可以

通过闸机进入车站。 出站后，乘车人

手机便会收到本次过闸乘车扣款的

提示。

掌静脉识别具有诸多优势 ，可

有效解决二维码识别可能存在的手

机网络信号不稳定、 低电量关机等

问题，同时还能够防范二维码盗刷，

提高用户资金安全性。 掌静脉检票

系统的误识率只有千万分之一，误

拒率为十万分之一，可靠性强。

“防晒导航”让出行更清凉

最近我国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

高温天气， 骑车、 步行的公众备受

“烤”验。 前不久，部分手机地图应用

程序面向骑行和步行用户上线了“防

晒导航”功能。 该功能通过遥感技术

和动态光影跟踪算法，可以实时计算

特定时段内某道路的阴影面积。

当用户使用地图应用程序选择

骑行或步行路线时， 应用会显示不

同路线的“阴凉比”，即每条路线中

包含的“林荫 ”和“楼阴 ”路段的占

比。 用户可以据此选择“阴凉比”更

高的路线行进， 获得更加清凉的出

行体验。

其中， 林荫路段是地图应用程

序通过遥感技术， 分析道路周边树

木分布密度， 综合具体地理位置等

因素计算出来的。

判断楼宇路段的阴影面积更复

杂一些，其中涉及楼宇位置、高度、

形状以及道路宽度。 为此，地图应用

程序工作人员设计了一套动态光影

跟踪算法， 其可以综合多种因素计

算某路段在某时间段内的阴影覆盖

面积。

目前，带“防晒导航”功能的地

图应用程序已经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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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城

市上线。 用户将应用程序升级至最

新版本，即可体验。

车尾实时显示红绿灯倒计时

在路口等红绿灯时， 如果前方

公交车遮挡了视线， 后方车辆司机

看不见信号灯， 就易发生闯红灯等

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为防止出现

类似情况，在重庆、海南等地，部分

公交车车尾屏幕会实时显示前方路

口信号灯的倒计时， 方便后车知晓

前方路口情况。

为让公交车车尾实时显示红绿

灯倒计时， 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

智能化改造。

重庆某公交车智慧化改造公司

负责人岳红举介绍：“红绿灯旁边有

一个灰色的方盒子， 它是路侧单元

（

RSU

），属于路侧非常重要的设备。

公交车有一个通信单元（

OBU

），它

和

RSU

是配对使用的。

RSU

可以获

取信号灯的灯态信息以及倒计时时

长，再将它传递给车载

OBU

，相关

信息就可在公交车尾部显示。 ”

除了公交车，大客车、大货车也

可能遮挡后方车辆司机视线。 因此，

当车辆行驶到路口时， 部分导航

App

会显示前方红绿灯情况， 并给

出倒计时提示。

为实现这一功能， 部分导航

App

公司与当地交管部门合作，将

交 通 信 号 灯 数 据 实 时 接 入 导 航

App

。 除了红绿灯倒计时，导航

App

还会及时推送临时交通管制、 紧急

情况下道路封闭等信息， 保障驾驶

者安全行驶。

如果无法获得交通信号灯数

据，导航

App

还能给出倒计时吗？ 答

案是大致可以。

部分导航

App

可以通过大数据

和智能预测系统给出估算的红绿灯

信息。 例如，当人们接近红绿灯路口

时，从红灯亮停下到绿灯亮起步，这

中间的时间数据会被导航

App

记录

并上传。 车辆的起步速度、司机的刹

车习惯或许不同， 但当上传数据足

够多， 后台系统便可据此摸清每个

路口信号灯的“脾气”，给出大致的

信号灯变化参考信息。

智能“老司机”守护乘客安全

乘坐公交车时， 若司机缺乏经

验， 车辆每次起步加速、 靠站减速

时， 车厢内乘客可能都会感到明显

晃动，要牢牢抓住把手才能站稳。

不过， 在相关科技设备的帮助

下， 即便是新手司机也能像老司机

一样，全程平稳驾驶。

在乘坐福建省厦门市部分公交

车时，乘客会明显感到，当车接近斑

马线、 公交站时， 车速便会缓慢下

降。 这主要得益于当地公交车安装

的“

5G

安全节能诱导系统”。 这套系

统通过大数据技术， 分析给出每条

公交线路的最佳动力方案， 辅助驾

驶员平稳驾驶。

为厦门市公交车提供技术支持

的工程师杨超介绍， 在公交车上有

一个不起眼的“盒子”，里面记录着

最近一个月该车的行驶轨迹及司机

的操作习惯。

“为了达到平稳起步，进出站和

通过斑马线时的智能减速的效果，

‘

5G

安全节能诱导系统’ 需要提前

一个月采集数据。 ”杨超说。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安监部

相关负责人黄睿介绍 ，“

5G

安全节

能诱导系统”会分析采集的数据，然

后给出最优驾驶方案， 并对车辆动

力系统进行管控，控制油门开度。 这

套系统应用以来， 厦门市公交车的

交通违法和肇事事故率均大幅下

降，有效保障了乘客安全。 （都

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