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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
新闻发布会宣布，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马
——2025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
人半程马拉松将在4月13日7时30分鸣枪
起跑，人形机器人将与人类选手同时出发，
在同一路线上完成21.0975公里的比赛。

可能重塑全球产业发展格局的人形机
器人，正站在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

蛇年春晚舞台上，穿着花棉袄转手绢
的“显眼包”人形机器人迅速走红。行走、
跳舞、空翻、避障、跋山涉水……世界上人
行机器人的研发成果日新月异。人们购买
人形机器人当然不只是为了娱乐，而是要
让它们工作。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形机器人
的时代即将来临？它离走入大众生活的目
标还有多远？

在去年举办的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赛
上，人形机器人“天工”在起点为选手“加油打
气”，还与参赛选手一同冲过终点。今年，人
形机器人将直接变成全程参与的“运动员”。

据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李全介绍，今年人形机器人将与运动员
在起点同时起跑，共跑同一路线。本次赛
事于3月5日开启报名通道，报名时间为3
月5日10时至3月11日17时。

李全表示，此次赛事起点位于南海子
公园一期南广场，终点位于国家信创园。
本次赛事中采取机器人和运动员“同步报
名、同一赛道、同时起跑”的原则，人形机
器人将与运动员在起点同时起跑，为确保
人机安全，全程采用铁马隔离或绿化带隔
离的方式，机器人将与运动员共跑同一路
线，但有单独赛道。

为确保更多机器人能顺利完赛，经过
对人形机器人当前研发进展的研判后，将
机器人比赛的关门时间设置为 3小时 30
分钟左右。比赛过程中，可以更换电池；
也可通过更换机器人，以接力形式参加全
程比赛。依据比赛过程中完赛时间、机器
人更换次数进行综合评价，比赛过程中更
换机器人每次罚时10分钟。

对于结构要求，李全表示，今年参赛
的机器人应具备人形外观、可以实现双足
行走或奔跑等动作，而非轮式结构。在控
制方式方面，机器人可以是手动遥控（包
含半自主），也可以是完全自主的控制方
式。参赛团队须确保机器人不会对赛道、
其他参赛机器人和周边人员造成损害，必
须遵守赛事包括比赛路线、赛事规则以及
任何特定的技术要求等规则。同时，为打
造赛事的科技氛围，赛前起跑仪式将有机
器人主持，并在赛后设置机器人大秀场和
互动体验等一系列活动。

去年11月11日，“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征
集令”在北京亦庄发布，得到了全国各省市
机器人企业的广泛关注，目前全国多家赛队
有意参赛，并在紧锣密鼓地测试与训练。

相较于硬件，人形机器人的“大脑”也同样重
要。现在提及最多的是“具身智能”，简单理解就
是指机器人能够在物理世界中自主地感知环境、
做出决策、执行动作等。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苏国斌介绍，北京作为
全国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已将具身智能确立为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向。“现在，我们已
经初步形成了‘大脑—小脑—本体’协同创新的技
术路径，具身智能技术正处于从实验室研发向规
模化应用转化的关键阶段。”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朱明皓介绍，去年以来掀起了人形机器人发
展浪潮，随着应用场景的突破与示范，人形机器人
将开始在制造业、医疗、物流、消费等领域深度应
用，特别是与制造业的结合，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
快速迭代成熟。

张爱民说，传统的人形机器人，主要是以全自主
方式，但是全自主的路线，他认为短时间还很难落地。

张爱民表示：“AI的泛化能力是不足的，比如
我今天告诉它抓杯子，它可以抓，但是明天杯子换
了一个颜色或换了一个形状，它就不知道怎么去
抓了。所以AI的泛化能力不足怎么办？我们认
为，前期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去操控机器人完成
某项任务，也就是一开始人类会干预得多，人类通
过远程来完成大部分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大
模型的发展，慢慢地人类远程的概率越来越小，机
器人自主的概率越来越大。”

华南理工大学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俞祝良分析，“具身智能”的加入，可以让人形机器
人的使用场景更加广泛。

俞祝良说：“机器人有了‘具身智能’以后，它
对整个环境是要感知，要理解这个环境，能知道在
这个环境下面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要采取什么
样的动作，它一定要具有对于任务的理解能力。”

“从目前来看，机器人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比如，电机、减速器、专用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以及
仿生材料、轻量化材料等基础材料，还需要加大研
发和产业化投入。此外，产品成本依然较高，阻碍
了市场应用推广。”朱明皓告诉记者，消费场景是
人形机器人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特别是我国已
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养老机器人和医疗机器人
需求旺盛。

目前，国内有不少人形机器人企业已经在探
索面向家庭场景的应用。近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
际标准。这项标准依据老年人生理和行为特点，为
各类养老机器人的产品设计、制造、测试和认证等
提供基准，将引领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综合光明网、央广网、北京青年报、经济参考
报、北京日报）

一项最新预测显示，未来 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
场规模将达到 7万亿美元。在政策的鼓励以及资本的
加持下，我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正在步入快车道。最
近，江苏省无锡市被批准筹建江苏省人形机器人产业
计量测试中心，中心的技术总监刘渊伟向记者表示，人
形机器人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会非常广泛。

刘渊伟表示：“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实现一些个性化功
能，比如低成本交互的、高精度的、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
在特种领域方面，我们可以面向山地、远洋等开展警戒守
卫；生产制造环节可以实现装配、转运、检测、维护等工序；
在民生方面，可以从事医疗、家政等方面的应用，满足生命
健康、陪伴护理等一些高品质的生活需求。”

目前，人形机器人在硬件技术路线上的共识尚未
完全形成，广汽集团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张爱民认
为，要从应用的需求和痛点来设计机器人，比如传统机
器人的手部设计优缺点都很明显。

魔法原子研发总监陈春玉表示，人形机器人从最
初的原地做动作，到现在可以长时间行走，甚至奔跑，
硬件设计和控制系统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距离梦想
中的机器人形态还有一些差距。

陈春玉说：“机器人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
很多技术要去突破。”

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2024年1月，有消息称特斯
拉公司的擎天柱袭击了一名工程师，地面还留有血迹。
虽被公司认定为谣言，但人们对于人形机器人能否严格
遵守“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的核心准则仍然存疑。

机器人和人类选手
共跑同一路线

实现“具身智能”
是进入家庭的关键

人形机器人“跑马”
面临三大技术挑战

人形机器人
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

“人形机器人参加半程马拉松，是对其续航、运动
控制、环境适应能力等现有技术的顶级压力测试。”李
全说，通过参与马拉松比赛等体育竞技赛事，既可以展
示人形机器人发展标志性的应用成果，还能激发资本
涌入，推动技术进步、探索应用场景。

不过，人形机器人跑马拉松面临三大技术挑战。北
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解释，马拉松对机器人奔跑中
的稳定性、可靠性和续航能力要求非常高，人形机器人要
完赛，需要有适用于长距离奔跑的一体化关节和本体，优
化关节运动范围、优化仿生足底、突破电池快换技术，解决
关节过热和本体稳定性问题；需要突破高可靠性快速奔
跑控制算法、高精度定位算法、动态避障导航算法，解决
人形机器人高速奔跑时的稳定性和自主导航定位问
题；需要进行多轮测试训练，解决长时间、高强度奔
跑中机器人的续航、可靠性、稳定性问题。

去年 10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升级为
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其自研人

形机器人已实现雪地等复杂地形快速通行和百级以
上大高差台阶持续攀登，峰值速度突破12公里/小时，
运动控制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024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赛事上，人形机器人
化身“关门兔”与选手一起冲过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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