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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反诈机器人研发成功
现已正式上线

■ 李 晨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传来消息，该校陈小平研究
团队突破了刚性机械手臂的局限性，利用软体机器人
手臂解决了不确定性场景中机器人的操纵问题。

目前大多数软体机器人都使用比较软的柔性材
料作为主体，比如硅胶。这类软体机器人通过压缩
流体、记忆合金等方式驱动柔性材料形变，从而产生
机器人的运动。这种机器人受限于材料特性，很难
做到大负载。

象鼻是自然界中既柔顺灵活又很有力气的软体
器官。受此启发，研究团队于2013年提出了一种蜂
巢气动网络结构，并基于这种结构设计制备了同象

鼻一样兼具灵活度和大负载能力的软体手臂。在此
技术基础上，科研人员从人类执行操纵任务的行为
方式中汲取灵感，利用软体机器人手臂的本质柔顺
性，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机器人与环境交互的范式，使
得用软体手臂可以像人类一样轻松完成生活中各种
任务，不需要提前对环境进行精确建模，也不需要力
学传感器精确感知环境接触力，甚至在执行任务过
程中受到人为捣乱也不影响完成任务。

这种蜂巢气动网络软手臂由于具有本质柔顺性
和连续变形特性，在智能制造、医疗康复、家庭服务
等领域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软体机器人
手臂如象鼻一样灵活有力

■ 吴长锋

新华社青岛4月19日电（记者 张旭东）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究人员自
主研发的“中科海开拓”系列3500米级深水可视化
可控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在南海获取单柱、连续、
低扰动沉积物柱状样品15.83米，顺利通过海试验
收，并入列“海洋地质九号”地球物理勘探船。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栾振东
表示，这套完全国产化的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实现了
可视化，能让科研人员清楚看到要取样的海底底质。
其具有声学通信控制等功能，可调整姿态和方位，以
偏东40度或者垂直90度插入海底沉积物获取样品，
并能在后期调整取样长度。此外，这套沉积物柱状
取样系统降低了对作业海况的等级要求，可搭载多
类水下传感器，在不显著增加自身重量前提下，能完
成连续且低扰动的柱状沉积物定点采样、沉积物多
层温度探测、打桩基和布设小型海底空间站等工作。

该系统的海试成功和成果转化，将为我国海洋
科学研究提供更加有力的数据和样品支撑。

新型深水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
通过海试验收

在中科院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与环境研究站实
验室，成都山地所科研人员在处理泥沙样品。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等
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立足位于重庆忠县石宝镇的
中国科学院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与环境研究站，针对

消落带的生态修复问题开展多项研究。科研人员
按照土地利用类型划分景观单元，建成典型流域“坡
面—小流域—支流”不同尺度嵌套式观测系，同时开
展水土保持、面源污染等试验研究、监测评价，并进
行治理技术的示范推广。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缩短就医时间实现“零等待”

网络问诊后拿到电子药方，药品直接快递到家；
打开手机软件进行网络复诊，与医生实时交流病情；
通过云医疗服务平台，在乡镇卫生室也能得到省级专
家的诊疗和救治；电子社保卡绑定移动支付平台，扫
码结算方便快捷……如今，越来越多人能享受到互联
网医疗带来的便捷服务。

2020年，中国移动医疗用户规模达到6.61亿人，
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544.7亿元。业内人士分
析指出，人们对医药电商、互联网医疗等平台的使用
需求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逐步
扩大，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迎来了新的机遇。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
1100家互联网医院、7700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线上服
务。三级医院网上预约诊疗率已达50%以上，90%以
上的三级公立医院实现了院内信息互通共享。远程
医疗协作网覆盖所有的地级市2.4万余家医疗机构。

“借助互联网技术，实体医疗服务得以延伸和下
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优质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

题。”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院长张国刚表
示，防疫期间，互联

网医疗的发展大
大缓解了线下门
诊的压力，避免了
交叉感染，满足了
人们防控疫情的
迫切需求。“在实
际工作中我们发
现，依托大数据技术

建设‘智慧医院’，让患者的就医体验也得到大幅度改
善，就医时间明显缩短，甚至能够实现‘零等待’。”

火热发展背后仍有诸多局限

过去一年，在线购药、远程问诊等需求呈爆发式
增长，互联网医疗的价值被不断释放，但火热发展的
背后，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
完善医保结算政策，鼓励处方流转。

专家指出，处方流转不等于处方外流，纳入医保
的前提是医疗机构要有电子处方流转能力，而哪些
药、哪些病可以在线上报销以及异地就医如何结算等
细则还需进一步明确。

“互联网医院建设大多需要与技术公司合作。如

何在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同时探索出成功的商业
模式，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是如今面临的难题。”张
国刚表示，目前互联网医院的服务范围从慢病管理拓
展到多病症诊疗，质量把控也成为难点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邓勇分析，互联网医
院是未来“互联网+医疗服务”深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但
现在来看，还存在着线上服务功能定位分级不清晰的问
题，未形成与线下同质统一的云端分级诊疗功能。此
外，信息安全保护、药事监管等问题也需要解决。

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

目前全国30个省份已建立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监
管平台，提升了线上监管能力。专家指出，在互联网
医疗准入、设立、运营、信息安全等方面，要加强对互
联网医疗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使互联网医疗的发
展更加规范。

“互联网只是手段，医疗质量和安全才是第一
位。”张国刚表示，在互联网医疗在积极投入资源的同
时也应高度关注其问题和短板。“今后，要在远程诊
疗、审核处方、线上交易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闭环
管理。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从业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必
须严格要求自己，确保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
安也表示，“互联网+医疗服务”不是简单将线下服务
搬到线上，而是真正利用好互联网的思维来推动医疗
服务更加优质、更加高效、更加契合公众的需求。

AI反诈机器人由萧山人工智能企业“一知智能”
和公安部门联合研发，日前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
北区块率先上线，上线仅4天，接通率已从60%上升
到近70%，平均通话时长近40秒，反诈宣传信息得以
点对点完整传达，进一步提高了社会防范意识。

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呈现高发态势，各种骗局
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AI反诈机器人立足辖区
诈骗案件发案情况以及受害人画像数据，主要针对
两类人群进行电话精准反诈宣传：一类是公司财务
人员，对该群体进行撒网式宣传提醒；另一类则是易
受网络诈骗人群。

目前，AI反诈机器人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来
进行回答、沟通、应对，其聪明程度不亚于人工话务
员，有效通话量也大大提升。传统人工电话每天每
人外呼数量是120通，AI反诈机器人最高通话数量
可达近1000通。此外，AI反诈机器人还能针对性
地向群众介绍最新诈骗手段和类型、提供防范小技
巧等。 （本报综合）

互联网医疗 解决优质资源不平衡
■ 李嘉宝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医疗服务不断融合，网上
问诊、在线就医、无接触式购药等模式逐渐走进人
们的日常生活。互联网医疗有效提升了医疗质
量、效率与可及性，代表了医疗行业新的发展方
向，是卫生部积极引导和支持的医疗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