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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级无人机
■ 凌 晨

插图 苏盼盼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
研发了一种新型铝基复合负极材料，让锂电池受得了
炎热气候、扛得住冰天雪地，充电迅速，成本降低。

受电池关键材料的限制，锂离子电池的一大局限
是在0℃以下的低温条件下无法充电，而在50℃以上
的高温条件下安全性又不能保障。为此，团队历时多
年，研发了一种新型铝基复合负极材料，通过与商用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匹配，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成功开发
出了新型锰酸锂、磷酸铁锂和三元电池等产品。运用
该材料的新型锂离子电池，最低工作温度可以达到-
70℃，最高工作温度可达80℃，而且低温与高温性能

可以同时兼顾。
在安全性能方面，该团队开发的新型铝基复合负

极材料，在低温和过充条件下能有效缓解锂枝晶的产
生，提高电池安全性。在续航性能上，该电池能量密度
较传统锂离子电池提升了13%~25%，能做到长续航。
此外，由于铝基复合负极材料优异的导电性能，产品还
表现出不俗的快充性能，20分钟即可充满电。

该团队表示，相关产品可以应用于光伏储能、家庭
储能、通信基站储能、轨道交通、国防建设、航天航空、
极地科考等领域，尤其适用于高寒地区及亚热带地区，
可显著扩大电池的应用范围。

完成航拍、跟拍等任务的无人机，一般是消费级无人
机。消费级无人机的特点是产品标准化、应用同质化。
小的无人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可以折叠起来塞进衣
兜。别看它机身小，飞行控制系统、动力系统、通信系
统和拍摄设备一样都不少。同时，它还能接受地面控
制，根据规划路线飞行，非常听话。

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就相当于飞机里的飞行
员，对整个无人机进行控制。无人机身上安装的摄影
摄像设备，能拍摄到很多高难度镜头，比如悬崖上的树
枝、山顶的石头，以及山崖夹缝里的细草。

但就如蜻蜓只能低空飞行一样，无人机也有它的
问题。首先是信号问题。如果无人机在飞行中遇到了
障碍物，比如树木太多太密，楼房过高过多，图传信号
就可能被遮挡，影响拍摄。所以在地面控制的时候，要
注意观察无人机传回来的影像里显示的周围环境是不
是有明显的障碍物，起飞时尽量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
点，飞行时也要避免高大的建筑物和茂密的树林。无
人机不仅怕物理遮挡，还怕电磁干扰。比如家庭的路

由器、山上的信号发射塔、高压电线以及一些金属物
体，都会对无人机的信号传输产生干扰。

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机遥控器的信号是从遥控天
线的截面发出的。飞行时让天线垂直于无人机，这样
可以保证信号的传输，无人机才会飞得又高又远，圆满
完成任务。

近日，清华大学机械系现代机构学与机器
人化装备实验室研发了一种可在亚厘米级管道
中高效运动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填补了当前细
微管道检修探测设备的短缺，有望在航空发动
机管路检修等领域发挥作用。

在航空发动机和炼油机等复杂系统中，有
大量用于输送水、气体和油的管道。通常，这些
管道具有各种直径、变化的曲率，并覆盖较长的
距离。为确保它们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需要
定期从外部和内部进行管道检修。目前已开发
的各种管道巡检机器人包括轮式、腿足式、履带
式等运动机构，多采用电磁电机驱动，适用于大
口径管道的检测。当涉及直径小于一厘米的微
细管道时，机器人的尺寸很难按比例缩小。

该团队研制了一种智能材料驱动的微型管
道检测机器人。这个重量只有2.2克、长度47
毫米、直径不到10毫米的“小家伙”，可以适应
亚厘米直径和变化曲率的复杂管道。该机器人
采用高功率密度、长寿命的介电弹性体致动器
作为人造肌肉，采用基于智能复合微结构的高
效锚固单元作为传动装置，使用具有可调节数
目的磁单元来快速组装，以适应不同管道的复
杂几何形状。

团队负责人介绍，该项工作通过考虑软材
料的独特性来分析机器人的动态特性，并相应
地调整驱动电压的频率和相位，以优化机器人
的运动速度。这个基于高频蠕动运动原理的管
道机器人由外部的缆线来提供动力，在亚厘米
大小的管道中实现了水平和垂直快速运动。此
外，它能够在不同几何形状的管道（变径管、L
形管、S形管、螺旋形管等）、不同的填充介质
（空气、油等）和不同材质（玻璃、金属、碳纤维
等）的管道中高速行进。为了验证其管道检测
能力，团队在该机器人正面安装了一个微型摄
像头，从外部进行控制，该机器人以不同的速度
成功完成了一组管道巡检任务演示。

该成果已发表在《科学·机器人》上。

新型铝基复合负极材料让电池抗冻又耐热
■ 刘传书

清华大学研发微小型
管道机器人实现高效探测

■ 邓 晖

水翼冲浪板，又称水翼板，有一根长碳纤维桅杆，
从底部向下延伸到两个水下机翼。当海浪的速度和
动量足够大时，机翼就会在水中推进，将冲浪板和冲
浪者抬到空中。

现在，许多水翼板桅杆上内置的电动螺旋桨能够
提供额外动力，使其可在没有波浪的情况下使用。这
意味着冲浪者不仅可以在平坦的海面上冲浪，甚至可
以在湖泊和河流上冲浪。目前，世界各地有超过
3500万名冲浪者，为让用户获得更佳刺激和更安全
的体验，该行业正越来越多地进行技术创新。

不去海边也能“浪”
澳大利亚公司开发360度人工冲浪湖

人工海浪模拟器可能不算什么新概念，这类设施
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存在，直到今天，设计师的
目标是生成更加汹涌起伏的海浪。

澳大利亚一公司正准备推出“撼动冲浪行业”的
产品。据了解，该产品正在研发阶段。目前，该公司
已经在昆士兰海岸内陆20公里处建造了一个大型测
试设施。在一个3.6公顷的人造冲浪湖中，一个1400
吨重的压缩空气钢泵每6秒上下一次。该泵由电力
驱动，以每小时2000次的速度产生高达2.4米的360
度海浪。

该公司创始人表示，在新的人工冲浪湖中，随时
都有5个波浪环，当它们撞击湖中的不同部分时，形
状会有所不同。

该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澳大利亚、亚洲、欧洲和美
国开发了20个项目。理论上，该设施可以为职业冲
浪比赛制造约4.5米的海浪。最大的人工湖将允许
200人同时冲浪。

回收塑料真环保
法国公司3D打印制作冲浪板

大多数冲浪板是由聚氨酯制成的，对于关心环境
的冲浪者来说，这对环境是不友好的。

法国一公司表示，解决方案之一是使用由玉米
淀粉制成的生物塑料，通过3D打印来
制作冲浪板。该公司根据每位冲浪
者的身材、体重和个人需求定制
冲浪板，并将其运往欧洲各
地。未来，该公司还希望
在海外建立更多制造厂。

该公司负责人表
示，目前打印一块冲浪板
平均需要20~50个小时，但3D打
印技术进步非常快，未来想在世
界各地热门的冲浪地点附近投放
该类3D打印板。

出海保命新利器
美国团队开发驱鲨智能环

尽管世界各地的鲨鱼袭击事件比较少见，但它们
确实让许多冲浪者感到害怕。

其实鲨鱼并非没有弱点，据研究，鲨鱼是电磁感
应能力最强的物种。为了帮助冲浪者防止被鲨鱼攻
击，美国一发明团队在2014年推出了一款可以让冲浪
者戴在手腕或脚踝上的一种小型设备。该设备使
用磁铁产生约1.8米的电磁场，干扰鲨鱼用来捕猎
和导航的电场感应。

现在该设备每年销量多达3万件，虽然不能
保证百分之百有效，但至少可以降低风险。

（本报综合）

这个夏天 去冲个新技术的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