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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新型弱磁场能量收集技术 可为物联网传感器自供电】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学院“海洋磁传感器和探测”团队副

教授储昭强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弱磁能收集器结构，可使物联

网传感器免于更换、维修电池等种种人工繁琐操作，实现弱磁

条件下的“自供电”，其输出功率比传统磁能收集结构提高约

120%。

近年来，研究者们尝试利用磁场能量收集技术来代替电池

为无线传感器供电，悬臂梁式的磁—机—电 (MME) 俘能器件应

运而生，但其一般只对大于 5 个零 e 的磁场有较好的能量收集

效果。而人体可接触的安全磁场是不高于 1 个零 e 弱磁场环境，

由此研究设计新的器件结构，提高磁场俘能器件的弱磁响应十

分必要。

储昭强在论文中提出了一种两端夹持式的谐振结构，为磁

场能量收集技术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其二阶工作模式，降低了

磁性质量块的动能，在增加磁铁体积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系统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enm.202103345


在弱场条件下的输出性能。实验表明，相同激励条件下，该能

量收集器完全可以使没有安装电池的传感器正常工作并与手机

终端进行通信连接。

【点云配准定位新算法 赋予设备眼睛和大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福州大学李建微、王前锋科研团队提出一种基于体素和自

适应阈值区域生长提取平面特征的点云配准和定位方法，分别

用于重建三维环境与确定相对于环境的自身位姿。该方法相当

赋予了无人驾驶设备眼睛和大脑，是实现自动驾驶的重要技术

之一。

据了解，该算法的配准成功率达到 96%以上，是领域内目前

最好的配准方法之一；并且在定位成功率也上有显著提升，超

过了 91%。该算法可让无人设备实时感知并重建周围环境，确定

自身当前位置及姿态，同时具备运算速度快的优势，可为设备

提供较强的适应性，在机器人寻路、自动驾驶及增强现实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如此，该算法创新地实现了不同方

法在特征提取层面的高效融合，以满足于更大场景、更短时间

及更高精度的定位及定姿要求。

【鸟腿机器人 没事走两步】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Robotics》

模仿像鸸鹋这样不会飞的鸟类的机器腿，只使用两个马达，

就可以比更复杂的设备更高效地奔跑。一项研究表明，受鸸鹋

启发的非传统设计的机器腿，比传统设备的运行效率高出 30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271622001204?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271622001204?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robotics.abg4055


德国斯图加特市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的

Alexander Badri-Sprowitz 和同事摒弃了传统方法，即分别由

一个驱动器打开和收缩机器臂的每个关节，取而代之的是，他

们的“鸟机器人”的每条 3D 打印的腿上只使用了两个马达，以

及覆盖多个关节的人工肌腱，从而模仿某些失去飞行能力的鸟

类的解剖结构，以便在地面上高效地奔跑。

研究人员还将许多执行器、传感器和电子元件从系统中移

除，使得机器人更轻，制造成本更低。它甚至无需动力便可以

直立。此外，“鸟机器人”腿部机械是自动防水的，所有马达

都安装在远离机器人脚部的位置，理论上，这种机器人可以在

水中行走。

在跑步机测试中，“鸟机器人”达到了每秒 75 厘米的速度。

【便携式智能设备 实时诊治抑郁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医学技术学院胡斌教授团队研发的“精

神状态评估与干预系统设备”正式入驻位于北京房山的北京市

工程医学与创新应用新型研发中心，意味着相关设备系统正式

进入产业化阶段。

多年来，胡斌团队在脑医学与健康工程领域开展了变革性

诊疗理论和方法研究，提出了“心理生理计算”理论方法，突

破了心理、生理信息的“感”+“知”+“疗”关键技术。

基于这套理论方法，团队面向精神疾病诊治面临的不同需

求，研发出系列“精神状态评估与干预系统设备”。其中，“便

携式三导脑电抑郁状态采集与分析系统”解决了针对抑郁障碍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2/4/477439.shtm


人群的普适化、持续性监测及量化识别的难题，为抑郁状态的

快速、精准识别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这些智能系统设备，用

户的精神状态能够被实时量化评估-反馈-调控。

据了解，下一步，团队将围绕精神障碍心理生理机制、自

然情境下多模态生理信息感知、闭环自适应负反馈治疗等关键

技术，为精神异常状态的“早诊早治”提供创新性方法与范式。

【智能空中机器人 可实现独立思考】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Robotics》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州研究院科研团队解决

了未知复杂环境下机器人单机与群体的智能导航与快速避障方

法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将只能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场面带到现实

世界。

这款新型机器人在仅使用机载视觉、机载计算资源的情况

下，实现了在野外树林复杂环境下感知周围障碍物、定位自身

位置及生成飞行路径、以及多智能体通讯等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研究人员许超说“我们为空中机器人打造了一个智慧大

脑。”尽管处理器只有拇指大小，但是它能够独立计算处理飞

行过程中遇到的海量信息。

这项成果将对工业界的机器换人和产业升级产生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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