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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送餐机器人。 ②移动 “三合一” 消毒机器人。 （均上海飒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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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爆单”背后是一片产业新蓝海
疫情催生机器人应用新场景，将带动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爆发

早上 7 点半， 医院物流机器人 “诺

亚” 已经等候在门诊标本接收处， 工勤

阿姨把分捡好的标本按类别装进它的

“肚子”。 “诺亚” 随即启程， 依次经过

生化免疫室、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

实验室 、 手工免疫室和微生物室 。 各

科室工作人员听到语音提醒便知 “诺

亚” 来了， 他们会刷卡 “开肚”， 依次

取出各自需要处理的标本 。 运送完毕

后， “诺亚” 又会回到 “发货点” 进行

自我消毒， 一个循环大约用时 15 到 20

分钟。

无接触、 高效率、 抗感染， 机器人

的优势在疫情中凸显出来 。 今年一季

度， 沪上不少机器人企业都出现了 “爆

单”。 比如， “诺亚” 机器人已在瑞金

医院、 公卫中心、 同仁医院等上海十多

家医院 “上岗”。 由疫情催生出的机器

人应用新场景不断涌现， 专家表示， 这

不仅将带动一波机器人的市场热销， 其

中还蕴藏着一片关乎千家万户的产业新

蓝海。

服务机器人火爆
订单量同比增加 10 倍

“第一次见面，两小时畅谈，十分钟

看产品，马上签合同，全款提货。”这是上

海飒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建政

最近发在朋友圈中的一条信息，公司“三

合一 ” 消毒机器人的市场热度可见一

斑———原来半年销量几十台， 现在一个

月的订单就有上百台。

从 2 月底全面复工至今， 上海钛米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已恢复到春节前的

产能，订单量同比增加了 10 倍。 两个月

来， 在全国 200 余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

医院，钛米生产的数百台消毒、隔离病房

服务和医疗物资管理机器人一直“坚守”

在抗疫一线。为应对激增的市场需求，这

家成立仅 5 年的企业正谋划扩大机器人

生产基地。

最近，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 （简称 21 所）机

器人团队也陆续接待一批新客户， 他们

来自医院、教育机构、商务写字楼等不同

领域。 21 所工程师王卫军说，从目前接

单情况看， 预计半年就能完成去年全年

的订单量。

按照应用场景分类， 机器人可分为

工业机器人 、 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

人， 因疫情而销量大涨的物流机器人、

消毒机器人都属于服务机器人范畴。 为

何先火起来的是它们？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郑

军奇说 ， 与技术驱动的工业机器人不

同， 服务机器人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驱

动的———谁能给出固定的应用场景、 获

得大规模的市场检验机会， 谁就能获得

快速发展的机会。

应用场景越明确
机器人“新物种”登场越快

消毒机器人原本不是机器人家族的

固有品种，而是被“消毒”这一战“疫”应

用场景催生出来的。 “它的两大核心技

术———移动和消毒都已相当成熟， 二者

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消毒机器人，而决定

技术模块怎样整合、如何集成的，就是应

用场景。 ”郑军奇说。

新需求越多， 需求场景越固定， 就

越有可能诞生机器人 “新物种”。 对于

机器人企业来说， 此次疫情就提供了这

样的契机。 六年前， 上海智蕙林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从一款医院物流配送机器人

起步， 不断深耕医院服务场景。 如今，

他们研发的 “诺亚” 机器人实现了自动

上下电梯、 开门、 避障等功能， 能够满

足医院 90%场景的运输需求 。 为抗击

疫情 ， 医院又对 “诺亚 ” 提出了新要

求： 能在穿越污染区后彻底自我消毒。

很快 ， 公司就成功解锁了这一功能 ，

“诺亚” 也再次升级， 并收获了多家医

院的采购订单。

在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的“倒逼”之

下， 构成机器人的各类技术模块会自动

整合，快速形成产品。上海飒智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三合一”消毒机器人，就是

由原先分别生产净化设备、消毒机器人、

消毒水的三家企业进行技术整合， 针对

客户的具体需求而推出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而整合了这些技术的机器人，距离走

进千家万户的家庭服务机器人， 或许只

差一身装扮。

应用场景最丰富
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潜力大

来自全球机器人产业联盟的数据显

示，2013 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

大的机器人市场。 但在每万名工人所拥

有的机器人数量上， 我国与世界平均水

平（55 台）仍有较大差距。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三类机器人中，

服务机器人是最有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

那一个。“中国机器人的爆发机会在服务

机器人市场。 ”郑军奇之所以这样判断，

一是因为我国在这个领域起步并不晚，

和国外差距较小； 二是因为服务机器人

的需求由市场催生， 而中国是机器人应

用场景最丰富的国家。

“那些原本犹豫要不要用机器人的

企业也开始‘入场’了。 ”21 所所长施进

浩也明显感受到了机器人市场的 “爆

发”。 最近，除了忙着“接单”，21 所还在

为即将推出的家庭服务机器人做技术储

备； 申通地铁正委托上海机器人产业技

术研究院研发清洁机器人， 该款机器人

需掌握车内外消毒、清洗等多种技能；而

未来，医院的物流配送、清洁也有望被机

器人“承包”。

安全用餐，使用公筷公勺有多重要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影响健康

的因素中有 60%与生活方式和行为

有关。为应对疫情，戴口罩、勤洗手、勤

通风、 少聚集已经成为许多上海市民

的好习惯。然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

忽略，那就是和家人吃饭时，餐桌上请

备一副公筷公勺。

在家吃饭也要使用公筷公勺吗？

吴立明说， 因为合餐时的筷来箸往会

造成交叉污染， 筷子、 勺子上所黏附

的唾液中携带的病原微生物会借此扩

散， 其中尤以幽门螺杆菌最为典型。

使用公筷公勺， 既能沿袭中华民族传

统饮食文化， 又可以降低患病风险。

因此 ， 只要是两人及以上的合餐 ，

为避免交叉污染 ， 都建议使用公筷

公勺。

使用公筷公勺的原则是： 适量取

菜，避免浪费，尤其要注意避免将公筷

公勺入嘴；使用公筷取菜宜适量，不可

将多取的菜放回盛器； 使用公勺舀汤

不宜太满，并应停留片刻，待汤汁不再

滴落时再移入小碗中，以免汤、羹等洒

落到餐桌或其他菜点上。

作为一种新风尚， 该如何向家中

老人解释使用公筷公勺的意义呢？ 事

实上，老人不是怕使用公筷公勺，而是

怕孤单， 应该向老人讲明他们抵抗力

弱，更容易受到感染，使用公筷公勺是

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 在餐桌上多添

加一些筷子和勺子并不影响聚餐，大

家仍然可以同享美食，其乐融融。

那么筷子、 勺子等餐具多久更换

一次为宜呢？ 吴立明说， 餐具使用久

了，会变成细菌繁殖生长的栖身之地，

对健康造成危害，筷子、勺子以 3 至 6

个月更换为宜。

问 在家吃饭也要使用公筷公勺吗？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 合餐时的筷来箸往会造成交叉污染， 筷子、

勺子上所黏附的唾液中携带的病原微生物会借此扩散， 其中尤以幽门螺杆菌最为
典型。 使用公筷公勺， 既能沿袭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 又可以降低患病风险

日前，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市

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健康促进中心联

合向全体市民发出了使用公筷公勺的

倡议书。 一个多月以来，全市已有 2.5

万余家餐厅表示要推广使用公筷公

勺，92%的市民赞成使用公筷公勺。

在餐厅用餐时， 需要向服务人员

索要公筷公勺吗？ 根据本市公筷公勺

倡议书中的要求， 餐厅应主动为每道

菜加配公筷公勺； 如果餐厅没有主动

提供公筷公勺， 顾客可以向餐厅主动

索要。

刘弘表示， 餐饮企业应主动提供

公筷公勺， 同时在大堂和餐厅的醒目

处张贴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的海报、标

语等，并在餐桌上放置提示牌，以引导

顾客使用公筷公勺； 餐饮服务人员也

应主动提醒顾客使用公筷公勺。 由市

健康促进中心和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制定的地方标准近期将颁布实施，将

对餐饮企业公筷公勺的管理提出进一

步的指导。

食用一直在煮沸的火锅食材时，

还有必要使用公筷吗？事实上，火锅食

材煮沸需要持续一定时间才能起到消

毒作用，所以在吃火锅时，同样应该使

用公筷公勺。

有人在外就餐时会携带私筷私

勺， 是否可以起到与公筷公勺相同的

作用呢 ？ 刘弘说 ， 自己携带私筷私

勺， 确实可以避免餐厅提供的餐具清

洗消毒不到位的问题， 但若不用公筷

公勺， 依旧不能在围桌合餐时起到防

止交叉感染的作用。 因此， 使用公筷

公勺不是矫情， 而是文明和卫生的需

要， 既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更彰

显社会责任。

问 外出就餐如何使用公筷公勺？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科主任刘弘： 全市已有 2.5 万余家餐厅表
示要推广使用公筷公勺， 92%的市民赞成使用公筷公勺。 餐厅应主动为每道菜加配
公筷公勺； 如果没有提供， 顾客可以向餐厅主动索要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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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服务”为电力装备业逆袭添翼
上海电气上线电力服务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e 站通”，助力数百亿元规模产业“登云入网”

作为国内电力设备制造与服务龙

头，上海电气经过两年多筹备，日前正

式上线电力服务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e站通”，从而帮助一个数百亿元

规模的产业“登云入网 ”。短期内 ，该平

台希望成为“电力行业的天猫和京东”，

长远来看，它有机会发展为上海向全球

辐射其装备制造和服务能力的触手。

在最新发布的《上海市促进在线新

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

工业互联网被寄予厚望， 和无人工厂、

远程办公等12个行业一起入选上海重

点聚焦的“在线新经济”，并将成为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重要落脚点。政

府的导向在产业界收获了认同。在上海

电气看来，疫情下，工业互联网发展适

逢其时，能带领整个制造行业迈上全新

发展之路。从上海电气电站服务板块来

说，在工业互联网助推下，其业务收入

有望在今年逆袭，实现50%以上增长。

疫情放大行业短板
“工业电商”顺势发布

某种意义上，的确可把上海电气当

前推出的1.0版 “e站通 ”看作一个电商

平台。如果电力企业要购买一台氢气冷

却机，只需像网购充电宝那样，先登录、

搜索，找到产品后，将其加入“购物车”，

确认卖家“48小时内发货”的承诺，然后

就能坐等收货。唯一区别在于，作为工

业消费品， 氢气冷却机比充电宝要贵1

万倍，因此，一般是“货到付款”。

以“工业电商”作为工业互联网的切

入口，是上海电气精心选择的结果，在当

下也更有顺势而为、化危为机的意味。

据介绍，受疫情冲击，电力行业原

本不那么显眼的短板，现在一下子被放

大了。这是一个对持续、稳定运行要求

极高的行业，离不开高水平维修服务的

保障。但疫情之下，维保响应能力受到

挑战。事实上，交货期长、供应商来源复

杂、专业维护形不成合力等，一直是电

力服务行业的痛点。为此，上海电气一

直希望将自己的产业能力、经验与工业

互联网嫁接，打通信息流、商务流、订单

流、交付流，实现全产业链贯通。

从2018年开始，上海电气花了两年

时间， 将旗下的电力配件———发电机、

锅炉 、汽轮机等 ，按数字化 、标准化要

求，梳理产品清单，形成统一编码，为发

展工业互联网奠定了基础。这项工作在

去年底基本完成，经过验证，“e站通”适

时发布 。在 “e站通 ”平台上 ，上海电气

90%的主机 、辅机产品已上网 ，总量超

过2.2万种。电力企业通过该平台，除可

以采购配件，还能定制维修服务、产线

改造方案。在去年小范围试用中，国内

电力行业的几大领军企业都对“e站通”

给予高度评价，且都已成为其VIP会员。

助力大数据创新
拓展“服务型制造”机遇

工业互联网的优势 ， 是通过网络

化、数字化，形成全要素、全产业链的连

接优势，最终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服

务能力。“卖东西”只是“e站通”起步阶

段的突破口。在建立电商平台后，上海

电气下一步就要利用工业互联网，为客

户的发电机组建立远程诊断系统———

通过持续采集设备数据， 分析其状态，

他们可以在故障发生前，就提前作出预

判，制订维护方案，从而降低意外宕机

的损失。目前，该模式已得到大型电力

企业的认同，年内就将启动。

此外，有了工业互联网“加持 ”，设

备维护服务的产业地位还可以进一步

提升：从帮助客户“修机器”，转型为与

客户一起“运营工业资产”，包括利用大

数据改善设备运行效率，提升能源转化

水平，提高资产回报。与数字化采购、数

字化维护等相比，这种运营模式可以说

是一种质变。

“智慧电厂有很多解决方案，无一

例外都需要与工业互联网对接。” 上海

电气电站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装

备、工程、服务是他们目前的三大主营

板块，根据国家倡导的“服务型制造”产

业方向，服务业被作为企业优先发展板

块，也是上海电气积极推进“电站服务+

互联网”、 打造全球领先的能源服务产

业互联网平台的初衷。

目前，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已对工业

互联网发展制定了“四步走”计划，希望

推动 “e站通” 向更广大行业和地区拓

展，在产业链上游，它将把更多第三方

供应商接入平台，在下游，将把服务对

象从电力向化工、 冶金等行业延伸。另

一方面，两到三年内，上海电气还将在

海外推出工业互联网服务，从而为掘金

全球电站服务市场奠定基础。 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 上海电气可以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运维服务，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