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型格斗机甲
“大威”的梦想

“机器人格斗” 正在申请成为中国正式运动项目

电子竞技进入高校， 成为被认可

的运动项目尚在眼前， 机器人格斗又

开始在中国风生水起。 据悉， 中国机

器人运动工作委员会正在推动 “竞技

体育机器人” 项目， 中国的机器人格

斗联 赛 正 在 接 受 体 育 总 局 项 目 审 批 ，
有望通过成为第 100 号正式运动项目，
成为又一横跨科技、 教育、 体育界的

新兴运动项目。
就在上周末， 中国无限制机器人

格斗职业联赛 2017 赛季在京城拉开帷

幕。 此前， 由极战体育 FMB （Fighting
My Bots， 即 “我的机器人战斗 ”） 与

阿里体育 、 熊猫 TV 等合作伙伴在 上

海联合成立了中国首个机器人格斗大

联盟。
在京城的首战赛场上， 中国自主

制造的巨型格斗机甲 “大威” 让所有

人瞩目。

中国巨型机甲
期待世界级对战

近两年， 格斗类体育项目和中国

民用机器人技术都在快速发展， 上海

的科创企业 “极战体育” 在这两者之

间做了一个结合， 希望通过机器人对

战赛事和 IP 周边开发来唤起中国人对

机器人的热爱， 并且推动机器人运动

成为主流运动项目。
“大威” 应运而生。

极战体育 CEO 张宏飞告诉记者 ，
在 “大威” 之前， 全世界共有 3 台巨

型格斗机器人。 其中， 美国一家格斗

机 器 人 公 司 制 作 的 巨 型 机 器 人 名 叫

“megaBots”； 日本 则 由 水 道 桥 重 工 制

作了一台巨型格斗机器人； 俄罗斯也

有企业宣布制作了巨型机器人， 但迄

今罕见资料。 “巨型格斗机器人的出

现代表着一个地区机器人格斗比赛的

最高水平， 中国也要造出自己的巨型

格斗机器人。” 张宏飞坦言， 从推进机

器人运动和产业的角度出发， 一件标

志性的格斗机器人产品能够吸引全球

的机器人 “粉丝” 和科技爱好者的目

光。 2015 年， 日本水道桥重工曾接受

“megaBots” 的 “战 书 ”， 尽 管 迄 今 尚

未开战， 却令全世界机器人爱好者津

津乐道。
巨型格斗机器人的诞生是一件艰

难的事情， 国内经验为 “零”。 这个身

高接近 4 米、 体重将近 4 吨的 “铁金

刚”， 因为成本等原因， 在上海孕育，
在江西诞生。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件

不靠谱的事儿， 所以找装配厂都不容

易。 最终， 江西的一家重机械装配厂

承接了 ‘大威’ 的装配。” 张宏飞说，
“大威” 的一条手臂就有一吨重， 得靠

大量龙门吊及起重设备……历时近三

年， 中国自己的巨型格斗机器人 “大

威” 在 2016 年诞生。 新生的 “大威 ”
向美日巨型格斗机器人下了 “战书”，
随时备战世界级的巨型机甲格斗赛。

让所有 “粉丝” 都能参赛

巨型机甲大战是全世界机器人爱

好者心目中的巅峰赛事， 但独立选手

参与的机器人锦标赛才是机器人格斗

运动的基石———即便是什么都不会的

“小白” 用户， 只要怀揣参加机器人格

斗赛的梦想， 愿意花一定的时间和精

力去学习， 都能成为参赛选手。 今年

15 岁的黄斌从小喜欢机器人， 但毫无

基础， 通过为期 16 周的机器人青训营

学习， 目前已经成功参加了两次职业

比赛。
今年开始， 中国机器人格斗大联

盟推出的机器人职业俱乐部赛正式亮

相。 机器人职业俱乐部赛由主机器人

和辅助机器人进行多对多对抗， 团队

组合中， 既有地面机器人， 也要有飞

行机器人。 这样的立体式对抗赛， 对

团队配合和战术战略提出了要求。 其

赛事构成可以用国际汽联旗下组织的

F1 赛事来比拟———机器人厂商， 可以

像汽车厂商组建车队一样来组建机器

人战队。
“电竞这十年来在中国的发展为

什么这么快？ 每个人的身体机能是有

差异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每天

跑几公里这样的训练强度， 但绝大多

数人 都 可 以 动 动 鼠 标 、 玩 玩 模 拟 器 ，
通过对游戏的操作来比拼反应、 思维、
智力， 获得成就感。 同样， 并不是所

有人都能站到拳击台上和彪形大汉对

抗， 但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智慧来制

作充满力量的机器人并不断练习操控，
尝试和不同选手对抗。” 张宏飞认为，
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都能参与， 这就

是体育精神。

去接近自己的梦想吧，
哪怕只能前进一步

在 筹 备 一 场 机 器 人 格 斗 比 赛 时 ，
极战体育曾经收到过一名来自边远山

区年轻人的报名。 他在线上跟赛事组

委会反复联系沟通， 了解各种各样的

问题， 但对于组委会发出的见面邀请，
始终没有回应。 后来大家才知道， 他

的家境比较困难， 为了支撑家里另外

一个大学生的学业， 他不得不放弃自

己的学业外出打工。 但即便如此， 他

也始终没有放弃制作格斗机器人的梦

想。 最后， 赛事组委会出钱帮他买车

票安 排 住 宿 ， 邀 请 他 过 来 参 赛 交 流 ，
希望能帮助他圆梦。

当他在比赛现场拿出自制的机器

人时， 全场不少人的眼圈都红了： 他

用棒 冰 的 小 木 棍 制 成 机 器 人 的 骨 架 ；
用塑料小水箱、 橡皮管和针筒来制作

“土法” 液压装置； 通过继电器开关，
像弹钢琴一样用手动拨片控制机器人

来做出一整套动作……这对大城市的

创客来说 ， 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完

全可以买一两百元钱的开发板， 通过

手机 App 来进行简单的图 形 化 编 程 ，
实现对小机器人的控制。

“这件事情让我们受到了非常大

的鼓舞。” 张宏飞说自己也是一个追梦

人， “我梦想让全国不同背景的机器

人爱好者都有机会在机器人格斗的平

台上展示梦想， 他们可以踩着我们的

肩膀去接近自己的梦想， 哪怕只能往

前进一步。”

中国选手：不同的生活 同样的激情

刘东升，中国第一届机器人格斗比

赛季军。 经常有人问他，作为一个文科

生， 怎么会喜欢机器人格斗呢？ 他说，
1998 年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 “机器人

大擂台”节目，看到那种只有科幻

电影里才有的机器人格斗走到了

现实的舞台上，他就开始盼望“有
一天中国也能举办这样的比赛”。

来自保定的曹阔是一名挖掘

机手，也是中国第一届机器人格斗

大赛的最佳设计奖获得者，20 年

前，那时还在读中学他从电视节目

“机器人大擂台” 上第一次看到了

机器人格斗，自此便对机器人“一
往情深”。不过，各方面条件都不允

许他去英国参加这样的比赛，但是

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制造真正的

人形格斗机器人的梦想。
来自天津的林伟是一名自由职业

者，开了一家淘宝店，主要做一些手工

电子产品，比如音响等。 他说：“机器人

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而以自己的方式

击败对手的成就感很大。 ”

目前国内机器人格斗大赛的参赛选

手大多都没有机械基础， 全靠观看国外

已经成熟的比赛和网上搜索各类资料自

学成才。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也

极大，用“玩家”来形容他们，大约更加合

适。 但正是这些玩家的热情，促生了幼嫩

的中国机器人格斗民间赛事。
去年 9 月，由极战体育举办的无限

制机器人格斗大赛总决赛在上海举行。
刘东升和曹阔各自带着自己亲手制作

的格斗机器人参赛。 最终，凭借格斗机

器人“奔牛”对其他选手的五连杀以及

令人赞叹的格斗技巧，刘东升荣登“名

人堂”。 而曹阔所制作的机器人“青龙”，
则由于精巧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的设计，并且作为国内首台钛合金打

造的格斗机器人， 荣获了 FMB 年度最

佳 设 计 奖 以 及 职 业 俱 乐 部 的

选秀状元，目前曹阔在上海的

一 家 机 器 人 俱 乐 部 成 为 了 无

限 制 机 器 人 格 斗 大 赛 的 职 业

选手，继续着自己的机器人事

业和梦想！
刘东升回到云南河口后，

连睡了两个白天，都没把参赛

时欠下的觉补回来。 “我从来

没想过，自己从保定县城开挖

掘 机 成 为 了 现 在 一 个 机 器 人

研发人员与职业选手。 ”接下

来的一年里，曹阔要在俱乐部

老 板 陆 晶 晶 和 极 战 张 宏 飞 的

支持下一边训练一边研发自己构思了

多年的液压人形机器人。 越来越多像他

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们，在极战

FMB 的赛事舞台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成为自己心中的那个英雄。

机器人
格斗 20年

80 年代：格斗赛意外诞生

一 般 认 为 ， 格 斗 机 器 人 起 源 于

1994 年在旧金山举办的第一届美国

机器人大擂台。 美国人马克索普在家

中建造了一台遥控吸尘器， 让家务活

变得有乐趣，不料却出现了“出乎意料

的暴力碰撞”，机器人大战的构想由此

诞生。
第一届机器人大擂台的场地非常

简朴，总共分成了轻量级、中量级和重

量级三个级别。在举办了四届之后，一
场侵权诉讼使其不得不在 1997 赛季

之后停办。 赛事制作方转而在英国推

出了自己的机器人大擂台， 这就是我

们中央电视台曾经引进过的 “机器人

大擂台（Robot Wars）”。
机 器 人格斗诞生 地 美 国 在 整 个

1998 年没有举办一场大型机器人格斗

赛事，这让美国机器人格斗爱好者十分

不满。 1999 年，原美国机器人大擂台中

量级冠军———格雷戈曼森和崔洛斯基

筹备举办了全新的美国格斗机器人赛

事———“博茨大战（Battlebots）”。

90 年代：黄金时代开启

从 “博茨大战”1999 年在长滩举

办测试赛开始， 格斗机器人的第一个

大发展时代来临。
“英国机器人大擂台”与“美国博

茨大战”在规则与场地上有许多不同。
“ 机器人大擂台” 本身的组织与举办

方依然是家影视制作公司， 本质上是

娱乐节目，而非专业赛事。“博茨大战”
的组织方是机器人大战组委会， 与制

作方分离，自始至终都是专业赛事，并
且参赛报名完全开放。

“机器人大擂台”恢复了过去美国

机器人大擂台 的 特 色———以 主 场 机

器人接受挑战对战为主。 而“博茨大

战 ”却以机器人过关为主 ，场 地 本 身

的机关危险程度远胜于前者，比如有

地板下升起的钢锯、气动铁锤的挥击

等等。
这两者 所 开 启 的 格 斗 机 器 人 电

视 时 代 ， 让 这 项 运 动 得到了广泛的

推广。

新世纪：终结与复苏

新世纪伊始， 机器人格斗的火爆

掩盖不了问题的日渐突出。由于“机器

人大擂台” 幕后制作方对比赛过多的

控制， 导致了参赛者对第七届总决赛

时裁判判决的巨大质疑， 最终停办。
“博茨大战”则因为政策变化也不得不

停播。 格斗机器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到此结束。 但各国的机器人爱好者们

依然在美国和欧洲继续。
2015 年初，已销声匿迹一段时间

的“博茨大战”突然宣布再次启动。 新

的赛事中， 强劲的电机让格斗机器人

举升武器的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弹射武器更高达 2 万磅 （约合 12 吨）
的爆发力， 技术的进步让赛事变得前

所未有的激烈和充满变数。“机器人大

擂台”因为“博茨大战”的成功而取得

了原制作方的注意， 最终英国机器人

格斗界也迎来了“机器人大擂台”的归

来。
题图：本报资料照片

链接

中国无限制机器人格斗职业联赛

首战京城

“钢铁巨兽”
战斗到 “你死我活”

无限制机器人格斗职业联赛简称

MLF， 是由国内最优秀的一批机器人

企业或高校组织俱乐部参加的机器人

竞技职业联赛， 其赛制类似一级方程

式赛车的巡回积分赛赛制， 积分赛排

名靠前的俱乐部将有资格进入总决赛。
机器人格斗的规则十分简单： 在

三分钟内， 双方的格斗机器人使用动

力武器近身格斗， 互相攻击， 像古罗

马的角斗士一样战斗， 直至其中一方

的机器人被打爆到无法行动。 接下来，
无论胜者还是败者， 等待他们的还有

下一场比赛。 团队必须在短暂的时间

内对机器人进行维修和改造， 迎接下

一场的战斗。
首场揭幕战， 夺冠热门———奔牛

重工俱乐部的气动弹射机器人 “奔牛

Plus” 只用了几秒钟 ， 就将对手 “绝

地魔王 ” 掀翻两次 ， KO 出局 。 奔 牛

重 工 俱 乐 部 领 队 介 绍 ， “奔 牛 Plus”
身披由 4130 钢管和 5 毫米高碳钢组成

的 “铠甲”， 拥有 3000W 的强大功率，
能以 15 公里的时速奔跑， 前方的弹射

板作为主要武器 ， 可将重达 4.7 吨的

物 体 抛 起 掀 翻 ， 被 誉 为 此 次 比 赛 的

“楚霸王”。
不过，表现最抢眼的当属上海大学

六宇速战队的机器人“电磁炮”，他们 4
战 4 胜，全部 KO 对手，并在最后一场

巅峰对决中力克强敌“奔牛 Plus”，获得

此站冠军。上大六宇速战队领队皇志慧

告诉记者，他们的战队得到了著名机器

人研究专家、上海大学机械自动化系田

应仲教授的指导，几位成员皆是来自上

海大学和上海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重要

实验室的“90 后”。 “电磁炮重量 55 公

斤、电机功率 12 千万、最高时速 20 公

里，它的攻击方式是通过前方快速的滚

筒摧毁、绞杀对手，原理就像一个小型

推土机。 ”皇志慧说，“从第一周的比赛

看，我们的设计思路是成功的。 我们有

信 心 在 接 下 来 的 比 赛 中 也 取 得 好 成

绩。 ”
由于是首站比赛， 十二支俱乐部

的机器人不少还稍显稚嫩。 轮胎掉落、
武器失灵、 线路短路 “自爆” ———比

赛中意外时有发生， 甚至还有一台机

器人因超过 60 公斤的规定重量不得不

拆除了武器， 成了一台 “碰碰车”。 赛

事主办方、 极战体育 CEO 张宏飞说 ，
“从理论到实践需要一定的时间， 格斗

机器人所处的环境是最极端的暴力环

境， 一般机器人都不会经历这样的暴

力测试。 但是， 机器人企业们强大的

科研能力会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在未

来比赛中表现得更好。”

是比赛
更是一场机器人嘉年华

格斗机器人赛事在全球各地兴起

已有二十多年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

曾经被引进我国的 “博茨大战” 是一

代人的童年记忆， 很多人由此对机器

人产生兴趣， 走向了机器人的职业道

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的

小刘就是其中之一， 他从网上得知有

了中国版 “博茨大战” 后， 一大早从

海淀赶到了北京的东面。
“在机器人运动开始较早的国家，

机器人格斗的爱好者从小沉迷机器人，
长大以后成为了科学家， 建立了机器

人企业的大有人在。 比如巴西最有名

的机器人团队 Riobotz 的创始人就是一

个格斗机器人爱好者。” 这也是小刘的

目标。 张宏飞介绍， 格斗机器人对小

朋友的吸引力也十分强大， 去年九月，
极战体育在上海举办的首届比赛嘉年

华中， 到场的孩子为数不少。 有小朋

友回家之后在日记中写到 “长大以后

要做科学家， 造格斗机器人”。 他笑着

说： “说不定现在这些格斗机器人的

小粉丝中， 就会出现未来的机器人界

大拿。”
机器人格斗比赛还是一场机器人

企业互相交流和让公众了解机器人发

展的嘉年华。 在广场上， 记者看到了

各个类型的机器人， 既有可以坐在上

面体验作战场面的机甲， 也有可以进

行多人混合作战的小型战斗机器人平

台。 赛事启动仪式也独具特色： 一名

主办方负责人面对一个大型工业机器

人做出动作， 那台机器人就可以模拟

人的动作， 而整个操作过程不需要任

何 遥 控 器 或 者 穿 戴 式 设 备 ， 就 如 同

《铁甲钢拳》 中男主角操控那台机器人

打拳一样。 这是采用了英特尔的真实

感知 （RealSense） 技术， 通过视觉识

别将人类的肢体语言换算成一定的数

字信号， 就可以完成上述动作。

■本报驻京记者 郭超豪

■本报记者 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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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无限制机器人格斗职业联赛首场大战赛场外， 一台巨大的 “高达”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这是

国内最大的格斗机器人 “大威”。
大威， 采用了国内某特种机器人的专业级底盘， 高度近 4 米， 全装备重量 4.7 吨， 以站立形态从 0 加速到 80 公

里只需要 12 秒。 他的左手是一个拳头形态， 打击力量达到 200 公斤， 右手是一个爪子， 可以轻松夹穿一个汽油桶。
大威有多种操控方式： 一种是像高达一样， 人坐在它的胸舱内操作； 一种是采用外骨骼进行操作———可以利用

外骨骼的算法再结合英特尔公司的真实感知 （RealSense） 技术来操控它。
目前， 全世界只有四台这样的巨型格斗机器人， 分属美国、 日本、 俄罗斯和中国， 但彼此之间迄今尚未一战。

“大威” 梦想着中国 “机甲战士” 的胜利， 梦想着中国机器人运动的兴起， 更梦想着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雄起。

在国内， 喜爱好莱坞机器人大片 《终结者》 《机械战警》 《铁甲钢

拳》 的众多科幻爱好者们一定对 “博茨大战 ” 记忆犹新 。 “博茨大战 ”
（BattleBots） 是美国播出的一档科学竞技类节目， 以风格各异的格斗机器

人及它们之间的精彩对决， 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 覆盖了全球 52 个国家。
近年来， 我国的机器人格斗爱好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壮大， 中国版

“博茨大战” 应运而生。 4 月 8 日， 由中国机器人竞技大联盟组织的无限

制机器人格斗职业联赛 2017 揭幕战在北京酒仙桥路时尚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何易

格格斗斗大大赛赛的的选选手手年年龄龄跨跨度度也也很很大大。。 摄摄影影李李昊昊

格格斗斗机机器器人人对对小小朋朋友友的的吸吸引引力力也也十十分分强强大大。。 摄摄影影李李昊昊

独独立立选选手手参参与与的的机机器器人人锦锦标标赛赛是是机机器器人人格格斗斗运运动动的的基基石石。。 本本报报资资料料照照片片

““大大威威”” 是是个个身身高高接接近近 44 米米、、 体体重重将将近近 44 吨吨的的 ““铁铁金金刚刚””。。 摄摄影影李李昊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