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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快餐原料供应商在不起眼的生产细

节面前不禁犯难：如何保证切出的每块鸡排

都精确到80克？究竟用多大的力度按压才

能保证后续加工的鱼排蓬松酥脆？一个个问

题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应用场景。

日前举行的上海智能机器人大会 ·大零

号湾峰会上，《2023年度上海市智能机器人

标杆企业与应用场景推荐目录》（以下简称

《推荐目录》）对外发布，一批智能机器人企业

与应用场景需求现场对接，实现“双向奔

赴”。同时，全国首个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

台在“大零号湾”签约启动。平台将加速推动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为通用大

模型、智能机器人排查风险点，为加速发展的

新兴产业系上“安全带”。

需求痛点层出不穷，切出一
块标准鸡排有多难？

当你在快餐店大快朵颐时可能并不知

道，汉堡对鸡排的标准如此“苛刻”：重量要精

确到80克，正负差不超过3克，另外对鸡肉的

大小、形状、厚薄都有要求。传统机器人无法

胜任，工厂只能招募大批切肉工人。

“有眼睛”“懂轻重”的智能机器人有望解

决这一困扰禽类食品加工厂许久的痛点，泰

森食品集团和上海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非夕机器人是一家

智能机器人公司，曾发布全球首个力控型并

联机器人“玄晖”，它突破了“手眼协同”难题，

仅依靠手感就可转动一个小球。

“切肉同样靠手感。”非夕科技解决方案

高级总监毛梁说。此次为泰森食品提供鸡排

解决方案的是该公司最新一代机器人“拂

晓”，这款七轴自适应机器人可实现“视觉+

人工智能+精准力控”：当它通过视觉系统观

察到鸡肉形状后，能自行判断下刀位置，配备

了力控感知系统的机械臂则能精准控制下刀

轻重，从而切出符合要求的鸡排。

作为一家智能仓储设备提供商，无锡中

鼎集成技术有限公司也提出了新需求——加

快医药物流的分拣效率并提高准确率。针对

这一复杂物流场景，星猿哲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接单”了。星猿哲公司拥有3D视觉算

法及传感器设计、运动规划算法、无代码易用

界面三大技术优势，这一次他们将利用基于

大语言模型的AI技术为企业解决需求痛点。

市场规模激增，十大领域催
生新兴公司涌现

从此次发布的“揭榜挂帅”应用场景不

难发现，智能机器人之所以能够承接传统机

器人无法胜任的工作，关键在于它具备了一

定程度的自主决策能力、更强的学习能力和

更高的智能水平。基于这些关键能力，智

能机器人已在制造业、农业、能源、安全应

急和极限环境、养老、医疗、教育、建筑、

商业社区服务和商贸物流等十大领域崭露

头角。

上元立交（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去

年才成立的初创企业，此次以机器人缓解停

车难问题而入选《推荐目录》。上元立交研发

的停车机器人是封闭环境下的自动驾驶技术

应用，具备自适应感知、自主调度决策和全自

动化作业能力。应用该机器人后，可大幅减

少停车库过道数量、车间距，甚至在人类司机

无法停车的区域停泊，经测算可在原有停车

位基础上平滑增加60%停车位。

据咨询公司沙利文测算，2026年，全球

智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676亿美元，

中国智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1558亿元。而在特斯拉汽车创始人埃隆 ·马

斯克看来，未来拥有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数量

会比汽车还多。

搭建中试验证平台，为产业
“建圈强链”补短板

从宝武集团工业机器人“集体上岗”，到

傅利叶智能的通用人形机器人惊艳亮相……

作为全国首个机器人密度纳统（纳入统计）城

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在上海正进入发展黄金

期。根据《上海市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

量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到

2025年，上海将在品牌、应用场景和产业规模

方面实现“十百千”突破——打造10家行业一

流的机器人头部品牌、100个标杆示范的机器

人应用场景、1000亿元机器人关联产业规模。

随着产业“建圈强链”的深入推进，势必带

来更多中试验证需求。由上海人工智能研究

院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合

作共建的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落户上海

机器人产业重镇之一的闵行，将助力构建以场

景驱动的智能机器人标准检测新范式。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闫维新

表示，相较于硬件，算法、大模型等软件是掣

肘我国智能机器人发展的短板，中试验证平

台将以推动构建三个“一流”为目标：构建一

流的垂类大模型测试床，以解决垂类模型安

全能力评估难题，加速大模型落地进程；构建

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工业软件的自主可控

测试平台，建立工业产品的准入门槛；构建一

流的基于区块链的安全测试与性能测试平

台，为数据强隐私要求场景下的数据安全提

供“可见可控”的解决方案。

全国首个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落沪，为行业提供“加速器”和“安全带”

场景赋能，智能机器人加速走向应用

■ 根据《上海市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    -    年）》，到    年，上海将在品牌、应用场景和产业规模
方面实现“十百千”突破——打造  家行业一流的机器人头部品牌、
   个标杆示范的机器人应用场景、    亿元机器人关联产业规模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提供一份口腔黏膜样本，通过基因检测

分析，就能知道孩子的智商、情商、舞蹈、音

乐、运动、个性等几十种天赋结果。近年来，

“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在部分家长圈中盛行，

有相关机构将其称为“读懂孩子的说明书”，

也有人戏称其为“科学算命”。

近几年基因检测技术飞速发展，相关检

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越来越多人尝试

通过基因检测揭开人体的秘密：有人通过基

因检测了解孩子的“天赋”，也有人通过基因

检测预测自己未来某些疾病的患病几率……

但是业内专家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

基因检测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有利性与无

害性，如不加控制地滥用基因检测，那么很可

能得到的并非一份身体说明书，而是一个沉

重的精神包袱。

针对性营销宣传制造科学噱头

在互联网上随意搜索，便能查询到不少

检测机构可提供天赋基因检测服务，价格从

400多元到9000多元不等，费用不同，项目侧

重点也各有不同。张女士最近拿到了三岁女

儿的天赋基因检测报告，立即兴冲冲地给孩

子报了一个钢琴班。检测报告显示，她的女

儿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为“优秀”；报完名的兴

奋过后，张女士又开始担忧，“报告提示孩子

数学思维方面的天赋一般，要不要给她报个

数学思维班，笨鸟先飞？”

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医学遗传专家王剑看来，天赋基因或许存

在，但天赋绝非靠单基因遗传。目前的基因

解读能力尚有一定局限性，所谓“天赋基因”

的概念，更多是抓住了家长“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的心理，进行针对性的营销宣传，制造

所谓的科学噱头。王剑举例，有研究称，

ACTN3基因与人体肌肉的爆发力密切相关，

参加奥运会并取得顶级运动成绩的短跑运动

员ACTN3基因某个特定基因型的携带比例

高达95%，有人将其誉为神奇的“金牌基因”。

“根据基因型的频率推测，我国拥有

‘ACTN3基因天赋’的人大约在3亿至4亿，

但真正成为卓越运动员的能有几个？”王剑告

诉记者，从基因学角度看，一个人的天赋涉及

多基因与多位点，现有技术手段与解读能力

尚无法准确计算出如此复杂的预测模式；而

换一种角度，一个人能否成才也离不开后天

的悉心栽培，“《伤仲永》的故事便是个很好的

例子，先天基因与后天培养缺一不可。”

基因检测有侧重，徒增烦恼不可取

纵观近几年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诸如

天赋基因检测等消费级基因检测日渐流行。

在海外不少国家，基因检测试剂盒在便利店

即可购买，将唾液送检，即可测出人体的运动

天赋、肥胖、饮酒、营养代谢等各种基因。

某基因检测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能

力和健康保健意识愈加强烈，粗略估算我国

基因检测的潜在消费人群将占总人口的5%，

每年基因检测量在300万人次以上，且呈逐

年递增趋势。

时下，健康人群究竟有没有必要做基因

检测，也成了一个新问题。多位医学专家表

示，基因检测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疾病的诊断

及预防。比如，目前与癌症发病相关的已知

驱动基因大约有100多个。从癌症预防的角

度来看，基因检测可以预测健康人群患癌风

险，对于有癌症家族史的人来说，基因检测尤

其有指导意义。

但要明确的是，基因检测需要遵循的重

要原则是有利性与无害性。“人类基因组包含

30亿个碱基，约25000个基因，其中仅4000

多个基因与疾病呈因果关系。而更多的常见

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基因与疾病仅呈关

联性，并非起决定性作用。”王剑表示，临床上

围绕儿童出生后罕见病诊断、新生儿基因筛

查、夫妻孕前携带者筛查、产前诊断等所做的

基因筛查基本也是围绕这4000多个基因展

开，但即便如此，其外显率也仅能达到80%至

90%，即还有一到两成的可能不一定发病。

在临床工作中，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胎儿医学科主任孙路明常会通过基因检测技

术来判断准父母与胎儿的遗传信息。每次她

都会耐心解释，“这份基因报告尽管只有两页

纸，却是医院仔细筛选与解读的结果，仅报出

明确的致病基因，而非将所有检测结果写出

来，否则只会徒增烦恼与压力”。

正如硬币的两面，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

均有其利弊，关键在于使用的人与目的。也

有专家表示，随着基因检测技术从单基因向

多基因的迭代、大样本人群统计、新的算法突

破、解读能力增强等，不排除在将来能算出更

多“好基因”（天赋基因）与“坏基因”（致病基

因）的可能。可届时，是否会掀起新一轮的

“基因歧视”，又将是一个新问题。

专家提醒，需警惕不加控制地滥用

越来越多人尝试通过基因检测揭开人体秘密，并戏称其为“科学算命”

天赋基因检测，是噱头还是科学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讯（记者吴金娇）当前，正值春季
招聘关键期。日前，上海“西南五校”名校

名企优才招聘会暨促就业攻坚行动启动仪

式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招聘会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730余家单位参会，提供1.8

万余个招聘岗位，涵盖10多个行业领域。

上海市国资委、市工商联、市生物医药中

心、市金融发展中心，宝山、静安等本市各

区政府，以及扬州市、临沂市等地人社部门

组团参与。

众多知名企业亮出的“优才”计划，吸

引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五所

高校及本市其他高校的毕业生驻足咨询。

 招聘会现场。（华东理工大学供图）

上海“西南五校”
联手春招促就业

排列5第24084期公告
中奖号码：54947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084期公告
中奖号码：549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4037期公告
中奖号码：

17+19+20+29+35 07+11

一等奖 5 10000000元

一等奖（追加） 2 8000000元

二等奖 62 215860元

二等奖（追加） 44 172688元

三等奖 172 10000元

四等奖 918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927354950.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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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鹏 王星）作为
教育部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

养计划”（以下简称“国优计划”）

的首批30所试点高校之一，昨天，

复旦大学“国优计划”正式启动，首

批共录取73名有志从教的优秀学生。

当天，包括上海中学、东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在内的53所学校成为

复旦大学“国优计划”意向合作学

校。未来，这些学校将成为“国优计

划”学生实习基地，助力优秀人才走

上基础教育讲台，实现“让更优秀的

人培养优秀的人”的理想教育生态。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实施国

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

见》，从2023年起，国家支持“双一

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选

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作

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在强化学科

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系统学习教师

教育模块课程 （含参加教育实践），

为中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

业素养卓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

教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成

为首批试点高校。

从2023年秋季学期起，复旦大

学先行组织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

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大气与

海洋学系和高等教育研究所等6个研

究生培养单位参与首期“国优计划”

试点，共从这些院系中首批录取了

53名推免生。此外，复旦大学还从9

个院系和科研机构录取了20名二次

遴选的在读研究生。至此，复旦大学

首批“国优计划”录取优秀生源共

73名。

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陈焱介绍，入选“国优计划”的在读

研究生，在当前专业学习的基础上，

需完成26个学分的教师教育模块培

养要求，包括教育学类课程 18学

分、教育教学实践8学分。值得一提

的是，“国优计划”学生在实习实践

过程中，必须完成一门相关学科大学

本科课程的助教工作，且需在基础教

育名校进行一学期以上的教学实践。

若学生修完教师教育模块总学分，可

认定为“国优计划”专项研究生，并

参照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相关规

定，按程序申领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同时，学校将落实理工

科专业院系导师、教育学导师和基础教育行业导师共同指导课

程学习和教育教学实践的“三导师制”，积极推动探索订单式

培养，鼓励引导“国优计划”研究生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下一步，复旦大学将与长三角地区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意

愿的市区教育局开展合作，探索建立“国优计划”研究生订单

式培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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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抓好功能性平台载体，聚焦重点行业产业和

细分赛道优化完善空间功能、切实增强集聚效应，推动商务

楼宇和产业园区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为长三角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综合性的专业服

务，更好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跨区域合理流

动和优化配置，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陈吉宁指出，提高“五个中心”建设水平，要把深化改

革开放作为主要路径，紧密结合落实中央支持上海发展的一

系列重要文件，增强改革自觉、强化改革担当，形成改革合

力、放大改革效应，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参与国

际合作发展。聚焦裉节难题抓攻坚突破，主动作为、自我加

压，增强工作韧性，率先形成富有开创性的探索和实践。在

技术迭代中保持战略敏捷性，紧跟科技发展前沿，在多种技

术路线和多种模式选择中找准正确赛道，做到前瞻布局、重

点覆盖、动态调整。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加强顶

层设计，统筹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力量，不断解决体制机制

难题。

陈吉宁指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对“五个中心”

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要善于抢占先机，加快工业、

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三化”转型，抓好工业服务业发

展，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在垂直细分领域的技术迭代。以

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为牵引，加快先进绿色技术应用，加强

以成本为核心的技术路线比选，发挥新型能源体系的战略支

撑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相关行业规则、治理规范、评估体系

构建，在跨境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推动电子票据

管理、数字身份认证等与国际对接，探索绿色低碳的效益核

算、认证评价、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注重生态营造，更

好释放创新活力，保持对企业和人才的黏性，打造具有竞争

力的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数据服务商、绿色技术供应商、智

能系统方案解决商，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转型服务平台，更

好促进产业链发展。

陈吉宁强调，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全力当好“施工队

长”，努力把“五个中心”建设的宏伟蓝图高质量转化为实

景画。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最大合力，坚持务求实效，确保

各项任务有力有序落实落细。各级干部要增强全球视野和战

略思维，深化对发展规律和底层逻辑的认识，提高战略把

握和运作能力。加快提升专业本领，以学习的敏锐强化行

动的敏捷，推动“五个中心”建设在新征程上实现新的突

破提升。

市领导朱芝松、陈金山、李政、华源、张小宏、刘多、解

冬、陈杰、陈宇剑出席会议。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就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相关实

施方案作了说明。市委金融办、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

市科委、市交通委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奋力交出“五个
中心”建设新答卷

（上接第一版）

在青春涌动的舞台上，诗词歌赋、文人风

骨、经典器物等成为创作者信手拈来化之为

舞的灵感素材。《碧水漪漪》从我国最早的翻

译诗《越人歌》中汲取创作灵感，铺展合理的

艺术想象，用肢体动作叙述诗词之中的真挚

情感；《汝窑赋》以宋代汝瓷形象为依托，将动

作与服饰艺术化融合，表现清净典雅的东方

审美；《若欲飞翔》全新编创传统古典舞语汇，

表现当代人对古人风骨、气节的追忆……中

华传统文化符号为舞蹈创作赋能，吸引了各

个年龄层的观众群体。

小节目的背后有着大学问，其中一个重

要特质就是捕捉生活的瞬间，从中找到舞蹈

的因素。在此次展演中，青年舞者不仅倾情

描摹天地苍茫的“远景”，还充分展现个体内

心的“特写”。《信号》借由动作信息传递的思

考展开创作，传达支撑、分离、发生、消亡的人

生轨迹，比拟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蒲公英》

以动作拟物，赞颂蒲公英被风暴裹挟后仍能

生根发芽的顽强精神；《跋》在匆匆来去的步

履之中，表现了一次次跌倒又负重前行的人

生。这些现代舞蹈作品蕴蓄着编导们对于动

作肢体开发的丰富想象力。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年轻创作者把民族

民间舞的素材揉碎、重组，刻画现代人的生命

情态，为舞台注入新元素。《境》将傣族传统

“鱼舞”的舞蹈语汇与现代舞结合，舞者被层

层叠叠的塑料气泡纸包裹缠绕，化作顽强求

生的“人鱼”形象。当女演员上半身模拟生灵

的折转轻盈时，下半身则呈现愈发沉重的包

裹感，让观众在强烈对比中感悟生命与自然

联结共生的关系。《乐不可言》对安徽“花鼓

灯”的传统舞蹈元素进行了改编，将原有程式

化动作与形式拆分，融入现代舞创作中，表现

出当代青年在挫折中乐观向上、自我成长的

心路历程。

以“小”见大，有无穷新鲜感
和创作冲动

“在同一个舞台上，可以看到上海芭蕾舞

团的演员戚冰雪、许靖昆，上海歌舞团的演员

方文、毕然，还有那么多来自舞蹈院校的‘明

日之星’，太值了！”00后观众李亦染兴奋地

说。近年来，“上海之春”持续举办“上海舞蹈

新人新作展演”“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汇聚

优秀的舞蹈小节目，吸引了很多忠实观众。

昨天的两场展演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0

点，有些资深舞迷特意请假前来，在剧场泡了

大半天。

43个节目集中演出让人大呼过瘾，也

有观众发现部分展演作品有“似曾相识”之

感。其实，上海文艺院团和学校一直着力孵

化新作，比如上海芭蕾舞团力推《起点》系

列现代芭蕾专场，上海歌舞团打造“元舞

际”品牌，为青年舞者提供展示真实自我的

机会。而“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优中选

优，并邀请全国舞蹈名家担当评审，为新作

品的进一步提升铺设阶梯。“去年10月‘元

舞际’原创舞蹈专场，我曾表演过独舞

《境》，但心里仍有小遗憾、不满足。”上海

歌舞团独舞演员董涵告诉记者，“这次，我

和编导老师又重新打磨了作品，以全新姿态

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展演舞台上，创作者也尝试了小节目

与大作品之间的转换。“很多作品的灵感起

初就是一个小念头，然后从简单的舞蹈小节

目渐渐发展起来。”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吴

虎生透露，此次参演的两个节目——《月

光》《苏醒的大地》 都选自原创芭蕾舞剧

《大地之光》。“在舞剧里，舞段表演与情感

表达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有一种水到渠成

的顺畅感。考虑到展演舞台的特殊性，我们

将作品做了全新改编，让时长几分钟的小

节目能迅速调动观众的情绪。在新人新作

展演中，我完成了从演员到编导的身份转

变。这个舞台，始终给我无穷的新鲜感和

创作冲动。”

“我相信，脚下的舞台就是未来的平台。”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如是说。

专业院团、院校孵化新作、打造品牌，上海之

春国际音乐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节展

扩建创新成果的展示平台。一系列培养人

才、发现人才的有效机制，催生高质量新人新

作，生机勃勃的年轻力、原创力正奔涌在申城

舞台。

小节目映照大风景，原创力激荡春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