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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工业机器
人产业进入新的历史机遇
期，国际机器人企业纷纷大
举进入中国。 在中国，如汽
车制造、3C 电子、工厂自动
化等行业，对机器人的需求
也是越来越旺盛。 然而，对
于国内的机器人产业而言，
谐波减速器、伺服电机和驱
动器、控制系统等还需大量
依赖进口，这就导致了其竞
争力与国外企业还有差距。

据记者调查发现，减速
器约占据机器人整体成本
1/3，而国外产品售价较高，
且行业景气时候交货周期
长达 10 个月以上， 极大制
约了机器人本体厂商生产
及服务。

绿 的 谐 波 公 司 前 身
1999 年就开始扎根高端制
造，2003 年开始投入研发谐
波减速器。 由于日本公司高
度垄断，他们找不到任何文
件资料可供参考，同时还要
回避国外公司专利， 因此，
他们从底层数学模型开始
摸索研究，完全跳出了传统
渐开线齿形设计理论，开发
和验证新齿型，研发专用新
材料，摸索热处理和精密制
造工艺。

“绿的团队从一开始就
感受到强大的阻力，深知会
经历一个非常艰苦的探索
和尝试过程，但团队齐心协
力， 保持高度的使命感，着
眼于未来， 最终克服了技

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重
重困难， 到 2009 年正式推
出谐波减速器原型机，并建
设企业检验测试中心，对谐
波减速器进行评价和测试，
经过充分的验证，直到 2012
年才正式推向市场。 ”储建
华说，得益于从一开始坚持
正向设计开发，除了个别标
准件外，谐波减速器其余均
由自己生产制造，做到质量
和交期可控。

但是， 他们并没有止
步。 作为机器人核心零部
件龙头企业， 今年 4 月份
面向全球发布新一代 Y 系
列超高精度和 N 系列超长
寿命谐波减速器。

（科技日报）

由东南大学自主研制
的无人值守能源系统 15 日
从南京出发， 参加中国第
36 次南极科考任务。 我国
将在南极泰山站首次启用
这个可连续供电一年的大
型“充电宝”。

据东南大学自动化学
院执行院长魏海坤介绍，这
套名为“东大极能”的无人
值守能源系统，能够实现极
地环境下全年不间断供电，
并通过卫星远程监控泰山
站运行情况。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
“东大极能” 由两个集装箱
组成， 其中一个是仪器舱，

另一个是发电舱，内有可存
储 5 吨航空燃油的油箱，可
自动供油。

“南极是研究高空物
理、 天文等学科的良好场
所，但泰山站位于南极大陆
腹地，海拔高度近 2600 米，
年平均温度零下 36.6 摄氏
度，环境恶劣，只能让设备
代替科考人员工作，由科考
人员定期前往维护、采集数
据。 ”此次出征南极的科考
队员、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
方仕雄老师告诉记者，“东
大极能”将主要使用燃油发
电，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综
合利用风能、太阳能，以满

足泰山站科考设备一年的
用电需求，将数据稳定发回
国内。

魏海坤表示，东南大学
参与我国南极科考已有十
余年历史，此前我国极地科
考所使用的能源模块多由
外国制造，导致我国无法获
得全部技术和数据。 为研制
“东大极能”，科研团队克服
了舱内外温差、 低气压、大
风等诸多困难。 东南大学此
次派出 3 名科研人员随“雪
龙号” 极地科考船前往南
极，完成“东大极能”的安装
与调试任务。

（据新华社）

美国航天局 15 日发布消息说，两名美国女宇航员本周
将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 这将成为空间站历史上
第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美国女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和杰西卡·梅尔将于
17 日或 18 日早上出舱，修复空间站电池充电器故障。

今年 3 月底， 美航天局就曾计划实施空间站首次全女
性太空行走任务，由科赫和目前已返回地球的安妮·麦克莱
恩执行， 但由于当时未能为麦克莱恩准备好合身的中号硬
质宇航服上衣，改由男宇航员尼克·黑格和科赫出舱行走。

美航天局发言人斯特凡妮·席尔霍尔茨此前回应美航
天局涉嫌性别歧视时解释说， 麦克莱恩当时在太空行走前
才发现中号更为合适。尽管当时空间站还有一套中号上衣，
但来不及进行拼装，只能临时换人。

据介绍，宇航服硬质上衣有 3 种型号，而下身、小臂、腰
部和靴子各有多种型号，拼装最长花费 12 小时，通常在地
面完成。美航天局表示，目前已拼装好两件上衣为中号的合
身宇航服，可供科赫和梅尔使用。

本次全女性太空行走原计划 21日进行， 由两名宇航员
继续为空间站更换电池，但美航天局 15 日称，11 日电池充
电器发生故障，导致已安装好的锂电池无法使用，因此科赫
和梅尔将提前出舱，承担更换故障组件的新任务。

（据新华社）

美国航天局 15 日发布了具有更大灵活性和更高安
全性的下一代宇航服，计划供宇航员在 2024 年登月活动
中使用。

美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当天在发布活动上
展示了新研发的“探索舱外移动单元”，它由加压服和像
背包一样的便携式生命支持系统组成。 根据美国正在推
进的“阿耳忒弥斯”重返月球计划，宇航员将使用这种宇
航服在月球南极活动。

布里登斯廷介绍说， 新宇航服最大的特色是更加灵活
的“移动性”。在发布会现场，一名身穿新宇航服原型装备的
美航天局工程师在地球重力条件下较为轻松地演示了行
走、上肢大幅度旋转、深蹲、捡拾岩石和手指精细活动等。

上世纪的阿波罗登月任务中， 宇航员受制于传统宇
航服，经常跳跃前行，而新宇航服将让宇航员在月球表面
实现真正的行走。 美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灵活性
归功于新宇航服在关节处采用了多节轴承， 实现了在臂
部和臀部可旋转，在膝盖处有更大的弯曲度，宇航服还采
用了柔性鞋底。 （据新华社）

把“命门”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产机器人有了自己的“关节”

在机器人行业，流传着这样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如果日本的减速器企业说跪下，全球机
器人没几个能站着。 ”

这句话的背后，是精密减速器基本被日本企业长期高度垄断的不争事实，而精密减速器
就像是机器人的“关节”，也是机器人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核心部件。 被国外企业长期垄断，
严重制约着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但随着近些年国产谐波减速器的快速崛起，这一局面正
被改写。

国产无人值守能源系统出征南极
大型“充电宝”可连续供电一年

近日， 在第 21 届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上，由苏州
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的谐
波）自主研发的 Y 系列谐波
减速器，凭借谐波齿轮传动
领域世界最高精度和国际
领先性能，一举获得中国工
博会大奖。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民
营企业， 其核心团队 2003
年就开始默默无闻地瞄准
了这个方向， 不计付出，坚
持投入， 自主创新逆袭超
越， 从底层数学模型做起，
采用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研制出国际领先的谐波减
速器，确保了国产机器人行
业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
及高速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美国人马瑟在薄壳弹性变
形理论基础上，应用金属的
挠性和弹性力学原理发明
出来一种新型谐波传动技
术。 这项技术引入日本，随
之日本制造的谐波减速器
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传动
系统中，一些日本公司生产
的谐波减速器， 具有轻量、
小型、传动效率高、减速范
围广、精度高等特点，成为

整体运动控制领域当之无
愧的领军企业。

“谐波减速器广泛应用
于机器人、机床、自动化、航
空航天等各种领域，主要起
降低输出转速、增大输出扭
矩作用， 具有大传动比、高
承 载 、 高精度 等 诸 多 优
点。 ”绿的谐波储建华博士
告诉记者， 作为机器人最
核心零部件之一， 谐波减
速器直接关系到机器人本
体的性能与寿命， 精度保
持寿命、传动精度、刚性等
也是谐波减速器最具挑战
性的技术参数。

从底层做起 逆袭超越

正向设计 质量和交期可控

美航天局发布下一代
登月宇航服

国际空间站将首次
全女性太空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