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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人类和人
形机器人共跑半程马拉松——这个
连科幻电影都未曾上演的场景，将于
4月13日在北京亦庄变为现实。历史
性的“人机半马之约”背后，有哪些核
心看点？为何让人形机器人“跨界跑
马”？机器人完赛将面临哪些挑战？
近日，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赛事主办
方和参赛企业。

人机共跑筹备进展如何？

每到春天，各地马拉松赛事就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球唯一“双奥
之城”和国际科创中心北京，将于4月
13日举办的2025北京亦庄半程马拉
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主打“体
育+科技”路线，首次采取人形机器人
与人同步报名、同时起跑，共跑
21.0975公里的创新形式办赛。

目前，赛事核心筹备进展如何？
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李全告诉记者，赛事共吸引3万多名
人类选手报名。机器人方面，全球人
形机器人企业、科研院所、机器人俱
乐部、高校等创新主体热情高涨，报
名同样踊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比赛为保障
安全，在人类与人形机器人之间设置
有物理阻隔，对应的比赛规则、完赛
时间也有不同。但这种划时代意义
的人机共跑，显然释放出强烈的“科
技走进现实”之感。

机器人选手准备得怎么样？记
者探访备赛现场发现，各参赛队正从
零部件、智能水平等方面加速迭代机
器人运动能力，争分夺秒开展技术攻
关。一些参赛机器人最高奔跑时速
达到12公里。考虑到路跑对躯体冲
击较大，有机器人增加缓冲装置，有
的还穿上特制跑鞋。

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靓
介绍，由于比赛尚属全球首次，没有
现成经验、数据可供参考，所以赛事

保障、选手参赛都面临不少挑战。为
做好机器人保障工作，主办方专门设
置保障车、机器人补给站等。此外在
赛前与每支参赛队深度沟通，共同推
进技术研发、功能磨合，以帮助各队
实现自身成长目标。

科技为何与马拉松“跨界”？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人工
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实时数据监测、
3D画面捕捉、裁判执裁等，既提高了
运动员训练效率，也让竞技体育变得
更加公平，彰显出科技赋能生活的美
好价值。

此次人机共跑“半马”背后，正是
人形机器人产业找到了与人、与体
育、与马拉松的“最新交汇点”。业内
人士表示，“半马”运动实现了“挑战
性与可及性”的完美平衡，不仅参赛

“门槛”友好，而且侧重对参赛选手体
能、意志力的综合考验，最终带给人
强烈的成就感。而人形机器人跑“半
马”，也是看重这些特质，希望用“半
马”验证产业发展成果，推动技术更
好服务于人。

人机共跑有何意义？北京人形
机器人创新中心CEO熊友军认为：

“这不只是简单的体育竞技，更是对
技术突破、产业发展的‘极限测试’。”

有参赛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机器人“跑马”可以验证技术成
熟度，推动行业标准建立，同时进一
步倒逼技术创新。一方面推动高扭
矩电机、柔性关节、耐磨损材料等上
游零部件升级；一方面也因为奔跑涉
及全身协同运动控制，促进机器人软
硬件技术更高精度耦合、厂商与AI算
法公司的深度合作。

这将打开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全新应用空间。推动产品进一步
投身灾害救援、长距离巡检，特种危
险作业、智能制造等社会和生产场
景，甚至走进家庭参与养老陪护等，

成为人类生活助手。随着能力逐步
提升，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成为专业跑
者的陪练，直接“反哺”体育事业发
展。

机器人“跑马”面临哪些挑战？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事实上，由
数千个零部件构成的人形机器人，要
想在稳定状态下长时间奔跑，仍面临
不小挑战。

熊友军介绍，真实路况和实验场
景有很大差别。为了完赛，机器人首
先要有适应长距离奔跑、散热技术过
硬的高密度一体化关节和机器本体；
其次，机器人要能高精度控制各关节
协调运动，实现奔跑、定位、动态避障
等功能，考验其核心算法开发与适配
能力；还有，“跑马”充分考验机器人
稳定性、可靠性和续航能力，转弯、上
坡、下坡等复杂路况，都对机器性能
提出较高要求。

由于产业发展还有不少技术难
题有待攻关，户外复杂的自然条件
也将对机器人运行产生扰动。从现
阶段看，机器人可以与人共跑，但还
达不到“共赛”的条件，所以，此次赛
事更像一次产业对话和机器人“大
练兵”。

而从人的角度看，通过与机器
共跑和现场观赛，将更多收获感官
上的体验和知识层面的拓展。这些
收获并不空洞抽象，科技与社会的

“良性碰撞”，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人
机边界”，巩固科技为惠及人类而生
的初衷和底层逻辑，推动从“人机共
生”向“人机共荣”发展。

“可以说，人形机器人‘跑马’的本
质，是人类的想象力和梦想在奔跑。
这是比赛的最大看点。”李全说，无论
结果如何，当人形机器人冲过终点，除
了速度、名次，它所留下的足迹比奖牌
更加珍贵。21公里的赛道终会跑完，
但人机协同的探索不会停歇。

清明节期间，为满足群众
祭祀、踏青等出行需求，我省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
交通运输安全保畅工作，交通
运输行业运行平稳有序。

清明节假期，我省高速公
路出入口累计交通量321.44
万辆（客车283.95万辆、货车
37.49万辆），同比2024年增长
4.8%。道路旅客运输方面，全
省累计发送道路旅客94.69万
人 次 ，同 比 2024 年 增 长
2.7%。全省各级交通执法部
门累计备勤1618人，出动执法

车辆401台次、执法人员1248
人次，重点对收费站、重点路
段、重要交通枢纽、重点旅游
景区等开展执法检查777次，
查处违法行为45件。

省交通运输厅“互联网+
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监控专班
通过视频巡查公路桥隧、互通
立交等重点路段以及全省通
航水域，累计抽查渡口渡船24
艘（次），累计抽查“两客一危”
车辆3087辆，发现违规问题
53项，已全部完成整改。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清明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平稳

是竞技赛事，更是科技测试
——全球首次人机共跑马拉松看点探析

新华社记者 郭宇靖 张骁 4月3日至4月6日，长春
站共计发送旅客47.2万人次，
日均11.8万人次，高峰日为4
月4日，发送旅客15.9万人次。

为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长春站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511列次，采取加开临时旅客
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
列车加挂等方式增加运能，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节假日期间，长春站客
流以中短途为主，主要集中
在北京、大连、延吉、松原、白
城、阿尔山、长白山等方向。
清明假期期间，长图珲方向
发送旅客14.6万人次；长白
乌、阿尔山方向发送旅客6.2

万人次；长春至大连方向发
送旅客6万人次；长春至北京
一站发送旅客2.1万人次。节
日期间，长春站首开阿尔山
方向旅客列车，此次列车的
开行不仅为旅客增添了新的
旅游选择，更为中转旅客带
来极大便捷，游客们在领略
完阿尔山的美妙风光后，可
轻松踏上前往长白山的旅
程。

长春站到达旅客累计
48.1万人次，车站协调公交、
轨道交通、出租车加开运行班
次，高峰时段加强组织和引
导，全力做好旅客接驳服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长春站4月3日至6日
发送旅客47.2万人次

4月4日至4月6日，清明
节假期期间，吉林机场集团
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955架次，运送旅客13.7万人
次。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
起降824架次，运送旅客12.1
万人次。4月6日，长春机场
单日旅客达4.4万人次，为清
明三天假期单日旅客吞吐量
最高峰。

正值春季踏青时节，清明
小长假适逢夏航季航班换季
伊始，长春机场最新加密多条

航班，为旅客前往南方踏青赏
花、畅游山水提供便利选择，
清明假期国内往返长春的热
门城市主要覆盖上海、北京、
杭州、青岛、南京、成都等地。
小长假期间，赴日韩、泰国、马
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旅游的热
度较高，长春至日韩航班日均
6架次，泰国曼谷与马来西亚
吉隆坡航班日均2架次，进一
步便利了广大旅客赴日本、韩
国、泰国度假游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吉林机场集团
清明小长假运送旅客13.7万人次

日前，经吉林省委批准，
吉林省纪委监委对长春市委
原常委、长春新区党工委原
书记华景斌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华景斌丧失理想信
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
纪律，政绩观错位，搞“政绩工
程”，转移赃款赃物对抗组织
审查，个人搞封建迷信活动；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
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消费卡，违规借用管理服
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
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违反群众纪律，拖延解
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违
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职
责；违反生活纪律；贪欲膨胀，
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
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
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
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

巨额财物。
华景斌严重违反党的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
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
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
关规定，经吉林省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吉林省委批
准，决定给予华景斌开除党
籍处分；由吉林省监委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吉
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
格、长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长春市委原常委、长春新区党工委原书记

华景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25年“科学突破奖”揭晓
新华社旧金山4月6日电（记者

吴晓凌）目前全球奖金额最高的科
学奖项“科学突破奖”2025年度获奖
名单5日在美国洛杉矶揭晓。美籍
华裔科学家刘如谦因在基因编辑领
域的贡献获得其中一个“生命科学
突破奖”。

据介绍，本年度“科学突破奖”
设3个“生命科学突破奖”、2个“基础
物理学突破奖”和1个“数学突破奖”
共6个单项奖，每个奖项的奖金都是
300万美元。

刘如谦在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工
作。他开发了两项强大且广泛使用
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纠正导致患
者患上遗传疾病的DNA突变，且副
作用更小。

加拿大内分泌学家丹尼尔·J·
德鲁克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乔尔·哈贝纳等5人因对代谢疾病病
理和药物的研发；美国神经学家斯
蒂芬·L·豪泽和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阿尔伯托·阿斯凯里奥因对多发性
硬化症的研究和治疗，分别获得另

外2个“生命科学突破奖”。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颁发给欧

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的
4个合作实验项目。1999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荷兰理论物理学家
赫拉尔杜斯·霍夫特因在量子力学领
域的研究获得“基础物理学特别突破
奖”。美国数学家丹尼斯·盖茨戈里
因在几何朗兰兹猜想证明中发挥的
核心作用而获得“数学突破奖”。

“科学突破奖”创立于2012年，
每年颁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