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加快推动应急机器人

技术发展与实战应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

为什么要加快推进应急机器人发展，《指

导意见》对应急机器人的发展作了怎样的部

署，怎样落实好《指导意见》，加强应急机器人

的示范应用？就此，笔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促进应急机器人加速落地

应急机器人是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

灾过程中，执行监测预警、搜索救援、通信指

挥、后勤保障、生产作业等任务，能够实现半自

主或全自主控制，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人类工

作的智能机器系统的总称。

“近年来，我国应急机器人处于快速启动

和发展阶段，未来前景广阔。但总体而言还在

应用初期，真正落地的应用并不是很多，尚未

大规模普及应用。”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急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颖说，《指导意见》的发

布必将有力地促进应急机器人的加速落地。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技术装备部主

任吴三海也有类似看法。他说：“在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中推广使用应急机器人很有必要。《指导

意见》的出台，为我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的

装备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南，将有力促进高危行业

领域应急救援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李颖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分析了加快

推进应急机器人发展的必要性。她认为，一方

面，应急科技支撑能力有了新要求，急需加强

应急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发展；另一方面，目

前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多集中在通用领域和低

端市场，急需着力推动以应急机器人为代表的

先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突破共性关键技

术，增强产品供给，加快推广应用，打造应急机

器人体系。

吴三海认为，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推

广使用应急机器人是推动实施科技兴安的重

要手段，是确保一线救援人员科学救援、高效

救援、安全救援的有效途径。同时，应急机器

人代表了应急管理装备现代化发展趋势，是衡

量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推广使用应急机器

人，可以有效提升整个行业装备专业化、精细

化、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揭榜攻关破解应急救援技术瓶颈

《指导意见》主要任务中的第一项是加强

应急机器人急需技术攻关。近年来，国家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在应急

救援中的支撑保障作用。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发布了6个攻

关方向，具体的攻关项目包括可实现矿井水害

事故水下环境勘察、被困人员搜索、定位的水

下环境探测机器人，解决矿山（隧道）坍塌事故

处理时无法对被困人员精准定位问题的生命

探测仪等。

“我们通过揭榜攻关，调动社会优势力量

投入资金协同攻关破解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瓶

颈技术、‘卡脖子’问题，促进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领域装备科技化、智能化。”吴三海说。

李颖表示，我国是一个多种灾害频发的国

家，应急机器人的发展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发

展。目前有一些重点领域急需优先发展。

“一是优先发展‘三断’（断网、断电、断路）

等极端条件下提供紧急应急通信、灾情侦察、

生命通道构建等最基础支持、具有自适应能力

的应急机器人；二是优先发展灾害多发易发领

域的应急机器人和高危、恶劣环境的应急机器

人，如城市消防、抗洪抢险、地震救援、森林草

原火灾救援、危化品救援、煤矿救援、电力救援

等领域的应急机器人。”李颖说。

同时，李颖指出，以前应急机器人的发展重

点主要集中在救援环节，现在需要加快监测预警

机器人的发展，推动安全治理关口前移，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提升防灾减灾支撑能力。

加大应急机器人推广应用力度

近年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通过

开展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装备配备项

目建设，针对各类事故特点，为国家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各类救援机器人装备。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研发一批先进

应急机器人，大幅提升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和

智能化水平；建设一批重点场景应急机器人实战

测试和示范应用基地，逐步完善发展生态体系；

应急机器人配备力度持续增强，装备体系基本构

建，实战应用及支撑水平全面提升。

对此，吴三海表示，下一步，国家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中心将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有

关要求，一方面，针对水下环境探测机器人等

揭榜攻关成果，开展联合测试、演练等，加大力

度进行推广应用。例如通过评审验收的攻关

成果集结成册、开展试点应用、支持申报有关

科技奖励等。

与此同时，应急管理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

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总体方案》，中

央财政将连续5年安排补助资金，购置包含应

急机器人等先进智能化装备在内的国家重要

特殊救援装备。

“我们将综合考虑各地实际情况、事故灾

害类型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能力，为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配备一批矿山救援、

危化救援、灾情侦察、应急医疗机器人等，进一

步提升我国应对重特大、复杂生产安全事故灾

难的救援能力，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发展提

供坚实的保障。”吴三海说。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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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

以科技筑起安全“防火墙”

雪情就是命令。连日来，湖

北省交通运输厅视频调度室里灯

火通明、人头攒动，各种决策和指

令第一时间下发到各路段。

面对本轮寒潮大风及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严峻考验，湖北发挥政警

路企“四位一体”联动机制合力，按

照“即下即清、雪停路通”破冰除雪

模式，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

2月20日16时，在湖北京港

澳高速孝感小河段，一台除冰融雪

作业车在警车的引导下顶风前行，

在路面上均匀地撒布一层融雪

剂。当日18时前，孝感境内高速

路段完成第一轮融雪剂撒布工作。

2月21日，笔者通过湖北省

交通运输厅视频监控看到，在湖

北京港澳高速大悟段，京珠运营

公司引进的除雪破冰“神器”——

高速吹雪王正在施工作业，后面

交通路政、高速交警车辆压道，社

会车辆缓慢有序跟行。

为加强科技除雪保畅力度，

湖北调配了一批先进除雪装备。

这个被称作高速吹雪王的除雪

“神器”，首次在湖北高速公路除

雪保畅中亮相。

“嗡……”随着类似飞机发动

时的巨大轰鸣声，一辆12米长的

黄色车辆两侧喷管喷出的高速热

流，将路面的积雪一吹而空，干燥

整洁的路面映入眼帘。

这款除雪“神器”与厢式货车类似，其车头、两侧

共有4个喷管，在巨大“吹”力下，路面模拟冰雪所用

的碎石、粉灰瞬间被吹到30多米开外。

据介绍，该车“心脏”为退役飞机发动机改造而

成，首次应用在高速公路除冰雪上。航空涡扇热吹

雪车作业时速约30公里，吹雪厚度为10厘米左右，

吹扫宽度约50米，燃烧温度750摄氏度，吹出来的热

风温度可到30摄氏度—80摄氏度，能快速吹化积

雪、吹干结冰路面，使高速公路较快达到通行条件。

同时，湖北高速还引进了燃油贯流蒸汽道路除

雪融冰车，该冰车外号是“雪地熨斗”，可实现“边走

边吸、车停雪清”，并开展“硬核”组织作业，在冰雪严

重的区域，利用作业车辆大小搭配，依次梯队循环作

业，极大提高铲雪除冰效率，最大限度保障畅通。

（吴纯新 潘庆芳 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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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

国先后布局了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

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各地不断打

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南京、成渝等

区域创新‘高地’形成，我国科技创新已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4首科新年论坛——重塑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上，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院长关成华教授说。

在论坛上，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发布了《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3）》（以下简称《报告》）和“首都科技创

新发展指数2023”（以下简称首科指数）。

《报告》显示，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加

快步伐，2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78个

国家高新区发展速度和质量“双提升”，形

成了各有特色的创新群落。整体来看，以

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为代表的创新群落

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水平也更高。长江

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科技创新发展指

数整体表现良好。

“不同城市在资本实力、产业基础等方

面的创新资源禀赋各异，呈现差异化、互补

性和协同性等特征，整体表现出‘你追我

赶’的良好态势。”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院长助理刘杨说，在这种良好竞争和合

作中，各城市得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

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

北京是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典型代

表。首科指数显示，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水

平稳步攀升，总体呈速稳质优、行稳致远

之势；创新服务持续提质，高标准技术市

场实现突破。2023 年，北京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实现“双突破”，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总量首次突破10万项，成交额突破8000

亿元。

“城市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而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城市转型升级、人

才聚集、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治理、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中国科技评估与成

果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贺德方

强调，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应抓好战略和规划，明确城市发展的重点

产业、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在

此基础上，要超前规划布局，部署科技创新

重大项目，牵头组织重大科技攻关和成果

应用示范；加强科技体制改革系统设计，从

科技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推动资源共建

共享；做好引才、育才、用才三篇“文章”，形

成支持科技创新的强大活力；围绕城市重

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需求，构建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全链条科技

创新平台体系，提升创新效能等。

（李禾）

科技创新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关键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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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

淮 北 市 烈 山 区

一 企 业 手 机 微

特 马 达 流 水 线

上，工人们正在

生 产 组 装 手 机

微特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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