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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呼吸机、臂式心率带

……出现在2024年巴黎奥运

会赛场的新型运动装备频频登

上热搜。这些小巧又便携的产

品，帮助运动员实现“更快、更

高、更强”的目标。

如今奥运会赛场外，普通

消费者也能用上科技感满满的

体育装备。在前不久举办的第

二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

业博览会上，巧克力大小的防

溺水设备、设计精巧的AI识别

心电衣等高科技运动装备纷纷

亮相。

参与研制上述装备的首都

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

副院长周志雄说：“这些面向大

众研发的产品，为人们日常健

身运动保驾护航。目前它们已走入市场，帮助使用

者科学运动。”

健身指导应用程序：
提供个性化运动方案

如今，公众主动健身意识增强。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7岁及以上年龄人群中，有67.5%的人每周至少

进行1次体育锻炼。以1周为观察周期，有意识主动

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每周平均健身2.52天、平均健身

累计时长为99分钟至120分钟。

体育健身项目丰富多样，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

项目、设定符合实际的运动目标？首都体育学院牵

头研发的专业科学健身指导应用程序——首体健身

App，可以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

“首体健身App是一款集健身危险事件报警、健

身行为监测、个性化健身指导为一体的专业科学健

身指导应用程序，于 2023 年 4月上线。目前，该

App下载次数已超500万次。”周志雄说，首体健身

App可以获取运动手表、智能耳机等可穿戴装备的

数据，监测用户运动行为并基于相关数据为其推荐

个性化运动方案。

“除了推荐个性化运动方案，首体健身App还能

够提示用户容易忽视的运动风险。”周志雄介绍，使

用者授权首体健身App获取其体检数据后，系统就

会根据血脂、血压等健康数据给出推荐的运动强度、

运动方式等，保障用户健身安全。

周志雄介绍，相较于市面上流行的健身指导

App，首体健身App在课程设计上更具科学性和专

业性。它以《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为基

础，能针对不同人群科学地提供健身指导。此外，首

体健身App可以与其他健身监测设备连接，能够在

意外发生时实时报警。

跌倒AI报警手表：
跌倒识别准确率97.5%

运动时不慎跌倒，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如何才

能减少这类伤害？跌倒AI报警手表可以提供帮助。

“研发人员将多轴加速度传感器内嵌于跌倒AI

报警手表中，传感器可以感知用户身体重心的变

化。同时，研发人员还为手表开发了人体跌倒监测

系统。当使用者重心出现严重偏移，人体跌倒监测

系统会自动弹出询问框，询问使用者是否跌倒。”周

志雄说，“使用者只需语音回复‘是’或‘否’，跌倒AI

报警手表即可进入下一程序。”

“如果人体跌倒监测系统判断错误，使用者可以

自行关闭弹窗。若使用者跌倒后出现晕厥等无法回

应系统的情况，手表会在30秒后自动将跌倒警报传

至后台。”周志雄介绍，接到警报后，相关人员会及时

向跌倒者提供帮助。

中国电子标准研究院赛西实验室发布的检测结

果显示，这款跌倒AI报警手表的跌倒识别准确率可

以达到97.5%。

溺水AI识别报警系统：
精准定位溺水者

暑假期间溺水事件多发。为降低溺水风险，保

障儿童及青少年戏水安全，科研人员研制了超宽带

信源标签。“这个装备体型小巧，像一块巧克力，可以

置于泳帽中。”周志雄介绍，这一装备内置基于超宽

带定位技术研发的溺水AI识别报警系统。

溺水AI识别报警系统能够获取游泳者在水池

中的位置信息，实现精准定位。

“超宽带信源标签启动后，会不断向基站发送信

号。基站接收的信号衰减到一定阈值，就可判定超

宽带信源标签入水，即使用者在游泳。”周志雄介绍，

如果信号衰弱时间超过40秒，溺水AI识别报警系统

就会认为使用者可能溺水。一旦确认使用者溺水，

安装在游泳馆内的报警大屏会立即发出警报信号，

并显示溺水者在游泳池中的位置，救生员根据位置

信息可以迅速展开救援。

“这款超宽带信源标签防水性强、定位准确性

高、跟随性好。”周志雄说。

AI识别心电衣：
实时采集心电信息

近年来，运动时心脏病发猝死的新闻时有发

生。有人倒在了马拉松赛道上，有人晕倒在了健身

房器材旁……其中不少人是年轻人，让人十分痛惜。

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运动猝死事件，科研人员

研发了AI识别心电衣。它可以在用户心脏出现异

常时，发送提示信息。

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博士后张晋

喜介绍，AI识别心电衣采用柔性材料，由单导联动态

心电采集模块、GPS模块、3轴加速度传感器和4G数

据传输系统等组成，可以实时采集使用者心电信息，

有效识别房颤、房室传导阻滞、过早搏动、室性心动

过速和停搏等心脏异常事件。

当AI识别心电衣发现用户心脏出现异常，使用

者以及相关人员就会收到提示和定位信息。

“与跌倒AI报警手表和溺水AI识别报警系统不

同，AI识别心电衣发出的是提示而非警报，相关人员

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紧急处理。”周志雄介

绍，AI识别心电衣重量较轻，几乎不会对人们正常运

动造成影响。 （何亮 胡轶慧）

浙江大学硅及先进半导

体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杨德

仁院士团队研究员薛晶晶与

西湖大学工学院研究员王睿

合作，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

“Py3”的新型分子材料，可有

效提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稳定性和光电转换效率。相

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自然》上。

随着全球对绿色能源需求

的增长，太阳能光伏技术正迅

速发展，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因其高效率和低成本而备受

关注，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下

一代光伏技术”。

科研人员表示，如果将钙

钛矿电池比作一个三明治，中

间一层是发电的核心——钙钛

矿材料，用来吸光。夹着钙钛

矿材料的上下两层“生菜”分别

是空穴传输层和电子传输层，

负责将光生空穴和电子有效地

传输到电极，也就是三明治的

“面包层”。与硅太阳能电池材

料相比，钙钛矿电池不仅原材

料来源丰富、吸光能力强、生产

工艺简单、低成本，还更轻薄、

高效。

“钙钛矿电池薄膜一般厚

度在几百纳米左右，可实现和

硅电池片差不多的吸光能力，

这让其在许多轻量化的场景中

都能得到应用。”项目负责人薛

晶晶介绍，“钙钛矿电池可以用

作室内光伏发电、建筑光伏一

体化，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有很

多的应用场景。”

然而，稳定性问题一直是

制约钙钛矿电池技术广泛应用

的瓶颈。“传统的应用于空穴传

输层的材料，并不能同时具备

高效的电学传输性能与稳定

性，容易在光照和高温下失

效。Py3新型分子材料能够在

不牺牲甚至提升电池器件效率

的前提下，显著提升电池的稳

定性。”薛晶晶说。

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在实

验室测量的钙钛矿电池的使用

寿命大约在几百小时左右，但

运用Py3制成的钙钛矿电池在

老化测试中的运行寿命均超过

10000小时。此外，Py3的制备

成本也比现在常用的材料有显

著下降，经粗略估算，和传统材

料相比降低了30倍左右。

（陆健 钱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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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伤机器人：

地铁安全的
“钢铁卫士”

日均运送客流近千万人次的北

京地铁保障了城市的平稳运行，而要

对这一列列“大家伙”进行日常检测

维护，在过去是个大工程。

资料显示，列车运行时与轨道接

触会产生振动，转向架构架容易出现

肉眼不易发现的疲劳裂纹，影响列车

安全稳定运行。此前，主要采用人工

方式对这些裂纹进行检测，需要先把

构架拆解再运输到厂家，从构架送出

到运回大概需要15天。除此之外，

人工检测要对构架焊缝进行脱漆，随

后用磁粉探伤，探伤过后再补漆，整

个作业耗时耗力。

据介绍，北京地铁公司与合作单

位联合研发的“移动式构架焊缝检测

机器人”即将“上岗”。这款探伤机器

人目前已经在北京地铁房山线完成

调试，投用后将大幅节省电动列车检

修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这款探伤机器人采用多通道电

涡流传感、三维视觉图像识别、智能

机器人控制协作等技术，不需要对构

架焊缝进行脱漆等预处理，就可以自

动实现构架焊缝表面及近表面的缺

陷检测。

探伤机器人“入职”后，每天可以

完成3项检测任务，仅用6天至7天

便能够完成1列车构架的探伤工作，

大幅缩短了维修周期，使经济效益和

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

据了解，进行探伤作业前，检修

人员会将探伤机器人的走行路径、升

降高度、探伤点位坐标等数据预先录

入系统，“一键”确认后机器人即可开

始检测。

不仅运行效率高，这位机器人

“员工”还不娇气。它充电一晚后，基

本可以坚持工作两个白天。即使在

高温和极寒环境中，它也不需要工作

人员给予太多“关照”。

（华凌）

北京地铁15号线列车准备停靠孙河站。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

图为在南京国际生命健康科技大会上展出的心电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