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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航站樓的A點到B點，看似很簡單的一件事，但是對於機器人來講，執行起來卻比馬路上的無人駕駛汽車更加困難。「沒有隔離的車道，預判周圍來往行人行進的線路
以及可能的動作……這些都是機器人在這種複雜環境中需要『考慮』的問題。」全思博介紹。今年，80后博士全思博與李振在疫情期間做出了一個「出格」
的舉措，跳出原有的「舒適圈」，帶領團隊一起創業。「希望在兩到三年內，公司能夠有正向的收益。」李振說，公司的長遠目標則是突破更多核心技術，讓機器
人可以為更多場景帶來真正的價值。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丹

  

　
在佛山市南海區廣工大數控裝備協同創新研究院，李振和全思博帶領著研發團隊剛剛遷到這裏，辦公室內的各種機器人略顯凌亂地擺放在一側。而團隊的技術人員則忙碌著
對機器人進行著調試。今年2月份，李振作為創始人成立了廣州哨馬智能裝備科技有限公司，而後他又邀請了同門師兄全思博一同加入創業。

  

　　兩位博士「強強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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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不久結束的2020年廣東「眾創杯」創業創新大賽博士博士后創新賽決賽上，李振和全思博帶著自己的機器人項目亮相，並獲得了優勝獎。

  

　
今年32歲的李振兩年前從華南理工大學博士畢業，在一家企業的事業部負責研發工作。由於公司業務調整以及年初疫情波及，李振及所在部門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
。不甘心自己和團隊的成果付之東流，最後他作出了一個大胆的決定，以曾經事業部的研發班底為基礎，拉起了一個12人的團隊，開始了創業征程。

  

　
沒過多久，李振在研發上就遇到了一個技術問題，這時他想到了在學校做博后研究工作的同門師兄全思博，在一來二去的技術討論中，兩人一拍即合，李振成功說服師兄出站
后加入自己的隊伍。

  

　
談到自己的經歷和創業選擇，全思博介紹，大學畢業后的他申請到了全額獎學金並赴美深造。「原本是理科專業，但後來發現比起抽象的理科理論研究，我更喜歡也更適
合從事看得見、摸得著的工科行業。」全思博毅然退學並轉向了彼時剛剛興起的機器視覺領域。工作幾年後，面對這個國內新興而又充滿機遇的行業，他第一次萌生了
創業的想法，繼而申請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技術創業與創新碩士專業進行相關知識儲備。然而全思博畢業后，創業時機卻並未成熟，機緣巧合下他與後來的博士生導師
有項目上的合作，在工作中時常會有技術性的問題請教，便又辭職再次回到了學校。

  

　　「視覺+機器人」大有可為

  

　
全思博和李振在學校時都是圍繞「視覺」+「機器人」開展研究，彼此又有著「互補」的技術特點。那「視覺」+「機器人」最終能夠做些什麼？李振曾
經工作過的公司里的安防監控系統給了他們啟示。

  

　　儘管創業還不到一年的時間，但是利用此前積累的資源以及與合伙人共同的開拓，團隊已經完成了多個項目的機器人研發工作。

  

　
李振告訴記者，以複雜場景下人員和物品的清點統計需求為例，機器人通過人臉和物品識別技術，就可以在行進過程中實時判別人員和物品狀態，完成曾經繁複的人工統計工
作，而結果也可以直接傳送到雲端的記錄系統，節省了許多人力和物力。「在1000平方米左右的空間內，機器人三分鐘內就可以完成一次清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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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還可以流動測溫。」李振介紹：「在疫情期間，根據要求，機器人還加入了紅外感知功能，在進行清點的同時，還能夠實時對體溫進行測量，保證了在第一時
間發現體溫異常的人員。」

  

　
此外，如能自主開關機櫃門的智慧運營巡檢機器人，運維部門能夠實時掌握設備狀態及時發現故障，結合5G和AR等技術后，還可以利用機器人對故障設備進行遠程物理
操作。

  

　
而在未來如何能夠通過低成本的技術方案，完成機器人在複雜動態大場景下的語義識別、定位導航和智能避障，是公司當前的重點研究方向。「如今在機場局部區域試
用的一個機器人，完成兩點之間自主移動，實際上就是對於這一目標打下的基礎。」全思博介紹，當機器人在商場、交通樞紐等環境複雜的超大動態場景下能夠理解環
境，與人類有機和諧相處，智能地完成導航和避障后，再面對辦公室和家庭等環境時，就是相對簡單的事情了。

  

　　「雖然理論上可以通過用高成本方案部分實現類似目標，可是由於成本和複雜度，在類似場景下很難實用化落地應用。」
全思博告訴記者，目前團隊正在進行技術原型的虛擬模擬測試，未來有希望應用到實際項目當中。

  

　　從技術出發再回到技術

  

　
「從技術到項目，再到產品和服務，最後再回歸到技術上，形成一個閉環。」全思博向記者介紹了創業理念，他們並不想只做技術的提供方，而是想進入到市場中接受
市場考驗。而通過積累的共性技術，結合市場和用戶需求，形成各有側重的產品和服務，乃至孵化出相應的子公司。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技術的薄弱環節和難點，再
反過來推動技術的提升。

  

　
談起創業感受，全思博說：「做一個純粹的研發人員與領導一個創業公司還是有很大不同，在高校或者是公司研發部門時，市場、資金等通常都是不用過多考慮的，最主
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解決技術問題。而作為一個創業者，要考慮的事情太多，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公司的未來存亡，往往就是『一念之差』。儘管現在大家都在貼錢創
業，但這並不是長久之計，只有公司能夠自我造血，得到市場認可，才能走上良性循環，實現最初的目標。」

  

　　而旁邊的李振則用了一句話來總結自己的創業感覺，「更有幹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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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創業也要「沉下去」

  

　
像李振和全思博這樣的創業青年，能夠有機器人未來發展的技術研究，也有能夠讓企業活下去的「落地項目」，這得到了前去考察的廣東省創業投資協會秘書長肖飛的認
可。他告訴記者，其實不乏有一些創新創業的年輕人，想法總有些「飄忽」，始終落不到實處，這種創業公司大多也多以失敗告終。

  

　
「有情懷，有夢想，是創業公司能夠成長的基礎，而能落地，看實際，則是創業公司能夠存活下去的條件。」肖飛說，李振和全思博在實現機器人夢想的同時，也沒有
忘記要「吃飯」的問題，想法挺切合實際的，也是非常有機會成功的。

  

　　肖飛表示，創業的年輕人要能夠多「沉下去」一點，切實地去解決讓企業活下去的問題，如果連這個生存條件都沒有辦法滿足，很難說再去追求夢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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