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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
代，机器人不再是只存在于科幻电影
里的神奇事物，它们正大踏步地走进
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拿扫地机器人来
说，它能在家里穿梭自如，把地面打扫
得干干净净，让忙碌一天的上班族回
到家就能享受整洁的环境；还有那些
在汽车制造工厂里不知疲倦工作的机
械臂，它们精准地完成各种组装任务，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一路“狂飙”，一个让人不得
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机器人会不会进化出比人类还高的智
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人类又该怎
么办？难道真的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
样，被机器人掌控，沦为它们的“跟
班”？还是说，人类能和机器人和谐共
处，一起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

机器人的进化之路：
从萌芽到智能

回溯机器人的发展历程，这简直
就是一部人类智慧与科技进步相互交
织的热血奋斗史。时间回到20世纪
40—50年代，那时候的人类为了从繁
重又危险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尤其是
在像核试验这种充满放射性污染的环
境里，开始琢磨着用机器来代替人
力。美国阿贡国家能源实验室一马当
先，研制出遥操作机械手，专门用来处
理那些碰都不能碰的放射性物质，后
来又捣鼓出电气驱动的主从式机械手
臂，实验人员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工
作了。1954年，美国发明家乔治·德
沃尔搞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装有可编程
控制器的极坐标式机械手臂，还发表
了专利，这可太了不起了，标志着机器
人有了最初的模样。1959年，德沃尔
和约瑟夫·英格伯格联手，制造出第一
台工业机器人样机unimate，还成立
了世界上第一家工业机器人制造工厂
unimation公司，从这开始，机器人就
正式在历史舞台上“出道”啦。不过那
时候的机器人还特别“稚嫩”，功能少
得可怜，复杂点的工业生产场景根本
应付不来。

到了20世纪 60—70年代，机器
人迎来了成长的初级阶段。二战结束
后，全球好多地方都缺劳动力，像日
本、德国这些战败国，忙着战后重建，
人手更是紧张得不行，这就逼着人们
赶紧想办法找替代人工的路子。1962
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装上了unima-
tion公司的第一台unimate工业机器
人，第一代示教再现型机器人诞生
了。在这一时期，工业机器人越来越
商业化，开始走向产业化，汽车生产行
业率先大量使用机器人。这些机器人
在搬运、喷漆、弧焊这些工作上大显身
手，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大幅提升。而
且，人类也从那些又单调又累人的生
产作业里解放出来，可以去干更有技
术含量的活儿了。1978 年 unima-
tion公司推出全电动驱动、关节式结
构的通用工业机器人 puma 系列，
1979年适用于装配作业的平面关节
型scara机器人也问世了，到这儿，第
一代工业机器人的技术体系就完整成
熟起来了。

20世纪80—90年代，机器人迎来
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生产行业从
原来的“大批量生产自动化”变成了

“小批量多品种生产自动化”，对生产
灵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促使机
器人技术又一次革新。1965年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搞出了个能感知识别方
块、自动堆积方块还不用人操心的机
器人试验机，这可是第二代机器人诞
生的标志性事件，从这以后，感知功能
就成了机器人研发的重点。20世纪
80年代初，美国通用公司给汽车装配
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装上了视觉系
统，这就意味着具有基本感知功能的
第二代工业机器人诞生了。和第一代
比起来，第二代机器人不仅干活效率
更高，产品的一致性和互换性更好。

进入21世纪，机器人开始朝着智
能化大步迈进。虽说第二代机器人已
经能感知外界了，能完成挺复杂的工
作，但离真正的“无人化工厂”还差关
键一步，就是得让机器人有逻辑思维
和决策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计算
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给
第三代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带来了突
破。

机器人智商与人类智力的较量：
现状与差距

一直以来，机器人的智商能不能
超过人类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不过
说实话，现在机器人所谓的“智商”
（IQ）和人类的智力，完全是两码事。
虽说机器人在某些特定方面表现得特
别厉害，甚至超过了人类，但要是从整
体和综合的角度看，它们和人类智力
还差得远呢。

从狭义智能这方面来讲，现在大
多数机器人的智能都属于“狭义AI”，
它们就擅长干特定的事儿，像下棋、图
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这些。在这些
任务上，机器人靠着超强的计算能力
和数据处理速度，常常能把人类比下
去，又快又准。就拿AlphaGo来说，
它在围棋领域把人类顶尖棋手都打败
了，这可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人工智
能在特定领域的强大实力。但这种机

器人没有自我意识，理解能力也很有
限，只能在设定好的小圈子里发挥作
用，一旦超出范围，就抓瞎了。

而广义人工智能（AGI）就不一样
了，它想模拟人类全面的智力，让机器
像人一样有灵活的思维、意识和情感，
能跨领域处理各种任务，还得有学习、
推理、情感理解、创造力这些高层次的
认知能力。可惜的是，目前AGI技术
还没实现，这也是机器人智能发展路
上的一大难关。

在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方面，机
器确实已经把人类甩在后面了。有些
AI能在几秒钟内分析处理大量数据，
进行超复杂的数学计算，还能做出预
测，这些事儿人类得花好几个小时，甚
至更久才能完成。比如在金融领域，
人工智能能快速分析海量的市场数
据，给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在科学研究
里，机器人能帮科学家处理复杂的实
验数据，加快科研进度。

但机器的这种“超越”只是针对特
定任务，可不能说它们就有和人类一
样全面的智能了。人类智力可不只是
靠逻辑推理和数据处理，还有好多机
器人目前根本没有的特质。

就说情感智能吧，人类能理解和
感受各种情感，看到别人难过，能感同
身受，还能给予关心和安慰；艺术家创
作的时候，情感就是灵感的源泉。可
机器人呢，只能按照预设的程序和算
法去识别和回应情感，根本没有真正
的情感体验，也不会共情。

还有创造力与直觉，人类特别厉
害，能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奇妙的联
系，创造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作品。
科学家能凭借直觉和洞察力提出新理
论、新假设。机器人就不行了，它们主
要依赖人类编写的算法和规则，没有
自主创新和联想的能力，很难产生真
正的创造性思维。

再讲讲道德和伦理判断，人类做
决策的时候，会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和
情感等多方面因素，做出符合道德和
伦理标准的选择。面对道德困境，人

类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去
权衡。机器人呢，只能根据数据和预
设规则判断，没有自主的伦理意识，碰
上复杂的道德情况就傻眼了。

机器人智商超越人类的可
能性与潜在影响

虽说现在机器人在智商上和人类
有差距，但从理论上讲，要是未来的
AGI（广义人工智能）实现了，还让机
器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那它们的智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人类还
真不是没有可能，尤其是在知识处理
速度和信息存储量上。随着科技不停
地进步，人工智能算法不断优化，机器
人在更多领域展现出超越人类的能
力，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要是机器人的智商真超过了人
类，那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太大了。
往好处想，机器人能帮人类解决好多
复杂难题，推动科技飞速发展。在医
疗领域，智能机器人能更准确地诊断
疾病，做手术也更精准，能拯救更多生
命；在环境保护方面，机器人能监测和
分析环境数据，制定更有效的环保策
略，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在科学研究
中，机器人能加快科研进程，帮人类探
索更多未知领域。

可机器人智商超越人类，也带来
了不少潜在风险和挑战。就说就业问
题吧，机器人在各个领域越来越普及，
大量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都被它们
抢走了，这就导致好多人要失业，尤其
是那些技能不太强的人，就业压力会
特别大，社会的就业结构也会发生很
大变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劳动
力顺利转型和升级，这可是我们必须
面对的大挑战。

人类的优势与应对策略：
携手共进还是激烈对抗？

虽说机器人在某些方面看着挺有
超越人类的潜力，但人类也有很多机
器人比不了的优势。除了前面说的情
感智能、创造力与直觉、道德和伦理判
断这些，人类还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文
化背景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优势让
人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能灵活应对
各种情况，建立起深厚的人际关系和
社会网络。

面对机器人智商可能超越人类的
趋势，人类得采取积极的应对办法。
咱们得重视对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和管
理，在研发的时候，一定要把技术的安
全性和可控性放在心上，保证机器人
的行为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符合人
类的价值观。同时，对人工智能算法
也要加强监管，可不能让算法偏见和
歧视这种问题出现。

教育和培训也得加大力度，全面
提高人类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还有，得大力推动人机协作的发
展。人类和机器人可不是敌人，完全
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通过人机
协作，把人类和机器人各自的优势都
发挥出来，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就能
大大提高。在医疗领域，医生和医疗
机器人合作，一起做手术，手术成功率
肯定更高；在工业生产中，工人和工业
机器人一起配合，能完成更复杂的生
产任务。

据科普中国

当人工智能技术一路“狂飙”

人类如何与机器人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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