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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打造知识和数
据双驱动的理工智课平台，深度
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共建校企微课程150余门，开
发汇聚优质资源60余万条。通
过虚拟现实技术远程接入“无人
工厂”等尖端技术与实际应用场
景，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5
月8日，记者近距离感受了该校
这个特别课堂的数字魅力。

在网络空间设计生产电池

戴上VR，罗凯开始了自己
的电池制造之旅。在网络空间打
开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配方研发数
字孪生系统，一间虚拟的实验场
景呈现在罗凯的眼前，按下“配方
研发”按钮，罗凯进入材料库，选
择了一种钴酸锂材料做手机电
池，在虚拟智能产线上经过涂布、
辊压、分切、组装、电解液注入、组
装等程序，短短5分钟便完成了
整个电池制备。

“实验场景与真实的实验室
一模一样，5分钟就能完成一场
电池制造实验。”罗凯是武汉理工
大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制造专业
研二学生，过去经常排队去实验

室做实验，一次只能做一个实验
配方，而孪生系统上有24个配方
可供选择，还可进行迭代优化，现
场还显示实验考核成绩，效率很
高。

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
究员孟甲申告诉记者，该校在马
房山校区有一间真实的电池制造
实验室，经过数字孪生技术搬到
了网络空间，学生可以选择不同
的实验材料，自己设计电池，得到
不同的电池性能。真实的实验室

单元一次只能做一个实验，在孪
生系统上一次可安排24名学生
同时做实验，而且实验可以在个
人PC端、手机上完成。

在虚拟汽车生产线上实习

“进入动力电池装配环节，查
看汽车底盘的装配、挡风玻璃的
装配……”智能制造专业大四学
生杨廷俊戴上混合现实技术头盔
（MR），和5位同学一起漫游在最
先进的汽车装配生产线上，手持

遥控器还可搬动汽车配件，参与
汽车装配工作。

杨廷俊介绍，他进入汽车未
来智造虚拟平台，首先可鸟瞰厂
区全貌，了解整车总装产线工序
与布局。通过视线焦点切换视
角，进行虚拟车间的漫游式体
验。利用交互式的学习模式，他
按照固定路线进行汽车总装工序
学习及知识考核，沉浸式体验汽
车生产车间生产状态。接下来，
他经产线核心工序区域进入不同
的未来课堂教学模块，如动力电
池封装结构设计与虚拟装配，系
统随机生成的一个车型，给出续
航要求、电池性能需求、应用场景
等差异性参数，让他根据车型要
求完成底盘电池+成组模式+连
接方式的方案设计，并进行电池
包的虚拟装配。

“过去是大三才进入汽车公
司产线实习，现在大一就可以进
入认知实习了。”机电学院卢杰老
师表示，汽车未来制造虚拟平台
可以代替部分实操训练。通过
AR虚实融合技术，可进行零部
件的结构设计与有限元分析，基
于AI算法的装配路径规划完成
零部件的虚拟装配，并对装配过
程实时进行碰撞检测，对结果进
行综合评价。

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谢小琴 杨志杰

武汉晚报讯（记者汪洋 通讯
员武柳青）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
会即将在武汉拉开帷幕，一条会
游泳的仿生机器鱼吸引众人目
光。这条机器鱼由武汉大学师生
研发，自带AI导航，目前已在长
江大保护项目中用于生态数据采
集，展现学科交叉创新与工程实
践的深度融合。

记者看到，会场的一个鱼缸
中，这条仿生机器鱼的外形、游动
姿态与真鱼几乎一样。不过仔细
观察可以发现，仿生机器鱼的头
部有一块小小的亮片，那是避障
传感器，使它能够在鱼缸中自主
地识别、避开障碍物。

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
仿生机器鱼长度为53厘米，外
形设计模仿真实鱼类，躯干部
分包含头部和尾部两个关节，
能够模拟鱼类的游动姿态。其
表面装有 LED灯，可在水中呈
现动态光影效果。MIRO-9配
备了障碍物感测器和 AI 学习
功能，能够识别和避开周围障

碍物。
据介绍，该成果基于仿生学

原理设计的“智能水下机器人”，

其核心技术在于模拟鱼类的运动
机制以实现高效游动，可以应用
于水下探测、水质监测及生态保

护，目前已在长江大保护项目中
用于生态数据采集，为水域环境
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

仿生机器鱼“游”进国际盛会
目前已参与了长江大保护项目

武大仿生机器鱼亮相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把实验室“孪生”到云端
这所大学的学生可随时随地做科学实验

学生在未来学习中心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操控机器人制造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