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应急机器人？

5月12日至18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应急机器人成为

焦点。在抗洪抢险、森林草原火灾救援、地震和地质灾害

救援、城市消防、应急指挥通信、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应

急机器人正迅猛发展，为现代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筑牢了

“智慧”之基。根据《应急管理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
快应急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主要
目标是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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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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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机器人具有感知、决策、执行等
特征，可提升复杂危险场景中生产

和救援的效率与安全性。应急机器
人的发展与应用，代表了应急管理
装备现代化发展趋势，是衡量我国
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

在今年第 137 届广交会上，救援

机器人等应急机器人大放异彩，凭借

先进功能、广泛应用场景等竞争优势

吸引了全球贸易伙伴的目光。5 月

13 日开幕的第四届长三角国际应急

减灾和救援博览会集中展示了应急

救援、防灾减灾等领域的 3000 余项

前沿装备与技术。AI 预警系统、智

能消防无人机、模块化水域救援机器

人等重磅产品“大显身手”。

《意见》指出，针对洪涝灾害、地
震和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城市
火灾等高风险应急救援场景，要增强
机器人耐高温、高湿、高原、高寒、冰
冻、腐蚀、复杂水下等恶劣环境，以及
抗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的能力，提升
机器人对极端作业环境的适应性。
围绕密闭及半密闭狭小空间搜救需
求，开展机器人轻量化、小型化、高机
动创新运动机构设计，提高机器人对
高度复杂地形的适应性与通过性。

重点攻关适应火场高温环境长时间
作业的耐高温防护技术，耐受高原昼
夜大温差等恶劣自然条件的防护技
术，适应高原不稳态风雨雪的无人机
控制技术，无人机高原作业性能提升
技术，水陆两栖机器人濒海作业抗腐
蚀性技术，以及可适应高度非结构化
地形的运动机构与控制技术等。

例如，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可
代替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
毒、缺氧、浓烟等危险灾害事故现场

进行灭火，保障消防救援人员的人身
安全。简单车身设计，更加平稳，配
合大功率直流减速电机让障碍变得
尤为简单。

又如，排涝机器人是城市应急救
险专用智能机器人，用于城市内涝时
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等场所排水。
后台收到涝情报警信号后，该设备可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执行排涝作业，
与现有供排水设备配合，达到抽排水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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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建设现代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增强机器人抗恶劣环境能力

《意见》指出，针对应急机器人多
功能集成化的需求，要研制一批高性
能载荷。加强环境感知及目标侦察类
载荷研究，提升机器人高效搜索类作
业的能力。加强多功能作业载荷与属
具研究，满足机器人多功能及高效精
准执行类作业需求。加强高性能、轻
量化通信载荷的研制，解决复杂环境
中通信稳定性差、距离受限、抗干扰能
力不佳等问题。研究通用化、系列化、
组合化的机器人载荷，提升载荷机械
接口、电气接口、通讯协议等方面的兼
容性，实现载荷快速拆装、替换、升级、
扩展。重点攻关可在机器人平台上搭

载的能实现快速大面积探测的轻型高
性能的可见光、红外、多光谱、雷达、激
光、声学等探测载荷，复杂环境下高精
度、大面积、深埋废墟生命探测、精准
定位载荷，可在中小型无人机上搭载
的轻型、长时、广覆盖的通信中继载
荷，适用于无人机灭火的高效灭火弹、
灭火剂等灭火装置载荷，多臂协作的
大负载冗余自由度机械臂，可自动换
装的多功能机械臂属具等。

例如，煤矿用岩巷钻装机组——
钻装一体机主要用于井下巷道钻孔、
装载、运输作业。该装备具备矮机身、
高强度等技术特点，对煤矿巷道进行

钻孔作业，也可在铁路、公路等隧道中
使用。

又如，煤矿移动火灾探测装置是
一款巡检机器人。搭载配套的平板电
脑和遥控发送器可代替消防救援人员
进入易燃易爆、有毒、缺氧、浓烟等危
险灾害事故现场。

用于处理爆炸物相关工作的排爆
式机器人，可用于侦察人员难以达到
的地形。六自由度排爆机械手能实现
任意角度旋转，可以抓举重物。它还
可与多种配件一同使用，包括排爆绳
钩锁、爆炸物销毁器、爆炸物检测仪及
爆炸物的远程引爆工作等。

提高机器人载荷功能及模块化水平

针对复杂有限空间、高山峡谷、激流水域等
特殊环境救援需求，加强无通信讯号、高浓度烟
尘、地形条件复杂、水域浑浊流速快等极端恶劣
条件下的机器人环境自适应、多源信息融合、任
务策略智能规划、自主智能侦察搜索等技术研
究。突破无人机、机器人等装备集群协同作业关
键技术，以及人机协同作业技术。加强云计算、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应急机器人中的创新应
用，提升机器人智能化水平。重点攻关无人机群
组飞行技术、集群控制技术、地面移动机器人自
主任务规划技术、人机协同作战技术、灾区快速
全景建模技术、快速三维建模技术、灾情快速评
估技术、灾情感知能力快速部署技术、灾前灾后
精准比对扫描技术，以及灾区环境感知多源信息
融合技术、灾情大数据挖掘技术、基于智能算法
的灾害隐患点识别技术等。

提升机器人控制
及智能化水平

《意见》强调，聚焦实战场景，加强应急机器
人应用战术战法研究，完善遥操作、人机协同、多
机协作等技术。强化无人智能装备体系化研究，
构建系统化解决方案。加强高山峡谷、“断路、断
网、断电”等特殊场景下无人机等装备的应用研
究，制定应对策略及战术方案。

结合各地实际和灾害类型，选择灾害高风险
区域，开展应急机器人试点示范，加强先进技术
装备推广，提升实战保障能力。在西南地区开展
森林草原防灭火试点示范，重点开展森林草原火
灾无人机巡检、大载重无人机森林草原火灾救
援、自动开带机器人等应用示范。在长江中下游
区域开展水域救援或巡堤查险装备试点示范，重
点开展巡堤查险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及堤防
溃口封堵智能装备、水下搜索救援机器人、水下
高负载抢修作业机器人等应用示范。针对安全
生产重点开展矿山智能化作业和危险岗位的机
器人替代示范，推动建设一批无人化、智能化示
范矿山。在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依托相关
实验测试基地开展灾害搜救类机器人试点示
范。同时加大应急指挥通信类无人机示范应用
力度，包括无人机应急指挥通信系统、自主部署
通信基站等；开展战勤保障类机器人示范应用，
包括用于物资运送的无人机、无人车等。

推进应急机器人
实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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