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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辽宁奋斗 春华秋

国产首艘航母
航母舰载机
跨音速风洞主压缩机等
一批大国重器在辽宁问世
近年来累计获得

国家科技奖励128项
数量居全国前列

科技突破

“宁要光荣的失败，不要
平庸的成功。科研工作中有
太多的挑战和挫折，唯有实
干、创新，才能不断突破。”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机器人学研究室主任刘连庆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以实干担当，在国家科技
事业全面自立自强的伟大征
程中，尽最大努力贡献自己
全部的力量！

他25岁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套纳米操作机器人
系统；31岁获得“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青年科学
家奖”；34岁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35岁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项目支持；37岁获得“中国
自动化领域年度人物”称号；39岁入选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杰青项目支持。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到类生
命机器人交叉创新团队负责人、机器人学研究室副
主任、机器人学研究室主任，刘连庆一路走来，不断
拼搏、不断攀登、不断突破，以开拓创新和实干担当
践行着科技强国的中国梦。

2002 年，刘连庆从郑州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毕
业后，怀揣着“科技强国”梦想，免试进入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读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是中国最早专门
从事机器人研究的单位之一，是机器人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机器人国家工程中心的依托单位，风雨几
十年，一批又一批机器人逐梦者，在这片沃土上实现
着他们的机器人梦。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辟出一个与纳米相
关的前沿方向，就是基于机器人的理念，研究一种能够
精确操作分子、原子的新型机电系统——纳米操作机
器人。在导师的引导下，刘连庆很快投入到这项前沿、
尖端、具有开拓性的科研工作中来。“这是机器人研究
的全新方向，可供借鉴的资料和研究数据很少，一切都
要从零开始。”

面对挑战，刘连庆在博士在读期间，于2005年参
与组建出了我国第一套纳米操作机器人系统，让看
不见的纳米看得到、让摸不到的纳米摸得着，在纳米
尺度下的系统建模方法、三维纳观力获取与感知及
误差分析与补偿方面有很多突破与创新，解决了长
期阻碍纳米操作发展的难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科研的精髓在于创新，刘连庆很快意识到，应用
拉动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例，
之所以工业机器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由于汽车
工业的蓬勃发展与拉动。”刘连庆解释。那什么样的
产业能够带动微纳米机器人的发展？他敏锐地关注

到产值远大于汽车工业的生物医药领域，当时即下
定决心要把微纳米机器人和生物医药联系起来，在
应用中带动微纳米机器人的发展。

然而，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也面临着许多重大
的挑战和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生物医药领域不同
于传统制造业，其操作对象从结构化的零部件变为
非结构化的活体细胞、操作环境也由常态大气变为
生理液态环境，这对机器人技术的感知、驱动和控制
提出了诸多挑战。”刘连庆率领课题组成员，夜以继
日、潜心钻研，针对新药研发过程中存在模型单一、
药效准确率低和毒性检测效果差等问题，提出了微
小组织的在线制造和机器人同步装配策略，通过此
方法能够根据需求在线制造不同种类的三维细胞微
组织，同时采用微纳米机器人技术进行在线组装，进
而形成类人体生理环境的多细胞复杂组织连接体，
为未来组织再生和个性化药物筛选奠定了基础。

刘连庆介绍，未来微纳米机器人应用场景非常多，
但主要还是在医疗领域。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微纳米
机器人，直接使用人的细胞制作机器人，利用生物特性
在感知、驱动和智能认知方面的优势进行研究。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够真正通过血液系统进
入人体的微纳米机器人。刘连庆表示，微纳米机器
人如果能应用在精准医疗领域，在手术中能做到比
人手更加精准。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也正在和北京
解放军 307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合作，共同研制可以
应用于癌症检测的微纳米机器人。

现阶段的医疗技术进行癌症治疗时，大多使用
放化疗和靶向药，但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弊端。放化
疗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还会杀死正常细胞，对病人的
身体伤害很大，靶向药虽然只杀死癌细胞，但价格非
常贵，而且有很多匹配不合适无效的情况。

刘连庆坦言，科学探索是一项长期事业，就像冒
险，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困扰和现实难题，刘连庆和他
的团队深刻明白：跟着别人走容易，但是没有价值；
当你需要开路时，一定会感觉到难，但这才是进步、
才是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而他，则一直在路上。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建成国家级各类科研平台34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3家

两院院士达56人

全省R&D经费支出
占GDP比重达到

2.04%
进入全国前十位

研究成效

培育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74家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7000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突破10000家

高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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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闯过多少关 机器人之梦照进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