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5.20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宏/版面设计：王磊 8

·新闻

从小就是帮小伙伴修玩具的高手
大学因太爱学习被老师赶回家

眼前的梁友兵瘦削高挑，但眼神里炯炯有光。

45岁的他，是台州数码城一名经营网络监控业务的

老板，也是那台火遍网络的机器人的发明制造者。

梁友兵出生在一个“机械世家”。童年的记忆

里，出现最多的便是父亲摆弄的各种机械和零件。

“别人小时候买玩具玩，我就拿父亲的机械零件玩，

从小就对这类东西感兴趣。”

摸着这些零件长大，梁友兵的动手能力让人羡

慕：小伙伴的玩具坏了，他们急得哭鼻子，梁友兵动

动手，八成能帮忙修回来。当同学们还在讨论哪款

电子游戏好玩的时候，梁友兵已经用从旧货市场搜

集来的零件，组装出了一台电子钟。

在浙江工业大学念书的时候，梁友兵选择了应

用电子技术。因为是自己喜爱的专业，梁友兵如鱼得

水。“我的整个大学生涯，可以说除了上课在教室，吃

饭在食堂，睡觉在寝室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泡在

图书馆。”不光看和应用电子技术直接关联的书籍，梁

友兵还看了许多机械类以及电脑编程类的资料。

热爱学习到什么程度？梁友兵苦笑道：“我那会

儿醉心学习到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睡不着，睁眼闭眼

都是每天看书记下的知识点。因为怕我出事，我还

被老师赶回家‘休学’了大半个月。”

大学毕业后，梁友兵接触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家

电维修。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又累又脏的工作，梁

友兵却乐此不疲。因为他发现，自己之前所学的知

识，在维修家电的过程中一一得以实际运用。

直到 20 年前，梁友兵转行经营数码店，开始进

军计算机和高新信息科技领域。

汶川地震后
他决定不再自娱自乐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死伤无数。千里之外

的梁友兵看得落泪，心生自责。

“想想自己这些年搞了这么多发明创造，更多都

是局限在个人兴趣上。我当时就想，如果发明一台

机器人，就能在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发挥救援和找

人的作用。”那时，梁友兵有了发明制作机器人的念

头。

但是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技结晶，按照

当时的积累，梁友兵还无法独自完成。于是，他在业

余时间不断自学，恶补人工智能、软件编程等方面的

技术和知识。直到 2018 年，经过十年学习，他才开

始着手“造人”。

梁友兵的妻子叫陈俊美，讲一口流利的台州方

言。

“我是丽水人，原来在当地电信公司上班，我老

公是用他架构的聊天室把我‘骗’到手的。”老夫老妻

二十余载，说起当年的浪漫，陈俊美脸上仍会泛红。

那时候还没有 QQ 和微信。网友见面，情投意

合，于是两人走到一起。

“我和我老公都属于喜欢电子这一块的‘同好’，

所以他痴迷这些东西，我一般都是支持和理解的。”

但是，即便如此“善解人意”的陈俊美，仍忍不住

要吐槽梁友兵。

自从梁友兵决定做机器人，不大的客厅就被征

用了。“从进门开始，地上到处是工具和零件，经常脚

都下不去。亲朋好友都不敢来串门。”

妻子埋怨：
他简直抛家弃子了

梁友兵花了很长时间试做的第一台机器人，大

小只有一个玩具小汽车的体积。梁友兵主要用它来

理清思路，通过它搞清楚一台可运作的机器人的整

体结构，并且在它的基础上，自主编写代码，研发一

款可以匹配机器人的操控平台。

小机器人样品成型，梁友兵立马投入到大机器

人的制作。“别人说是废寝忘食，我家这位可以用‘抛

家弃子’来形容了。除了工作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是

在楼下不到 10 平方米大小的车棚里做机器人。到

半夜我忍不住发火了，他才肯上楼休息。”陈俊美说。

由于是创新发明，市面上基本上买不到现成的

部件和材料，很多时候甚至连一颗适配的螺丝钉都

要靠梁友兵自己打磨。有一次，梁友兵在切割材料

的时候，高速飞转的砂轮飞出来，直扑面门，嘴唇被

切开一条大口子，牙齿也被打飞了一颗，医生缝了很

多针。

2019 年，经过不断调试，梁友兵的远程遥控机

器人功能逐渐完善，机器人控制的核心——远程控

制系统的发明专利也通过了国家专利局的初审。

近两年的辛苦结晶，他发明的机器人终于可以

上街“散步”了。

网红机器人能独立完成买菜
还能帮助他人

梁友兵最新制作的这台机器人，全名叫履带式

远程遥控机器人。它的行走主要靠两条履带来实

现，主体部分除了底下复杂的线路板和零件外，还配

备有一个高清的球形监视仪，以及一个小型的摄像

头，两者配合，可以提供360度无死角的视野。

此外，梁友兵还给机器人配置了一对LED灯组

成的“眼睛”，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也能把数十米的前

路照亮。而且上面设有一个喇叭，梁友兵通过手机

可以把声音传输过来，实现和周围人的交流。

由于需要用网络收发指令，机器人还装有独立

的信号接收器。结合锂电池的使用，在充满电的情

况下，机器人可以“闲庭信步”走几十公里。

家里要添点米买点菜，夫妻俩又不想出门，完全

可以靠这台机器人代劳。“通过我自己发明的这个操

作平台，我可以实时看到周边的环境和路况，仅靠手

机就可以完成操控。”

征得梁友兵同意后，记者体验了一把操控机器

人的乐趣。不仅可以通过触控手机软件里的操控球

来指挥机器人的走向，也可以通过手机旋转不同的

角度和机器人实现同步操控，非常简单。

“我有时候把机器人派出去做事，在路上看到有

老人提了重物行走吃力，我就操控机器人过去帮忙

把老人的东西载上一程，送到他家门口。”梁友兵介

绍，这个机器人目前仍只是个雏形，后期根据各个领

域的需要再增加一些功能，就可以很好地发挥相应

的作用，可以代替很多人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机器人可以独立完成买菜，梁

友兵自己站在菜场外面操控，机器人则慢悠悠进了

菜场。

“看，它又来了！”显然，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

认识了它。

机器人慢慢来到一个菜摊前，梁友兵通过喇叭

告诉老板娘，自己想买一块发糕。老板娘将东西打

包好后放到机器人背上的那个篮子里。随后，老板

娘将收款码放在摄像头前面，很快，随着一声“支付

宝到账 10 元”，本次交易成功完成。整个过程耗时

只有3分多钟。

梁友兵一脸得意地告诉记者，其实买菜啥的都

是小菜一碟。“眼下的难题是这个机器人太抢眼了，进

菜场买菜容易，想要从围观的人群里突围可就难了。”

本报记者 陈栋 文/摄

当很多人还在为养什么品种的狗，喂什么品牌的狗粮纠结的时候，台州黄岩有位“达人”已经开始“养”机器人了。

每天傍晚下班回到家，梁友兵匆匆扒上几口饭，就会带着自己研发的机器人出去散步。踏着履带亦步亦趋，昂着探头左右观望——这台

颇像小坦克的机器人一上街，活灵活现的样子马上引来路人驻足观望。

“这大家伙怎么‘听指挥’？”“它能帮我看养鸡场不？”“老板你能把它卖给我吗？”⋯⋯

一路上，梁友兵被一群人追问着，俨然成了这条街最靓的仔。不少网友看后酸了，“我也想

遛机器人了，家里的狗子瞬间不可爱了。”

梁友兵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台机器人？前天，钱江晚报记者找

到了他。

台州男子苦学十年，琢磨出一台网红机器人

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出门能遛弯，自己会买菜

扫一扫
看机器人

独立买菜的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