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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博览

“五一”假期即将开启，正是旅游休
闲、探亲访友的出行高峰期。民航运输
市场也将迎来乘客“人从众”的繁忙时
刻。

“今年‘五一’假期共计5天，根据预
测，民航旅客运输量约为 1075 万人次，
同比 2024 年增长 8%，创同期历史新
高。假期首末的单日客流峰值有望突破
230万人次。”在27日举行的中国民航局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运输司副司
长商可佳介绍。

商可佳介绍，国内航线方面，民航客
源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骨干航线。“截至目
前，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间以及北京与
深圳、成都间的航线旅客订票量最高。
此外，前往西双版纳、拉萨、丽江、喀什、
和田等旅游目的地的支线航线订票量也
比较集中。”商可佳说。

国际航线方面，旅客出行目的地主
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传统旅
游市场。“随着入境、过境签证便利政策
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服务
措施逐步推广，预计入境外国旅客数量
将继续增加，带动外航进一步增加航
班。”商可佳说，预计“五一”假期期间旅
客运输量和航班量都将达到二季度以来
的最高峰。

去哪儿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
期机票预订量稳中有升。从客流来看，
节前客流量自4月29日开始快速增加，
到4月30日达到节前高峰；节后客流量
从5月3日开始攀升，到5月5日达到节
日期间最高峰。由于不少人选择“年
假+‘五一’”错峰出行，节后一周客流量
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将一直持续到5月
11日，“五一”假期长尾效应明显。

如何做好“五一”假期民航运输保障

工作？商可佳表示，民航局提前组织分
析研判，将围绕运行安全、运力调配、旅
客服务等方面周密安排部署，做好保障
准备。

根据气象预报，“五一”假期期间全
国气温普遍较高，强对流和强降雨天气
易发，雷击、雹击事件也进入多发期。商
可佳表示，民航局督促各运行单位高度
重视复杂天气应对，及时采取针对性安
全措施系统防范恶劣天气的运行风险。
结合季节性特点，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
治力度。

数据显示，根据航空公司飞行计划，
“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安排定期航班
8.8 万班，同比增长 2.3%；批复 173 班加
班计划，同比增长8%，加班主要涉及丽
江、珠海、敦煌、赣州、三亚等35个城市。

“民航局督促各航空公司及时增加
航班、调换大机型，加大热门航线运力供

给，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商可佳说。
在提升旅客服务质量方面，商可佳

表示，民航局督导各航空公司、机场认真
落实“服务运行一体化”要求，提前制定

“五一”假期大客流保障方案，做好航班
不正常情况下的信息告知、客票退改签、
旅客集疏运等保障工作。同时，要求各
单位提升客服电话接通率，及时回应旅
客诉求。“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旅
客的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完
善服务保障细节，营造温馨舒适的乘机
环境。”商可佳说。

“五一”假期作为出行的高峰期，往
往也是机票价格上浮的时候。商可佳表
示，民航局要求各航空公司严格执行国
家价格法律法规和行业价格政策，加强
价格自律，强化销售渠道管理，稳定价格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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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安全、提质量……

“五一”假期民航业这样保障

往返竞速跑、足球对抗赛、机器人格
斗……首届具身智能机器人运动会近日
在江苏无锡举行，150 多台机器人“选
手”在运动场上展开比拼。此前的2025
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
马拉松引起广泛关注，北京今年还计划
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从跑“半马”到运动会，机器人为啥
要扎堆搞体育？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机器人测试为何都选体育？

首届具身智能机器人运动会上的
2V2机器人足球比赛，红蓝双方机器人
在模拟绿茵场上攻防交替，贡献了“脚后
跟进球”“中场射门”等名场面；投篮比赛
中，机器人“铁墩”手腕轻扣，十投全中赢
得满堂彩……

“体育竞技提供了复杂多样的真实
场景，对机器人来说意味着从感知环境
到信息分析、再从实时决策到运动控制
的考验，这正是机器人研发需要的。”在
清华大学计算机博士、体育部博士后李
晨曦看来，体育竞技是机器人技术理想
的试验田，也是机器人迈出实验室、走向
真实生产和生活的重要一步。

国际大赛一直是高新科技的试验
场。从奥运赛场的计时系统、高速摄像
机，到网球“鹰眼”、世界杯VAR（视频助
理裁判）技术，人类不断将新技术应用于
体育。

体育需要科技，科技也需要体育。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名观众的
感言一语中的。机器人比赛，正是一种
科技综合测试。

“为什么搞体育？”江苏一家科技企
业人形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郭大宏
说：“就是为了把机器人性能设计得更稳
定可靠，向应用领域拓展。”马拉松的耐
力、格斗的对抗、运球的走位，模拟了现
实中复杂的动态环境，考验机器人的运
动控制、环境感知、能源管理等综合能
力。

竞技体育为机器人研发测试走出
“一条路”，也为机器人走近大众、走向市

场打开“一扇窗”。
科技创新也需要“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玄智（深圳）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赛事总监王奕涛说：“大家都在
寻求突破，这次运动会能把这么多机器人
研发企业的尖端科技进行集中展示，无疑
可以助推前沿信息交流和技术整合。”

利用体育赛事的高关注度和娱乐
性，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大众视野，
对消除公众的技术距离感、提升社会认
知度也是一大利好。

此次机器人运动会得到了普通市民
的热情捧场。上海的王先生带着6岁的
儿子专程赶来观赛，他感叹，一场比赛下
来，孩子对机器人的兴趣大大提升，“比
看书效果好多了”。

多家参赛企业负责人坦言，希望借
比赛为自家机器人争取更多曝光，拓展
应用场景，发掘更多潜在市场机会。

“钢铁运动员”上场：参赛机器
人为何执着“人形”？

参加北京亦庄半马的人形机器人
“天工 Ultra”身高 1 米 8，两条大长腿擅
长奔跑；重心稳、续航长的“旋风小子”则
是小个头，脚上穿着童鞋；参加足球对抗
赛的机器人“加速 T1”身高仅 1 米 2，但
射起门来毫不含糊……

这些参赛机器人的“高矮胖瘦”各不
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模仿了人形。既
是机器，为何执着于做“人”？

“机器人要想服务于人类，首先要适
配人类环境。”东南大学机器人传感与控
制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徐宝国告诉记者，
日常生活中从楼梯台阶的高度到门把手
的形状，包括体育场上从运动器械的尺
寸到比赛场地的布局，都是按照人类身
体结构量身定制的。“试想一下，如果踢
球的机器人没有双脚，而是用轮式底盘，
可能永远无法适应真实球场和足球比赛
规则。”

在无锡同期举行的人形机器人百人
会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
学教授丁汉表示，人的一双脚可以走到
世界每一个角落，人形机器人具备高度

通用的形态，可适用于各种场景和复杂
作业，所以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最
佳载体。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认为，
具身智能是未来真正能够连接物理世
界、解决物理世界痛点的重要赛道。

实践证明，机器人的人形设计在面
对真实生活场景时具有独特优势。在北
京亦庄半马中，“天工Ultra”机器人就凭
借类人关节结构，成功摘得冠军奖杯。
而采用履带式设计的机器人，在面对赛
场复杂地形时表现不尽如人意。

“拟人性”也更易引起人们“共情”。
在北京亦庄半马中，参赛的“小巨人”机
器人以双丸子头哪吒造型亮相，还用网
络热梗与观众互动，成为赛场内外的

“网红”。
人类对类人形态的天生亲近感，有

利于打造“人机共融”的未来社会。
郭大宏认为，随着技术发展，人机协

作的体育新模式有望兴起。比起与自动
化发球机对打，运动员与人型机器人进
行对抗训练的效果将大大提升。

丁汉关注的机器人未来增长点也在
服务领域，比如医疗康复、养老、家政机
器人，这对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挑战都有
着重要意义。

“蹒跚学步”是为了“健步如
飞”：机器人选手为何有点“菜”？

北京亦庄半马的机器人完赛率仅
30%，2小时40分42秒的冠军成绩也与
人类马拉松运动员的最好成绩相去甚
远；首届具身智能机器人运动会的足球
对抗赛上，机器人球员被自己绊倒后“负
伤”，被工作人员用担架抬出赛场，为现
场观众贡献了不少笑声……

机器人赛场表现与公众预期中的科
幻场景有差距，甚至屡屡“翻车”，这与
ChatGPT、DeepSeek 横空出世时公众的
惊呼形成反差。

张建伟表示，ChatGPT和DeepSeek
只类似我们处理文本的“脑区”，但运
动等场景涉及“小脑”的控制以及视
觉、听觉、触感等多模态的联合控制，

要复杂得多。
“机器人如果不小心出点洋相，我们

反而‘更开心’。”王奕涛说，机器人在动
态复杂环境中的运动控制极具挑战，团
队希望以此来测试稳定性，在“实战”中
尽可能多地收集反馈数据，以改进提升。

机器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机器
人运动员现阶段如婴儿般的“蹒跚学
步”，正是为了走向“健步如飞”。

“看似表现笨拙，实则潜力巨大。”
徐 宝 国 是 机 器 人 运 动 会 的“ 铁 杆 粉
丝”。在他看来，人形机器人投身运动
有望带动局部领域的技术突破。例如，
格斗项目推动灵活对抗与快速响应策
略发展，足球项目促进团队协作算法优
化，跑步项目则考验步态控制和能耗管
理。这些成果一旦成熟，还将赋能康复
训练、辅助运动、灾害救援等人机共存
和协作应用场景，具备极高的应用价值
与商业化潜力。

从春晚舞台跳舞到运动场踢球，这
两者是同一种机器人吗？

专家解释，跳舞与踢球虽同属“运
动”，但动态控制目标、节奏响应与稳定
策略各不相同。目前机器人大多采用针
对性优化算法，通用性较差。随着多模
态融合、元学习、在线自适应控制等关键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一专多能”的多面
手机器人有望在不远的未来与我们见
面。

对于未来的疑问，答案往往藏在历
史里。

1894 年法国人第一次举办汽车比
赛，报名的 102 辆汽车中仅有 9 辆完成
128 公里的赛程，稳定性和速度均不如
马车；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数
字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时，重量达数十吨，
每次调整计算任务需耗费几天时间。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灵活、一样智慧，
是人形机器人研发的最高梦想，但在技
术演进过程中，需要大量试错与耐心。
从春晚舞台到体育赛场，具身智能机器
人已开始进入生活场景，迈开走向百姓
家庭的第一步。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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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完“半马”还有运动会，机器人为啥都爱搞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