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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人形机器人共跑半程马拉松，
这个连科幻电影都未曾上演的场景，将于4
月 13日在北京亦庄变为现实。历史性的

“人机半马之约”背后，有哪些核心看点？
为何让人形机器人“跨界跑马”？机器人完
赛将面临哪些挑战？近日，新华社记者独
家采访赛事主办方和参赛企业。

人机共跑筹备进展如何？

在全球唯一“双奥之城”和国际科创中
心北京，将于 4月 13日举办的 2025北京亦
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主
打“体育+科技”路线，首次采取人形机器人
与人同步报名、同时起跑，共跑 21.0975公
里的创新形式办赛。

目前，赛事核心筹备进展如何？北京
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告诉
记者，赛事共吸引 3万多名人类选手报名。
机器人方面，全球人形机器人企业、科研院
所、机器人俱乐部、高校等创新主体热情高
涨，报名同样踊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比赛为保障安全，
在人类与人形机器人之间设置有物理阻
隔，对应的比赛规则、完赛时间也有不同。
但这种划时代意义的人机共跑，显然释放
出强烈的“科技走进现实”之感。

机器人选手准备得怎么样？记者探访
备赛现场发现，各参赛队正从零部件、智能
水平等方面加速迭代机器人运动能力，争
分夺秒开展技术攻关。一些参赛机器人最
高奔跑时速达到12公里。考虑到路跑对躯
体冲击较大，有机器人增加缓冲装置，有的
还穿上特制跑鞋。

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靓介绍，
由于比赛尚属全球首次，没有现成经验、数
据可供参考，所以赛事保障、选手参赛都面
临不少挑战。为做好机器人保障工作，主
办方专门设置保障车、机器人补给站等，此
外在赛前与每支参赛队进行深度沟通，共
同推进技术研发、功能磨合，以帮助各队实
现自身成长目标。

科技为何与马拉松“跨界”？

在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人工智能技
术深度赋能实时数据监测、3D画面捕捉、
裁判执裁等，既提高了运动员训练效率，也
让竞技体育变得更加公平，彰显出科技赋

能生活的美好价值。
此次人机共跑“半马”背后，正是人形

机器人产业找到了与人、与体育、与马拉松
的“最新交汇点”。业内人士表示，“半马”
运动实现了“挑战性与可及性”的完美平
衡，不仅参赛“门槛”友好，而且侧重对参赛
选手体能、意志力的综合考验，最终带给人
强烈的成就感。而人形机器人跑“半马”，
也是看重这些特质，希望用“半马”验证产
业发展成果，推动技术更好服务于人。

人机共跑有何意义？北京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CEO熊友军认为：“这不只是简
单的体育竞技，更是对技术突破、产业发展
的‘极限测试’。”

有参赛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机器人“跑马”可以验证技术成熟度，推动
行业标准建立，同时进一步倒逼技术创
新。一方面推动高扭矩电机、柔性关节、耐
磨损材料等上游零部件升级；一方面也因
为奔跑涉及全身协同运动控制，促进机器
人软硬件技术更高精度耦合、厂商与AI算
法公司的深度合作。

这将打开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全新
应用空间。推动产品进一步投身灾害救
援、长距离巡检、特种危险作业、智能制造
等社会和生产场景，甚至走进家庭参与养
老陪护等，成为人类生活助手。随着能力
逐步提升，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成为专业跑
者的陪练，直接“反哺”体育事业发展。

机器人“跑马”面临哪些挑战？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事实上，由数千个

零部件构成的人形机器人，要想在稳定状
态下长时间奔跑，仍面临不小挑战。

熊友军介绍，真实路况和实验场景有
很大差别。为了完赛，机器人首先要有适
应长距离奔跑、散热技术过硬的高密度一体
化关节和机器本体；其次，机器人要能高精
度控制各关节协调运动，实现奔跑、定位、动
态避障等功能，考验其核心算法开发与适配
能力；还有，“跑马”充分考验机器人稳定性、
可靠性和续航能力，转弯、上坡、下坡等复
杂路况，都对机器性能提出较高要求。

由于产业发展还有不少技术难题有待
攻关，户外复杂的自然条件也将对机器人
运行产生扰动。从现阶段看，机器人可以
与人共跑，但还达不到“共赛”的条件，所
以，此次赛事更像一次产业对话和机器人

“大练兵”。
而从人的角度看，通过与机器共跑和

现场观赛，将更多收获感官上的体验和知
识层面的拓展。这些收获并不空洞抽象，
科技与社会的“良性碰撞”，有利于更好地
把握“人机边界”，巩固科技为惠及人类而
生的初衷和底层逻辑，推动从“人机共生”
向“人机共荣”发展。

“可以说，人形机器人‘跑马’的本质，是
人类的想象力和梦想在奔跑。这是比赛的
最大看点。”李全说，无论结果如何，当人形
机器人冲过终点，除了速度、名次，它所留下
的足迹比奖牌更加珍贵。21公里的赛道终
会跑完，但人
机协同的探索
不会停歇。

是竞技赛事，更是科技测试
——全球首次人机共跑马拉松看点探析

新华社记者 郭宇靖 张 骁

新华社武汉 4 月 7 日电
（记者 乐文婉）7日，据亚足联
官网消息，2024至2025赛季亚
足联女足俱乐部冠军联赛半
决赛、决赛将于 5月在武汉举
行，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将在主
场向首届女足亚冠联赛冠军
发起冲击。

亚足联官网赛程显示，女
足亚冠联赛半决赛将于 5 月
21日举行，武汉车谷江大女足
将对阵越南胡志明市女足，韩

国现代制铁红色天使俱乐部
将对阵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女
足。两场比赛的胜者将于 5
月 24日进行冠军争夺战。

女足亚冠联赛是由亚足
联主办的亚洲女子足坛最高
水平俱乐部赛事，本届赛事
共有 21支球队参加。3月 23
日，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客场
在点球大战中以 6:5 淘汰夺
冠热门日本浦和红钻女足，晋
级四强。

武汉将承办首届女足亚冠联赛半决赛、决赛

新华社香港 4 月 7 日电
（记者 黄茜恬）香港特区政府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7日表示，
香港“中华文化节2025”将于6
月至9月举行，将举办超过280
场表演艺术节目及一系列延
伸活动、电影放映、展览等。

本届“中华文化节”的开
幕节目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制作的现代舞诗剧《诗忆东
坡》，剧目将现代舞蹈融合诗
词、国画、书法、篆刻、古琴等
多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今年的“中华文化节”特
设“茶文化”系列。文化节的
前奏节目、由香港“文化推广
大使”、作曲家兼指挥家谭盾
担任艺术总监的“谭盾 WE-

音乐节”，除有香港管弦乐团
的《茶魂》歌剧音乐会外，也有
传统与现代敲击乐的对话和
敦煌古谱及乐舞。

西安是本届“中华文化
节”的焦点城市，文化节将西
安极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秦
腔”带到香港，由西安演艺集
团秦腔青年实验剧团优秀演
员演出经典名剧《周仁回府》。

“中华文化节”由特区政
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献、特
区政府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
华文化办公室策划，旨在弘扬
中华文化，以提升市民的国民
身份认同及文化自信，同时吸
引并汇聚内地和世界顶尖的
艺人和艺团来港交流。

“中华文化节2025”将于6月在港开幕

当舞台上的小青询问得知许仙“尚未
娶妻”时，一旁的白素贞心中暗自喜悦，台
下观众也不禁为这一西湖之畔的美丽邂
逅发出会心的笑声。这一刻，美好的爱情
故事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

同样美妙的邂逅也发生在“音乐之
都”与中国戏剧之间。4月 5日晚，由浙江
婺剧艺术研究院带来的婺剧《白蛇传》在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上演。作为
2025“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
的首场剧目，《白蛇传》的上演反响热烈。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奥地利观看
这样的演出，演出非常精彩。”现场观众尤
丽卡·克劳斯说。

婺剧起源于明代，融合了中国传统戏
剧的六种声腔，以“文武兼备”的表演风格
独树一帜。在许多婺剧文戏中，人物内心
变化会通过动作形体来外化表现，因此婺
剧也有“文戏武做”的特点。

当晚的演出座无虚席。当看到许仙
被白蛇原形吓昏过去，直直向后倒在地上
时，观众马上为演员的生动表演鼓起掌

来。在看到白素贞盗取灵芝的场景时，演
员从高台翻身跳下的高难度动作又迎来
观众喝彩。随后几次打斗场面更是接连
赢得掌声。

“演出非常精彩，我以前也看过中国
戏剧，是在中国的现场演出，我也看过
中国电影。我还从未在维也纳见过如
此高水准的中国戏剧系列演出。这是

奥中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真正亮
点。”奥地利维也纳州议会第一议长、
（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荣誉主
席恩斯特·沃勒说。

“我去过杭州两次，一次是 20 年前，
一次是两年前。西湖始终如一。这是一
个美丽的地方，背景是群山，水边还有成
片美丽的荷花。这种美感非常美妙地传
达到这场演出中。”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雷佩克在看完《白蛇传》演出后说，

“我感觉西湖仿佛来到了维也纳。”
许仙的扮演者楼胜对记者说：“这出

戏我唱了 20多年，来奥地利还是第一次，
感觉非常好。虽然我们语言不一样，文化
不一样，但观众完全能明白我们所有表演
细节的含义，跟我们很有共鸣。”

据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谢玲
慧介绍，截至目前，该婺剧团已在世界 69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演出。

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
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承办，将在 2025
年陆续为观众带来昆曲、越剧、秦腔、婺
剧、锡剧、扬剧、淮剧、桂剧八个戏剧样式
的演出。

4月5日，演员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表演婺剧《白蛇传》。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文旅观察■

““我感觉西湖仿佛来到了维也纳我感觉西湖仿佛来到了维也纳””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孟凡宇孟凡宇 于于 涛涛

——婺剧《白蛇传》在奥地利惊艳上演

新华社江苏江阴4月9日
电（记者 周欣 季嘉东）9日，
为期三天的 2025国际武联第
十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在江苏
江阴海澜飞马水城落幕，中国
队以 7金位居金牌榜首位，名
将叶翔获得男子 90公斤以上
级的世界杯三连冠。

国际武联武术散打世界
杯是全球专业散打精英的竞
技平台，每两年举办一次。本
次世界杯共吸引了来自 26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 名运动
员、教练员、随队官员参加。
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设置 18
个比赛项目，包括男子11个和
女子7个级别。

由 7 位选手组成的中国
队表现稳健，收获 7 项冠军。
越南队以 4 金 2 银名列奖牌
榜第二，伊朗队以 3金 1银位
居第三。

被誉为“移动山丘”的叶
翔在男子 90公斤以上级比赛
中所向披靡。他谦虚地表
示：“其他队伍的选手也在不
断进步，中国散打需要继续
提高水平。”

此外，中国队的陈梦粤在
女子 52 公斤级中摘得金牌，
朱海兰获得女子 70公斤级冠
军，刘丹凤在女子 56 公斤级
中折桂，李家浩获得男子 48
公斤级金牌，郭威和高明杰分
别赢得男子 65公斤级和 80公
斤级冠军。

国际武联秘书长张玉萍
表示：“本次世界杯吸引了全
球武术顶尖运动员齐聚江阴，
是对‘以武促和、以武增情’理
念的深刻践行，提升了武术散
打的影响力，充分彰显这一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和丰富内涵。”

武术散打世界杯中国队7金列榜首

北京时间 4月 7日凌晨，U17亚洲杯赛
小组赛，U17国足（红）第 85分钟丢球，1∶2
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前1轮失去小组出
线资格。

最近一个大赛周期，中国足球还从未
有任何一支国字号球队征战洲际大赛的雄
心壮志与惨淡结果反差如此之大：北京时
间 4月 7日凌晨，U17亚洲杯赛A组小组赛
第二轮两场比赛相继结束，东道主U17沙
特队在塔伊夫法赫德国王体育城大球场，
后来居上以 3∶1轻松战胜泰国队，与此前 2
∶1战胜中国U17国少队的乌兹别克斯坦
U17队同积6分提前携手出线，跻身U17亚
洲杯8强，同时获得进军卡塔尔U17世界杯
资格，而在两连败之后，曾经动过“亚少赛
夺冠”念头的U17国足彻底认清自身定位，
小组赛提前出局的失落更甚于无缘世少
赛，哪怕世少赛已经扩军至48支球队，亚洲
球队拥有“8+1”多达 9张门票（东道主卡塔
尔队自动晋级）。

中国球迷本对国字号球队“首轮遭遇
战、次轮生死战、末轮荣誉之战”、小组赛提
前出局之洲际赛事流程并不陌生，只是这
一届U17国足（2008年龄段球员）2024年10
月征战预选赛时，曾在大连普湾主场2∶2战
平韩国U17队，从而以3胜1平的不败战绩
出线，一度被球迷寄予振兴厚望。尤其本
届杯赛分组抽签，U17国足避开日韩伊澳，
出线难度略有下降。然而进入决赛圈的
U17国足与去年相比判若两队，无论首战

沙特还是次战乌兹别克斯坦，球队进攻乏
力，防线更是数次犯错漏人，场面罕见顺畅
组织与有效控制。日籍主教练上村健一在
接受采访时提到的战术设想，并不能在实
战当中得到完整呈现。4月10日凌晨，A组
最后一轮较量，U17国少对阵同样提前出
局的泰国U17队，这场“荣誉之战”的实际
意义，也只在于避免全败收官。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足球崛起的希望
不能寄托于国字号球队外战成绩。以U17
亚洲杯赛（此前U17亚洲锦标赛，即亚少
赛）为例，中国U17队已经连续 8届不能小
组出线，其中2016、2018两届更是止步于资
格赛阶段未进决赛圈，而上一次在亚少赛
赢得世少赛资格还是2004年。

出局之后回想，“亚少赛夺冠”目标着
实远大。虽然确如前往沙特助阵的中国足
协主席宋凯激励球队时所言，U17年龄段
各队状态均有起伏，“不存在传统强队、弱
队，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且小组赛B
组越南U17队1∶1逼平澳大利亚U17队、C
组印尼U17队1∶0绝杀韩国U17队、D组朝
鲜U17队全面围攻伊朗U17队最终 1∶1惜
平，足见“U17年龄段起伏正常”。但U17
国足连续两场表现不佳绝非“状态起伏”，
有球员在首战不敌沙特队后表示“心理原
因，感到紧张，只发挥 60%水平”，恰恰印证
球队缺乏实战演练，整体实力不足以竞争
同年龄段亚洲 8强——以 1∶2不敌乌兹别
克斯坦队为例，上半场补时阶段，U17国足
先是左路防区未能有效限制对方传中，随
后大禁区内4人防守对方两名进攻球员，但
无一人贴身施压，中路明显漏洞被对方抓

到机会轻松得分；下半场第85分钟的丢球，
则是右路防区被对方定点传中，大禁区内7
名防守球员又把3名进攻球员完全“放空”，
如此这般涣散的战术素养，不是“已经尽
力”的表态所能弥补。

国少出局U17亚洲杯赛，此前国青出
局U20亚洲杯赛，2025年男足国字号球队征
战各级赛事期望值就此减半：国足能否保留
冲击世界杯的微弱希望，将由6月两场生死
战确定（客场挑战印尼，主场迎战巴林），此
外还有西班牙籍主教练安东尼奥执教的
U22男足将参加今年 9月举行的 2026沙特
U23亚洲杯预选赛。10天前，U22国足在盐
城四国邀请赛上0∶0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1
∶0力克韩国队、1∶1战平越南队，以1胜2平
不败成绩夺冠，再次点
燃中国球迷心中希望之
火，但邀请赛成绩“仅供
参考”，努力申请U23亚
洲杯预选赛之承办赛区
保证主场作战，对 U22
国足而言才是“实惠”。

以普适标准衡量，
亚洲足球的格局还将保
持长期稳定：日本队（世
界排名第 15）、伊朗队
（世界排名第 18）、韩国
队（世界排名第 23）、澳
大利亚队（世界排名第
26）为亚洲第一档次强
队，名列55、57、58、59的
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
沙特和伊拉克队为第二

档次球队，国足世界排名第94、亚洲排名第
13，身前球队还有约旦、阿联酋、阿曼、巴
林、叙利亚5支之多。这是中国足球当前整
体实力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判断中国足球
是否进步的基础标准：洲际赛场首要目标
是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后力争 8强，只有
国少、国青、国奥、国足全年龄段球队长期
稳定在亚洲前八行列，中国足球才真正具
备竞争底气——否则就算能借扩军之机在
世界杯赛场“潇洒走一回”赚足商业利益，
也仍然与“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足球
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
成健康的足球文化；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
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的中国足球
发展最终目标相去甚远。

出局！U17国足需纠正“认知偏差”
郭 剑

中国队首发球员在赛前合影。

■热点聚焦
人形机器人“天工”行进展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体育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