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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微软公司前董事会主席比尔•盖茨在 2007 年国际电子消费展开幕式上预言，

机器人即将重复个人电脑崛起的道路。机器人普及的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

将彻底改变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目前机器人行业的发展与 30 年前的电脑行业极为相似。今天在汽车装配线

上忙碌的一线机器人，正是当年大型计算机的翻版。而机器人行业的产品也同

样种类繁多，比如负责清扫地板的家用机器人、协助医生进行外科手术的机械

臂、负责拆卸定时炸弹的爆破机器人。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就好像现在几

乎人人拥有个人电脑、笔记本、手机一样，机器人也会普及到每个家庭。 

机器人教育在我国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面临着很多考验和挑战，但是机

器人教育对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技术素养、提高学生的创新

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机器人教育涉及多门学科，机器人技

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信息化的重要标志。因此，

我国号召要从小普及机器人教育，并将机器人教育列为学校重点学习的科技教

育课程，从可持续和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在为我国培养机器人研发人才。 

智能机器人的制作是一个令人激动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通过学习智能机

器人的设计，不仅可以让同学们学习机器人和物联网的知识，使同学们尽早养

成科学、有序的研究方法，而且有利于培养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机器人不

再仅仅是电视、电影中的传奇人物，我们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去解读什么是机

器人，机器人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在机器人的制作过程中用，同学们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来给机器人

提供感觉器官，使用可编程的智能芯片充当机器人聪明的大脑，使用自己编写

的逻辑程序赋予机器人智慧，使用各种新型的绿色能源为机器人提供纯净的能

量。每个同学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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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有电子技术基础的同学还可以对机器人做更进一步的 DIY，使其完成更

复杂的任务。 

通过大家的通力协作，制作出自己喜爱的机器人，相信同学们一定会有不

少的收获，也会从中得到快乐。 

编者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而编写本书，以具体案例教学为主线，强调实践

应用，立足于将机器人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技术相结合，并注重反映机器人技

术发展的新成就和新动向。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将引人入胜的科幻故事和机器人

教学内容融合在一起，在学习机器人的同时可以激发同学们更多的乐趣。本书

分为基础篇与应用篇，基础篇包括走进机器人、组装四驱机器人、用程序控制

机器人的动作和智能避障程序设计四章；应用篇包括智能巡迹程序设计、倒计

时秒表、红灯停绿灯行、测量温度、汽车速度表模拟四章；最后还有用来检测

同学们知识掌握情况的自测题等附录。本书内容丰富而全面，图文并茂，语言

简练，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可以作为中小学机器人教学的教材使用，也可以

作为机器人爱好者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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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走进机器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不断扩大，人们期望智

能机器人在更多领域为人类服务，代替人类完成更复杂的工作。比尔·盖茨

就曾经预言：21 世纪机器人将会和个人电脑一样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

个领域中。 

现代智能机器人基本能按照人

的指令完成各种比较复杂的工作，模

拟完成人类不能或不愿完成的任务，

如深海探测、作战、侦察、搜集情报、

抢险、服务等工作。机器人不仅能自

主完成工作,而且能与人共同协作完

成任务或在人的指导下完成任务。智

能机器人按照其工作场所的不同，可

以分为医用机器人、建筑机器人、水           图 1-1  侦查机器人 

下机器人、空间机器人、高空机器人、核工业机器人、地下机器人、地面机

器人、军用机器人等。          

在国防领域中，军用智能机器人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和发展。近年来,美英等国已研制出第二

代军用智能机器人，如美国的 Navplab 自主导航车、

SSV 自主地面战车等。其特点是采用自主控制方

式，能完成侦察、

作战和后勤支援

等任务，在战场

上具有看、嗅、

听 等 能 力 , 能 够

自动跟踪地形 

    图 1-2  人形机器人        和选择道路，具

有自动搜索、识别和消灭敌方目标的功      

能。在未来的军事智能机器人中，智能战斗

机器人、智能侦察机器人、智能警戒机器人、      图 1-3  战斗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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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兵机器人、智能运输机器人、智能追踪机器人等将成为国防装备中新

的亮点。 

在服务工作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研究开发服务智

能机器人，以清洁机器人为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希

望更多地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这就使得清洁机器人进入家庭成为

可能。日本公司研制的地面清扫机器人，可沿墙壁从任何一个位置自动启动，

利用不断旋转的刷子将废弃物扫入自带容器中；工厂的自动清扫机器人可用

于各种工厂的清扫工作。而美国的一款清洁机器人“Roomba”则具有高度自主

能力，可以游走于房间各家具缝隙间，灵巧地完成清扫任务。 

1.1  认识机器人 

机器人是一种可编程多功能的智能自动装置，或是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

而具有可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统。 

智能机器人则是一个在感知―思维―反馈等方面模拟人的机器系统，外

形不一定像人。它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试验场，可以全面地考察人工智能

各个领域的技术，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在有害环境中代替人从

事危险工作，既能上天下海又能战场作业。 

一部智能机器人应该具备三方面的能力：感知环境的能力、执行某种任

务而对环境施加影响的能力、把感知与行动联系起来的能力。 

1.1.1 机器人主要组成部分 

机器人的组成部分与人类极为类似。一个典型的机器人有一套可移动的

身体结构、一部类似于马达的驱动装置、一套传感系统、一个电源和一个用

来控制所有这些要素的计算机。也可以这么说，机器人是由人类制造的，用

来模仿人类或动物行为的机器。 

1.1.2 机器人的基本特征   

机器人是能自动工作的机器，虽然它们有的功能比较简单，有的非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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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但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1)能运动的身体 是一种物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形态。机器人的外形究

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人们想让它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功能设定决定了机器

人的大小、形状、材质和特征等。 

(2)能思考的大脑 能通过程序控制机器人的智能芯片或计算机。当机器

人接收到传感器的信息后，能够遵循人们编写的程序指令，自动执行并完成

一系列的动作。控制程序主要取决于下面几种因素：使用传感器的类型和数

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可能的外部激励以及需要达到的活动效果。 

(3)能实现工作目标的动作流程 能通过采集外部信息经“能思考的大脑”

处理，再驱动“能运动的身体”来完成人类指定的任务。有时即使没有觉察

它，这也是它的一种动作表现。 

1.1.3 物联网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络。

2005 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

峰会（WSIS）上，国际电信联盟（ITU）

发布了《ITU 互联网报告 2005：物联网》，

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的英

文名为 Internet of Things（IOT），也称为

Web of Things。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认为物联网

是通过各种传感技术（射频识别卡、传感

器、全球定位、摄像机、激光扫描器……）、

各种通讯手段（有线、无线、长距、短

距……），将任何物体与互联网相连接，        图 1-4  物联网示意图 

以实现远程监视、自动报警、控制、诊断和维护，进而实现“管理、控制、营

运”一体化的一种网络。 

智能机器人实际上就是物联网技术的一种应用，它包含了丰富的传感器

和智能控制系统，通过不同的网络与传统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互联。21 世纪机

器人将会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而爆炸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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