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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启忠,朱海港,左静, 高云园,罗志增,席旭刚. 基于复杂度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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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波 3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蒋鹏 4 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张启忠 5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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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

该项目研发了一款面向健康养老的人机共融智能监陪护系

统。提出了基于表面肌电和触觉视觉临场感的人机自然交互技

术，通过表面肌电信号解码人体运动意图和触视觉临场感控制陪

护机器人完成与用户同步动作，实现身临其境的人机自然交互；

提出了结合表面肌电信号和机器视觉的老年人体征和日常行为

状态检测技术，将人体骨架姿态数据、表面肌电信号相结合，检

测老年人生理特征参数和行为状态，并实时监测异常并报警；构

建了基于智慧云的人体大数据监测分析处理和智能控制系统。开

发的人机共融智能监陪护机器人及系统，先后在东阳、金华、杭

州等地的医院和养老机构投入实际应用。实际应用表明，开发的

智能监陪护机器人系统可协助用户完成倒水、捡拾物品等日常行

为动作，能够实时跟随目标人物，监测目标人物的关键生命体征

和行为状态，并实现危险情况如跌倒等的实时报警；并可通过智

慧云实时监控和分析用户健康数据和陪护机器人状态。相关技术

已获 26件授权发明专利，行业主管部门认为，该技术的成功应

用为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做出贡献，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间接经

济效益。

提名该成果为 2020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