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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大模型可根据用户身体情况一键生成健康菜
谱，扫地机器人用机械臂夹起玩具放回原位，智能助
眠系统帮助用户健康入睡……在不久前闭幕的2025中
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各类创新家电产品令人
眼花缭乱。

随着科技发展，如今的家电产品不再是冰冷的
“功能执行者”，而成为人们美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家务合伙人”。一项项创新技术的深度应用，带来的
不仅是家电产品功能的革新，更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
重新定义。在科技助力下，未来家的模样正逐渐清晰。

电子锅具当“大厨”

在家电智能化浪潮中，厨房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需求尤为迫切。随着消费者对便捷、健康、个性化烹
饪需求的持续增长，“AI+”烹饪正在成为下一个厨电
赛道。

针对传统厨电产品面临的功能同质化、用户黏性
差等痛点，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烹饪领
域积累的数据，大胆创新，推出了全球首个烹饪AI大
模型“食神”。

“食神”通过多模态交互技术，实现了从健康管理
到烹饪执行的全链路智能化。用户可以给“食神”上
传体检报告，模型会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为其生成个性
化健康饮食方案。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海昕介绍，
“食神”收集了大量菜谱数据，相关研发人员与三甲医
院营养科专家合作建立健康评估模型。

菜谱有大模型帮忙想，饭菜有机器人帮忙做。在
本届展会的方太集团展台，全球首套搭载 DeepSeek-
R1大模型的ACS2.0全景自动烹饪系统引人关注。该系
统通过机械臂与智能烹饪算法的协同，实现了从食材
预处理到明火烹饪的全流程无人化操作。该机械臂配
备了多轴伺服驱动系统，可以精准控制翻炒力度，再
配合灶具的自适应火力调节技术，能够确保每道菜肴
达到专业厨师级水准，而且在烹饪完毕后机械臂还可
以清洁灶台。

智能冰箱有“鲜”招

冰箱是日常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电。近年
来，随着人们生鲜消费需求升级，冰箱的保鲜技术不
断优化。

数据显示，在传统冰箱中，绿叶菜冷藏3天后失水
率超过30%，牛肉冷藏5天汁液流失率达15%，蓝莓冷
藏7天维生素C保有率不足40%。实现更优的食物保鲜
效果，是冰箱产品发展的重要方向。

传统冰箱的保鲜技术大多停留在“被动保鲜”阶
段。在本届展会上，海信容声冰箱有限公司带来了
WILL自然养鲜技术，将冰箱升级为主动保鲜设备，采
用让果蔬“继续生长”的方法，为果蔬打造了一个

“生长舱”。
海信容声冰箱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李强介绍，研发

人员开发了基于植物生理学的生长模型，可以对冰箱灯
光光照强度、时长实现精准控制。冰箱通过模拟自然光
谱的多频光照技术，配合AI动态调节算法，内部可形成
适合植物生长的光照环境，让食物被放进冰箱后还能继
续“生长”，为食品保鲜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针对传统冰箱容易使食物风干的问
题，李强介绍，该公司最新款冰箱可以通过高频振动
将液体水打散，使其形成微米级雾状的小团簇，源源
不断为果蔬补充水分，并在果蔬表皮形成一张保湿薄
膜，有效防止果蔬失水。

除了保鲜，如今解冻也是冰箱的“拿手好戏”。传
统的解冻方式往往存在时间长、解冻不均、营养流失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此次展会上，西门子股份公
司带来了AI回鲜解冻技术。该技术以高效射频均匀作
用于食材内部，精准控制解冻过程，仅需10分钟即可

让深冻肉类恢复接近原鲜状态。智能算法能够实时监
测食材温度，确保解冻均匀，无血水溢出，同时最大
程度减少营养流失。与传统冷藏解冻或微波解冻方式
相比，AI回鲜解冻不仅更高效，而且能够更好保留食
材口感。

除此之外，用户能够通过手机App远程选择解冻
模式，外出时提前设定，回到家即可直接烹饪。

扫地机器人成多面手

在本届展会上，多款扫地机器人产品凭借其创新
功能吸引了大量观众。

在北京石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展台上，拥有五轴
折叠仿生机械手的新款扫地机器人成为“全能家务选
手”。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扫地机器人的机械手采
用钛合金材质与精密齿轮传动系统，最大伸展长度达
45厘米，承重能力达2千克。其形态类似航天器用来开
展舱外维修的机械臂。通过融合3D结构光与视觉感知
技术，扫地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拖鞋、玩具等障碍
物。配合AI路径规划算法，它能够快速完成障碍物的
抓取与转移。模拟实验结果显示，这款扫地机器人的
机械手对直径5厘米以上障碍物的处理成功率达98.7%。

不仅如此，这款扫地机器人的机械臂末端配备了
摄像头与红外传感器，支持远程视频巡查。用户可以
通过手机App操控扫地机器人完成投喂宠物、拾取掉
落物品等操作，甚至能够利用模块化设计将其变为擦
窗器等。

清洁高效和使用便捷，是用户对扫地机器人产品
的核心需求。在云鲸智能创新 （深圳） 有限公司的展
台上，该公司最新款扫地机器人搭载的AI脏污感应系
统可以识别12种常见污渍。例如，当遇到淀粉类污渍
时，这款机器人会使用45摄氏度的水进行清洁，避免
污渍糊化。而在处理重油污时，这款机器人会将水温
提升至60摄氏度，强化溶解效果。不仅如此，产品在
设计上还摒弃了传统的双旋拖布结构，采用触地面积
达180平方厘米的履带式清洁模组，可以模拟人手往复
擦拭动作，同时配合压力达 12 牛的恒压强力洗地技
术，显著提升咖啡渍、油渍等顽固污渍的清洁效率。
除此之外，为了彻底解放用户双手，该扫地机器人还
能通过搭载的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用户清洁习惯，自
动生成个性化清洁方案。

AI系统能助眠

良好的睡眠是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传统
助眠产品多以单品形态存在，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
针对这一痛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凭借领先的AI技术
与生态整合能力，推出了AI睡眠关怀系统，通过多模
态感知设备与算法的深度协同，构建起从监测预警到
主动干预的闭环体系，为用户带来更加智能化的睡眠
体验。

AI睡眠关怀系统采用4D毫米波雷达与生物传感器
融合技术，可以实现非接触式睡眠监测。4D毫米波雷
达能够穿透被褥，精准捕捉使用者的呼吸频率、身体
状态，结合智能穿戴设备采集的心率数据，构建出包
含深睡、浅睡、快速眼动等6个维度的睡眠质量评估模
型。再借助AI算法分析，该系统便能够识别打鼾、坠
床等异常行为，并采取分级警告机制向用户反馈。

不仅如此，AI睡眠关怀系统还能够和更多智能家
居硬件配合使用。例如，该系统能够与智能床深度协
同，当系统监测到用户打鼾时，智能床可自动抬升床
头，通过物理干预减少呼吸阻塞。同时，这一系统还
能够与空调、灯光等设备联动，自动将室温调至18摄
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营造恒温恒湿的睡眠微环境。

除此之外，AI睡眠关怀系统采用本地边缘计算架
构，原始数据经端侧加密处理后仅用于本地分析，确
保用户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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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到来，万物复苏，各类新鲜蔬菜纷纷上市，丰
富着人们的餐桌。今年春天，有一种名为“板蓝根青
菜”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市场新宠，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的目光。

板蓝根青菜是消费者对这种蔬菜的昵称，其学名为
“菘油1号”，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历时16年研发的新型蔬菜。

板蓝根，学名为菘蓝，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属于
十字花科菘蓝属植物，主要以其根部入药。在人们的印
象中，板蓝根常被制成药用冲剂，味道甜中带苦，被认
为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等功效。

从外观上看，板蓝根青菜与普通油菜相似，不过它
与板蓝根才是“亲戚”。

2004 年前后，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始进行油菜与板蓝根的远缘杂交研究。最初
的目标是想攻克油菜的一种重要病害——油菜菌核
病，但由于两者亲缘关系较远，研究人员没能获得预
期的杂交品种。

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葛贤
宏介绍，在研究过程中，团队发现，把板蓝根的一些成
分导入到油菜中后，油菜会具有一定的抗病毒活性。此
外，杂交出来的菜口感较好，适合市场推广，所以团队
决定将其发展为一种新型蔬菜。

许多品尝过板蓝根青菜的消费者都对它的味道和
口感表示了认可。与板蓝根的苦涩口感不同，板蓝根
青菜的口感类似菜薹，清甜鲜脆。其茎部质地脆嫩，
没有明显的纤维感，叶片也较为柔软，烹饪后依然能
保持较好的口感。而且，板蓝根青菜对烹饪手法要求

不高，无论是清炒、白灼、汤食还是涮火锅，都能展
现出独特的风味。

根据农业农村部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此
前出具的权威检测报告，每100克板蓝根青菜中，维生
素C的含量高达98.4毫克。与常见水果相比，板蓝根青
菜的维生素C含量是橙子的2倍至3倍之多，更是苹果
的整整30倍。按照成年人每日100毫克的维生素C推荐
摄入量计算，人们每日仅需食用大约 100 克板蓝根青
菜，就可基本满足成年人每日维生素C的推荐摄入量。

尽管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葛贤宏提醒，板蓝根青
菜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蔬菜，而非药材，不能当作药品使
用，并且极少数人可能会对其过敏。一旦食用板蓝根青
菜出现不适，消费者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及时就医。

科普时报

4月5日上午10时左右，颐
和园东堤上聚集了不少游客，
很多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工作人
员手中正在操控的一种特制的
长杆打捞设备上。

“看到了！看到了！您别着
急，可以捞上来。”工作人员一
边熟练地操作手中设备，一边
安慰掉落手机的游客。

随着手机被打捞出水，现
场游客惊叹：“太棒了，简直是

‘神器’啊！”被游客们称为
“神器”的是颐和园自主设计研
发的可视化打捞设备。这款看
似简单却功能强大的可视化打
捞设备，仅用 3 分钟便“救”
出了落水手机。

可 视 化 打 捞 设 备 的 设 计
者、颐和园管理科工作人员吴
宗政介绍，这款可视化打捞设
备由高清水下探头、双爪夹
具、LED 补光系统和防水显示
屏等核心部件组成。传统打捞
方式效率较低，且容易受环境
影响，尤其是在水下视线不清
的情况下，操作难度极大。而
这款可视化打捞设备通过技术
创新，解决了水中打捞的难
题。工作人员可通过防水显示
屏实时查看水下状况，再利用
高清水下探头清晰捕捉物品位
置，并借助LED补光系统在光
线不足的环境中提供照明，最
后通过双爪夹具精准抓取落水
物品即可。整个过程十分高
效，极大提升了打捞工作的成
功率和安全性。

这不是可视化打捞设备第
一次出马。工作人员介绍，颐
和园每年平均处理超过 500 起
物品落水事件。此前，工作人
员主要依靠长杆捞取法、磁铁
打捞法等传统方式进行打捞。
然而，这些“土办法”在面对
深水盲区时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长杆捞取法因可视范围受
限，常需反复试探；磁铁打捞
法则依赖于物品材质，且无法
精准定位。尤其在水深超过 3
米的区域，传统工具的有效性
便大幅下降，工作人员往往需要耗费数小
时甚至数天才能打捞成功。

2024年盛夏，来自湖南省的游客毕女
士不慎将存有父母遗照的手机掉入昆明
湖。为了不让毕女士留下人生遗憾，近
10 名工作人员在岸边用竹竿、抄网、强
光手电、磁铁等工具全力打捞，但因为昆
明湖水深、淤泥较厚，最终用了两个多小
时才将手机打捞上来。

得知这件事后，吴宗政开始思考如何
从根本上高效解决打捞问题。一天，他偶
然刷到一个钓鱼视频。视频展示了一种可
以实时监控水下情况的水下探鱼器。这让
吴宗政眼前一亮：如果能将探鱼器的这种
实时监控功能与伸缩打捞杆结合，不就能
彻底解决水下盲区问题吗？

带着这个构想，吴宗政开始自主设
计。他先后尝试了 3 种不同规格的伸缩
杆，在此基础上，还创新性地引入了万向
软管连接器，将摄像头与抓取装置连接起
来。这种设计使摄像头和夹具能够实现灵
活联动：摄像头可以实时捕捉水下物品的
位置和状态，而夹具能够根据物品的形状
和位置进行精准调整。

统计数据显示，可视化打捞设备投入
使用6个月内，园区工作人员用它完成了
超过 50 次落水物品的打捞作业，打捞物
品包括手机、相机、钻戒、身份证等，累
计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30余万元。

目前，颐和园已经在主要游览区域配
备了6套可视化打捞设备，操作该设备的
工作人员均通过严格的专项培训考核，确
保服务高效规范。未来，园方将持续推进
科技赋能公园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技术创
新不断提升游客体验，让智能化服务惠及
更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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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餐桌迎来“跨界”菜——

板蓝根青菜是菜不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