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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什么都爱用右手，
抱婴儿例外？

九成人都是右撇子，单手抱
物件的时候，自然选择更有力也
更灵活的右手。轮到抱婴儿，大
约69%的人会选择用左手。这种
偏好在各种文化和历史时期都能
看到，比如史前的母子雕像、当今
如何抱宝宝的教程、英国凯特王
妃产后照片。甚至有研究观察
到，黑猩猩和大猩猩也更喜欢把
幼崽抱在左侧。

不过，只有抱12周以下的小
婴儿时，人们的左抱偏好才会这
么明显。随着孩子长大，体重增
加，很多人会换用更有力的右手
去抱。

一项研究让300名大学生重
复了类似文章开头的测试。结果
是，想象抱昂贵花瓶时，81%的人
选择用右手抱；想象抱小婴儿时，
多数人（66%）选择了用左手。

之后的多数研究也得出相似
结果，证明“左手抱婴儿，右手抱
物品”是个普遍现象。

左抱婴儿，是因为心
脏位置偏左？

第一个尝试解释左抱婴儿偏
好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李·索尔克
（Lee Salk）在 1960 年提出的心
跳假说。

索尔克认为，多数人把婴儿
抱在左边，是因为人类的心脏在
胸部略偏左的位置。婴儿被抱在
左边时，更容易听到父母的心跳
声并因此安稳下来，这让父母安
抚婴儿更加容易。

然而，心跳的声音不只有在
左侧才能听到，每次心跳发出的
两声心音中，一声在左胸听得最
清楚，另一声在胸部中间最响
亮。除此之外，有研究者发现，先
天器官左右反转（心脏在右边）的
母亲也习惯把婴儿抱在左边。

关于心跳的假设，不能充分
解释人们为什么喜欢左抱婴儿。

抱在左侧，更易发现
婴儿不舒服？

之后，产生了两个主流假
说。其中之一是，右大脑半球主
导情绪处理，父母将婴儿抱在左
边，身体左侧接收的信息投射到

右半球，更有利于情感沟通。
根据这个假说，人们下意识

地左抱婴儿，主要是为了让婴儿
出现在自己的左侧视野里。由于
传递视觉信息的视神经左右交
叉，左侧视野的影像将投射到右
大脑半球。而两侧大脑半球中，
右侧在情绪处理中占有优势，特
别是在识别负面情绪方面，比如
识别生气、害怕、悲伤或哭泣的婴
儿面孔。

左抱婴儿时，父母花比较少
的精力就能发现孩子的不舒服。
而且，多数研究支持，人的左脸通
常比右脸更具表现力，表达出的
情绪更容易被别人准确识别。把
婴儿抱在左侧时，父母看到婴儿
左脸的几率比较大，婴儿也更常
看到父母的左脸，这有助于孩子
发展辨认面部情绪的能力。

除了视觉信息，听觉信号从
左右两侧输入时可能也有区别。
部分研究显示，左耳分辨语音中
情绪的能力更强，这可能是由于
声音传入左耳后，信息主要传递
至右大脑半球进行加工，而这一
侧在声音的情绪处理中占优势。

以右半球主导情绪处理来解
释左抱偏好，是目前最流行的假
说之一，但也受到部分研究质疑，
尚未得到确切一致的详细结论。

用左手抱，是为腾出
更好使的右手？

第二个假说最为直接，提出
左抱偏好只是因为九成人都是右
撇子，左抱才能腾出灵活有力的
右手去做其他事。

詹姆斯·E·休希于1977年第
一个从惯用手角度解释抱婴儿的
偏好。近期一项研究分析了近
1.5万人的抱婴儿偏好，结果显示
74%的右撇子喜欢抱在左侧，左
撇子里只有61%的人喜欢左抱。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要选非
惯用手抱娃娃，右撇子用左手抱
的占近 80%，左撇子选右手的为
什么只有约 60%？研究者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多数
公共设施、设备和工具都是为右
撇子设计的，所以左撇子被迫学
会了更灵活地用右手。

另外，女性比男性更偏爱在
左侧抱婴儿，也可以用惯用手理
论部分解释，因为男性中左撇子
比女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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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火了
在央视春晚演出的人形机器人

来自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该款
人形机器人2023年首次在北京世
界机器人大会上“露脸”，今年终于
登上春晚舞台。

人形机器人又称类人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等，通常具有头部、躯
干、双臂双腿等，在结构和功能上尽
可能接近人类，具备一定的运动能
力和感知能力。

今年北京市将举办世界人形机
器人“一会一赛”，“一会”是指世界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赛”是指机
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

随着市场对人形机器人关注度
的提升，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概念
走出一波强势行情，不少市场人士
看好人形机器人行业。

不少全球科技巨头也在人形机
器人领域加大投入。特斯拉首席执
行官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计划
今年生产数千台人形机器人。

据深圳新战略传媒有限公司产
研所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 6
月，全球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
已超160家，其中中国企业超过60
家，是全球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企
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据国际机器人协会预测，2021
年到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
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71%。中
国电子学会预测，到2030年，中国
的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约
8700亿元。

缘何走热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人形机器

人价格不菲，售价在10万元以上，
高的甚至超50万元。

深圳市众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兼市场营销负责人姚淇元
说，公司推出的SE01人形机器人主
打高性价比，规模化后目标售价约
为 2万至 3万美元，以定制化工业
和家庭场景为主要嵌入重心。

不少人认为，人形机器人功能
有限、价格昂贵，为何相关产业布局
不断加速？

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走
热，跟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和政策推
动等因素密不可分。

技术方面，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的进步，使得人形机器人在环境感知
和人机交互等方面能力显著增强。
硬件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人形机器人
在运动控制等能力上得到提升。

去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
公司旗下GALBOT G1通用人形机
器人听到语音指令后，从货架上拣
选商品，并精准递交到顾客手上。
该款机器人有望在无人药店、商超
等商业化场景中得到初步商用。

“在人形机器人技术稳定后，人
能干的很多事情它都能干，想象空
间很大。”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冷晓琨说。

从市场需求看，人口老龄化和
劳动力短缺，使得人形机器人的应

用场景得到大
大拓展。

用空气炸锅
炸薯条、制作沙
拉汉堡、做咖啡、短暂
哄娃、叠衣服……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
这些场景，让人们看到
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
生活的更多可能。

优必选首席品
牌官谭旻说，技术成
熟后，人形机器人在
缓解人口老龄化危
机方面具有显著潜
力，尤其是在提供日
常辅助、健康监测和
情感陪伴等方面。

“人形机器人将成为
老年人退休生活的
优质伴侣。除了照顾日常饮食起居
和康养管理，更重要的是在情感陪
伴上充当不可或缺的角色。”

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也成为
引领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
的强劲动力。

2024 年 1月，工信部等 7部门
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提出，做强未来高端装
备，其中人形机器人排在“创新标志
性产品”专栏第一位。近年来，北
京、上海、广东等多地也提出，重点
培育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

未来趋势如何
“未来，优必选非常看好人形机

器人在智能制造、商用服务和家庭
领域继续落地应用。预计人形机器
人将来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每一
个家庭的必需品。”谭旻说。

冷晓琨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
业领域应用最大的意义在于，企业
不需要为机械化改造产线。“在走访
中我们发现，工厂场景仍有大量环
节依赖人工，无法用工业机器人解
决。人形机器人可1：1适配现有生
产线，不需要改造即可上岗。”

中泰证券发布的一份机器人行
业专题报告指出，目前人形机器人
已在家庭服务、商场接待、柔性制造
等多领域开展试验性应用。从长期
来看，仅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就有约
34万台人形机器人的潜在需求。

在比亚迪汽车工厂，优必选
Walker S1第一阶段实训工作已初
步取得成效，稳定性提升30%；相关
优化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预计今
年第二季度具备规模化交付条件。

在工厂环节，目前人形机器人

还处于小规模试验阶段，只有少部
分先进工厂开始探索在某些工作流
程中使用，要实现大规模替代人还
为时尚早。

业内人士预计，人形机器人更
多走进产线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实
现；而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需要更
高的精确度和安全性，所需要的时
间会更长。

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高度复杂，
如何攻克技术瓶颈并合理控制成
本，成为人形机器人能否量产和大
规模替代人的关键。

在制造成本方面，目前每家企
业的人形机器人产品呈现出高度的
定制化倾向，缺乏真正通用的零部
件，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业内人士表示，无论人形机器
人应用于哪些场景，首先要保证可
靠性和稳定性；由于目前这方面尚
未完全成熟，人形机器人更适合那
些容错率较高的场合。

姚淇元建议，尽快完善人形机
器人的相关标准，不断开放应用场
景，让人形机器人“先应用起来”。

“相比国外，中国有着更丰富的
应用场景，有助于人形机器人进行
充分训练。期待政策、技术、需求共
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冷
晓琨说。

有人担心：将来人形机器人的
大规模应用会否导致失业潮？受访
人士认为，人形机器人在简单、重复
性强的工作岗位上具有明显优势，
这些岗位将来确实可能会被机器人
取代。但另一方面，人形机器人行
业的发展，有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发展，由此催生许多新岗位。

据新华社

人形机器人“加速跑”，何时进入生活

为什么？
抱东西爱用右手
抱娃娃却用左手

在央视乙巳蛇年春晚的舞台上，一组人形机器人和
舞者合作完成的舞蹈引发热议。2月5日，新春开工首
日，湖北10个型号的“楚才”系列人形机器人在武汉市洪
山礼堂前集中亮相。当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新春第
一会”，机器人现场作了一副贺联。上联是“智领荆楚春
潮涌 人机共绘新画卷”，下联是“势起中部气象宏 山河同
谱振兴篇”，横批为“智启新篇”。

从商用服务到智能制造，从陪伴老人到理货看店
……人形机器人制造在“加速跑”，何时能走进寻
常百姓生活？

闭上眼睛，想象你
正抱着一个40厘米高、
价值20万元的花瓶，然
后睁开眼睛，看看你用
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接
下来，再闭眼想象抱一
个 2个月大的婴儿，这
次你用的是哪只手？

现实中，大多数人
都会用右手抱花瓶，用
左手抱婴儿。为什么人
会不自觉地用不同的手

去抱？

人形机器人现场展示负重技能 新华社发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