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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与李宁积极入局“人形机
器人”，也正在推动体育品牌与机
器人技术的融合，正在重塑整个行
业的研发模式、生产流程和消费体
验。

在研发领域，机器人解决了传
统人体测试的瓶颈。李宁实验室
中的“天工”机器人可以精准模拟
人类跑步姿态，为专业运动装备研
发提供高精度、多模态的实时运动
数据，支持高强度重复测试。

此外，李宁计划将人形机器人
技术深度融入消费终端。基于“慧
思开物”的智能感知和多模态交互
能力，实验室将开发个性化的跑步
姿态检测、运动训练辅助等服务。
随着“李宁人形机器人专家导购”
的推出，消费者将获得全新的购物
体验。

而安踏则更注重研发端的变
革。入职创新实验室的“安小壮”
作为“研究员”，它将深度参与安踏
产品研发。相比于专业运动员和
研究员的数据采集，人形机器人没
有时间限制，可以实现数据的重复
采集。“安小壮”可以单日完成 300
人次足型扫描，而人工需 72小时，
此外，建模误差<0.3mm，保障了数
据稳定。

此外，“安小壮”还将接入香港
理工大学开发的柔性电子皮肤，使
其精准感知足部14个压力分区，数
据捕捉更加精准。

研发成本上的节约则是另一
个好处。作为全球体育行业巨头，
耐克早在2012年就建立Sports Re⁃
search Lab，内含高速摄影机捕捉
运动员动作，之后是安踏、361°等
国内体育用品公司，也耗费巨资，
建立运动科学实验室。其中，高速
摄影机等设备的成本动辄几十万
上百万元，还有配套的数据分析、
采集系统。

而人形机器人通过直接接入
传感器的方式，有效降低了成本。
以“天工”为例，其数据采集维度提
升400倍，成本下降60%。

这标志着运动装备研发从“观
察人类”迈向“再造人类动作标准”
的转变。

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人形机器人用于体育行业研
发，还是噱头。一方面人形机器人
的成本高，同时，可操作性有限；另
一方面，对于复杂人体动作的演绎
能力比较固化，采集的数据也会有
偏差。当前机器人运动能力集中
于基础行走与奔跑，对于篮球扣
篮、足球对抗等需要瞬时爆发与策
略协作的复杂动作仍难以企及人
类水平；再者，即便机器人能够采
集精确数据，但是人体对运动产品
的真实感知反而会被忽略。

数 据 也 佐 证 了 某 些 观 点 。
2025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马拉
松中，18 台参赛机器人仅 6 台完
赛，故障率高达67%。

梅花创投合伙人吴世春则直
言：“现阶段人形机器人大部分仍
是‘表演型产品’，难以转化为生产
力。”

尽管仍然存在争议，但具身智
能正在成为运动科技研发的新内
核。

从研发实验室到零售终端，从
生产线到马拉松赛道，体育品牌与
机器人技术的融合正在改写行业
规则。

体育用品行业内，这场没有硝
烟的人形机器人大战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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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国内体育用品行业龙头企业
李宁集团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签
署战略合作，成立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
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
实验室”），双方将融合运动科学与前沿
机器人技术，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在专
业装备测试及智能消费场景的规模化应
用。当天，双方共同揭牌了“人形机器人
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

时间稍往前回拨，来到6月19日，安
踏集团联合宇树科技和香港理工大学南
京技术创新研究院，揭牌了“人形机器人
运动科学联合研究基地”，将技术触角伸
向同一领域。

国内体育用品行业“人形机器人”大
战已然拉开，一场围绕未来运动科技的
卡位之争悄然开始。

上周，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创新基地内，一
台代号“天工”的人形机器人脚踏李宁赤兔8 PRO
跑鞋，身着李宁运动服饰进行稳定快速奔跑，现场
展现“天工”机器人强大的运动控制及协同能力，
以及李宁跑鞋减震避震、稳定支撑等良好性能。

记者了解到，“人形机器人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
融合了北京人形在运动控制、实时感知、自主决策等
方面的领先能力，以及李宁集团在运动科学、人体科
学、运动装备研发及市场洞察的核心优势，共同推进
运动科学和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研发与生态构建。

未来，双方将基于“天工”机器人，集成运动传
感器与仿生运动控制技术，提供运动科学数据采
集与分析；基于“慧思开物”的智能感知和多模态
交互能力，提供个性化的跑步姿态检测、运动训练
辅助、个性化产品推荐等服务，探索拓展人形机器
人在体育、消费等场景的应用。

李宁集团鞋研发创新系统总经理徐剑光表示：
“共建‘人形机器人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是强强联
合，双方携手探索人形机器人运动科学理论前沿与
技术突破，打造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成
果转化、消费者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而在安踏集团创新实验室，人形机器人“安小
壮”已经入职快满月了。

6月19日，在安踏集团揭牌“人形机器人运动
科学联合研究基地”现场，运动行业首位人形机器
人研究员“安小壮”完成入职，并现场展示了奔跑、
跳跃等动态运动能力，演示了足型扫描和三维人
体建模技术。

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负责人郑志艺说，未来
“安小壮”将深度参与安踏集团的研发，进行人体
运动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为运动装备研发创新
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加速产品研发进程。

不只是在实验室内，6月29日，2025年法国凡
尔赛宫皇家跑赛道上，运动品牌特步携手机器人
代表企业宇树科技，让人形机器人首次穿着中国
跑鞋亮相国际路跑赛事。

作为国内跑步领域的代表性企业，特步跑鞋
由人形机器人穿着登上跑道展现了其跑鞋的“硬
实力”——相比于人的体重，人形机器人拥有更大
的“吨位”，也对鞋底缓震、结构强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体育品牌机器人实验室的兴起绝
非孤立现象。2025年已成为“人形机器
人竞技元年”。

今年 4月，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赛
道迎来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在
这场马拉松上，万名跑者与穿着特步跑
鞋的人形机器人共同奔跑。“天工”机器
人拿下了该赛事机器人组别的冠军，在
马拉松赛事中展示约 2小时 40分 42秒
的成绩，特别是强大的地形适应能力。

6月底，“机超”（机器人足球超级联
赛）决赛打响，这是国内首场全自主
3V3 AI机器人足球赛。

而在杭州举行的全球首场人形机
器人格斗大赛上，宇树G1人形机器人
挥拳踢腿、闪转腾挪，上演了一场没有
血肉的“钢铁格斗”。机器人足球赛中，
6名“球员”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控
制、视觉感知、定位导航、决策规划及多

机协作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
这些赛事实际上逐渐转变为人形

机器人相关技术攻关的“试验田”。
有运动科学专家告诉记者，人形机

器人逐渐发展完善后，对于运动科学的
研究也很有帮助。特别在运动控制、视
觉感知的领域上，正与运动科学实验室
中对运动动作姿态、运动轨迹、受力分
布等关键指标直接相关联。

今年 5月，一段机器人穿着跑鞋的
小实验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甘肃
的戈壁滩上，两个同型号、同参数、同起
点的人形机器人穿着不同款跑鞋赛跑，
10分钟后，穿着安踏C10 Pro跑鞋的机
器人足足领先了189米。

不同的跑鞋为什么有不同的表现？
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负责人郑志艺揭开
谜底：“C10pro跑鞋重量还不到 200克，
鞋垫搭载加强版‘氮科技’中底，回弹性

能更好，且前后掌分离设计，角度、厚度
等参数都经过专业调教，所以是专业长
跑运动员喜爱的‘前掌之王’。”

机器人实验室、联合基地的背后，
是两大体育巨头在科技创新上开启的

“科技竞赛”。
数据显示，李宁近十年累计研发投

入超 35亿元，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及产
品突破。而作为国内龙头，安踏集团的
投入更为庞大，过去十年创新相关投入
累计达200亿元。

安踏集团副总裁李玲说，安踏集团
预计到 2030年累计再投入 200亿元用
于自主创新研发。目前，安踏已累计申
请专利5830件，居行业首位。

不仅如此，安踏在全球设立 7大设
计研发中心，与 7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
构、250多位专家、800多家供应商共同
参与“全球开放式创新网络”。

科技投入竞技赛

人形机器人成“新员工”

噱头还是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