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11 卷第 1 期 智 能 系 统 学 报 Vol．11 №．1

2016 年 2 月 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Feb． 2016

DOI: 10．11992 / tis．201507067
网络出版地址: http: / /www．cnki．net /kcms /detail /23．1538．TP．20160106．1555．004．html

书写机器人研究综述

曾华琳1，2，黄雨轩1，2，晁飞1，2，周昌乐1，2

( 1．厦门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系，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福建省计算智能与机器人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通过分析书写机器人所具有的特征与实现意义，明确了机器人书写能力需要机器人能够自主控制机械手，

实现灵活和准确的动作，并且观察动态环境变化。论文从 3 个方面回顾和分析了当前书写机器人的研究。首先介绍
并分析了书写机器人硬件结构的知识，其次回顾了现有的控制机器人书写动作的相关算法，之后介绍了机器人书写
过程中汉字信息的获取方式。此外，讨论了书写机器人在控制方法和字体获取方法方面的优劣，并指出了书写机器
人可以利用智能控制技术与模仿学习方法来提高书写质量。最后展望了书写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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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被期望拥有人的智慧，可以认知周

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并进行分析和判断，然后采

取相应的策略完成任务［1］。它拥有一个由多种内、
外部传感器组成的感觉系统，不仅可以感知内部关

节的运行速度、力的大小等参数，还可通过外部传感

器，如视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等，对外部环境信息

进行感知、提取、处理并做出适当的决策，在结构或

板结构化环境中自主完成某一项任务［2-3］。
智能机器人，按照其发展进程，主要分成 3 类:

第 1 代机器人，即示教再现性机器人，它按人编写的

程序工作，只重复一种动作，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工

作; 第 2 代机器人，即工业机器人，由电脑控制，可根

据需要按照不同的程序完成不同的工作，解决工业

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难题; 第 3 代机器人，能够像人

一样具有灵活的思维，并能够主动分析和解决问题，

具有类人智能［2］。
具有机械手操作能力的机器人是最早出现的工

业机器人，它可代替人的繁重劳动，实现生产的机械

化和自动化，能在有害环境下进行操作以保护人类

安全，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科研和生活的各

个领域。作为机械手最早的应用，工业机器人开创

了机器人发展的新纪元。随着技术的革新，工业机

器人也越来越智能。智能机器人最主要的操作机



构—机械手臂，具有极强的功能和很高的通用性，它

可以代替或者帮助人类在各种场合下灵巧地完成各

类复杂的作业和工作，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都十分广

泛。目前，单一对机械手的研究和应用还无法完全

满足人们对智能机器人的要求，于是人们趋向于研

究具有各种感知能力的机械手，与此同时，通过添加

视觉模块的机器人手眼协调研究也是主流的研究方
向之一［3］。

与工业机器人不同的是，智能机器人的研究目

标是从工程上模拟人或者生物体的复杂动作以及相

应的智能行为，得到综合性的机器实现。此外，智能

机器人也被看作是工业机器人从无智能发展到有智

能、从低智能水平发展到高度智能水平的产物。由

于其更接近于人们早期对机器人的理想要求，因此

制造出具有人类特征的智能机器人已经成为智能机

器人制造的终极目标。
机器人书写作为智能机器人的一项重要应用，

目前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书写动作主要是靠机械手

臂和其他传感装置的协同配合来完成。机器人手

臂，主要指的是多关节机械手及多关节机械手指机

器控制系统，它能模仿人手臂的某些动作功能，是一

种按固定程序抓取、搬运物件或操作工具的自动操

作装置。正如人类的手是人获得认知的重要渠道，

是人完成灵活操作最重要的器官，机械手的动作与

操作则代表了机器人可以参与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工

作的一类基本技能，也是智能机器人领域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和研究课题之一［4］。

汉字书写是一种很复杂很精细的工作，它对机

器人“手”在复杂环境下的灵活性、稳定性以及协调

性等控制要求十分严格。书写作为人类一项特有的

技能，不仅需要人类的手能灵活地抓取所要使用的

工具，而且需要通过感官观察和感受，以此协调手的

各部分动作和所书写的内容，以及时调整书写的动

作和力度，还能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因此，机器

人书写可以让智能机器人应用手眼协调技术来参与
到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实践中来［4］。并且，实现机器
人书写方面所应用的方法和技术，可以满足人们对

智能机器人“手”期望所具有的各种操作要求，不仅

能够实现智能机器人划时代的突破，所使用的硬件

结构设计、控制算法、参数模型等技术理论，也可应

用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其标志性的

意义深远且重大。因此，本文对具有书写能力的机

器人的硬件系统、控制方法、学习能力 3 个方面进行

分析和总结。

1 书写机器人的硬件构造

目前大部分的毛笔字书写机器人的构造，都是
采用末端执笔的机械臂，通过接收计算机的控制指

令来模拟人类手臂的动作，完成毛笔字书写动作。
一般在进行机器人系统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机器

人的工作要求，以便机器人的硬件构造可以稳定、准
确、高效地完成任务。机器人构造中最基本的是关

节的数量、外形大小、负载能力和末端执行器所需要

的运动条件。
毛笔字书写机器人的机械臂目前一般使用电动

伺服电机驱动。机械臂是目前在机器人领域中应用

最广泛的装置，当然其形态也多种多样，不过它们都

是通过接收指令控制电机运动，从而使机械臂能够

在空间内精确地定位和工作。运动结构的构造和机

器人的总体大小是由其所要完成的任务的需求、工
作空间以及本身的再适应能力决定的。同时，这些

也决定了进行装配所必需的完全的定位能力、进行

材料处理所必需的可重复能力以及进行精确的、实
时的、基于传感装置的运动所必需的高分辨率和精

确度［5］。
本文根据现有毛笔字书写机器人的关节性质将

其分类为: 直线关节型机器人、曲关节型机器人和平

面关节装配型机器人。
1．1 直线关节型机器人

直线关节型机器人是一种成本廉价、结构简单
的机器人。这类机器人是以 X、Y、Z 直角坐标系统

为基本数学模型，并以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为驱动的

单轴机械臂为基本工作单元的机器人系统，能够很

容易地确定平面坐标，从而构建出汉字笔画进行书

写。坐标机器人采用运动控制系统实现对其驱动及

编程控制，直线、曲线等运动轨迹的生成为多点插补

方式，操作及编程方式为引导示教编程方式或坐标

定位方式。直角坐标型机器人主要通过各坐标参数

的控制来实现机械手在平面内轨迹的生成，相当于

一个解运动学正解的过程。
直线关节型机器人一般有 3～5 个自由度，这种

机器人的机构设计能够很好地满足汉字的书写。汉

字的书写是一个平面内笔画的组合过程，直线关节

型机器人能够很好地表现汉字各个笔画的位置，并

且能够利用最简单的坐标信息完成书写。同时在垂

直方向，直线关节型机器人能够控制毛笔下笔的轻

重，这样对书写大量汉字具有很好的效果。目前很

多研究者都以这种机械手为基础来构建机器人写毛

笔字的平台。
Yongkui M［6］使用直角坐标型机器人设计了一

个 3 自由度的机器人书写平台，该试验平台通过使

用 PWM 信号控制直角坐标机器人每个轴上伺服电

机的转矩、速度和角度来完成机械手的书写动作。
这个毛笔字书写机器人平台有 3 个自由度的伺服系

统，分别通过控制 X、Y、Z 三个轴的运动来控制笔画

在平面上的定位，能够基本满足毛笔字书写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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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但是针对毛笔字的书写效果还可以提升。KA
WAI K［7］设计了具有 5 个自由度的机器人书写平
台，该平台在现有直线关节型机器人 X、Y、Z 坐标的

基础上，添加了 Z 旋转和倾斜，可以支持机械手在 5
个自由度上的变化，能够更加灵活稳定地进行书写。
同时，它添加了摄像头，利用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对书

写笔画进行矫正，使毛笔字书写机器人具有视觉功

能，方便该平台通过获取、学习、执行书写或自行设

计，来进行汉字的书写。
与之类似的还有 JOSH H．M． Lam［8］，他以 IＲAS

( intelligent robotic art system) 为平台，对毛笔的笔尖

建立一个几何模型，通过实际书写过程中的实验数

据来获取毛笔字迹的几何模型，然后添加 8 个顶点

的笔画分段数据到该模型中，并使用一个末端执笔

的五自由度机械手系统来产生毛笔轨迹。日本的桂

诚一郎( SEIICHIＲO K) 研究团队［9］，推出的一款书
法机器人，也是利用直角坐标系机器人在平面轨迹

上准确、方便的定位原理，对直角坐标系机器人进行

改造，成功地模仿了书法家写的字。
1．2 曲关节型机器人

曲关节型机器人，也称为关节手臂机器人或关
节机械手臂，是比较常见的机器人形态之一，在诸多

工业领域的机械自动化作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曲关节型机器人和人的手臂关节比较接近，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完成各种工作，在仿生学上

也有重要应用。通常，人们控制这种形态的机械手

所完成的一系列动作，总是以笛卡尔坐标空间中的

状态向量来描述的。曲关节型机器人所建立的坐标

系可以是都不同的，机械手在空间的位置和姿态可

以用一组关节变量来描述。这种机器人的书写控制

方法一般是: 通过关节空间得到末端笛卡尔空间
( 正运动学) 或者是从末端笛卡尔空间得到关节空

间( 逆运动学) 。机器人书写动作的控制主要是通

过在平面的轨迹来计算各个关节的参数，相当于一

个解运动学逆解的过程。
曲关节型机器人的应用比较广泛，虽然这种类

型的机器人在机器人书写上的操作比直线型机器人

更难、复杂度更高，但是这类机器人具有很好的可扩

展性和可移植性，能够更加方便地安装在更为一般

的场所，应用价值较高。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研究者

纷纷使用这类机器人来进行研究工作。
在曲关节型机器人的使用这一方面，很多研究

者使用了 6 自由度的工业机器人。例如何薇［10］应
用一个 6 自由度 DENSO-VP6242G 工业型机器人，

并添加了机器视觉和计算机 作为实验平台，提出了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机器人写字方法。宫晓博［11］

以 ABB-IＲB140 型 6 自由度工业机器人为平台，使

用插补算法在给定平面与曲面上完成汉字的绘制，

较忠实地还原 TTF( true type font) 字型。张传剑［12］

使用 AutoCAD 和 Visual Basic，设计实现了 MOTO-
MAN-UP6 机器人写字功能，并能够在水平面内实现
任意角度的文字书写。薛环振［13］在他的硕士学位
论文里，结合计算机书法［14］的相关技术，以工业机

器人 MOTOMAN-UP6 为平台设计了夹持毛笔的方

法，控制机械臂完成了书写动作; 还考虑了回笔并提

出了可行的执行方法，获得了更好的书写结果。
1．3 平面关节型机器人

平面关节型机器人，又称为装配型机器人，这种

形态的机器人的特点有其独到之处。这种运动形态

的机器人模仿了人类的手臂，由立柱和大臂、小臂组

成，可在几个方向上进行转动［15］。
平面关节型 SCAＲA 机器人是由日本山梨大学

牧野洋在 1979 年发明的［16］，SCAＲA( selective com-
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具有选择顺应性的装配

机器人手臂，在水平方向上具有顺应性，在垂直方向

上则具有很大的刚性［17］。SCAＲA 机器人有 4 个自
由度，有 3 个轴线相互平行的水平转动关节，可在平

面内进行定向和定位; 1 个垂直滑动关节，可在垂直

于平面的方向运动［16-17］。可见 SCAＲA 机器人是一
种介于直线关节型机器人和曲关节型机器人之间的

一种独特类型。
以平面关节型机器人为平台的书法机器人相对

较少。如景兴碧［18］采用一种工业型平面关节装配

型机器人( SCAＲA) 来进行软笔书写。该机器人的

构型与人的手臂及关节比较接近，具有很高的可延

展性，该书写平台本体由 4 轴驱动，使用了末端执笔
的书写机构。曲波［19］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以
“AdeptOne”平面机械手臂为平台，能够模仿人类书

写能力的毛笔机器人，其基础结构同样采用了末端

执笔的机械臂，通过接收主控 PC 机由汉字信息提

取的控制指令，来模拟人类手臂的动作完成书写。
除了这些常见的毛笔字书写机器人类型，还有

很多其他类型的机器人设计。例如多电机的传动协

作、机器人写字灵巧手系统的研究［20］。Byoung-Ho
Kim 提出了一种具有软技巧的双手指模型［21］来进
行机器人书写，该模型有两个自由度，两个手指各有

一个旋转节点和一个柱状节点，通过远程计算机解

动力学方程对机械手模型进行操作。
综上所述可知，直线关节型机器人虽然可以很

好地完成书写任务，但是没有很好的扩展性，并不能

很好地体现出人类书法的一些特性。曲关节型机器

人具有类人的关节和控制策略，除了能够完成书写

动作之外，也可以将其拓展到其他类似的工作。而

其他类型的机器人也提供了不同方面的借鉴。随着

计算机和科技的发展，可以通过引入各种类型的传

感器( 例如图像传感器、声纳传感器、触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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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作为反馈，很好地提高机器人系统书写的质量，

同时也会对机器人控制策略和学习策略有很大的

帮助。

2 书写机器人的控制方法

毛笔字书写机器人的控制方式可分为以下 3
类: 使用坐标计算的控制方法; 使用机器人运动学及

动力学的控制方法和智能控制方法。在机器人手臂

运动控制问题中，主要的挑战在于动力学和不确定

性带来的复杂性。动力学的挑战是由机器人机械臂

中的非线性和耦合引起的，而不确定性则可能是动

力学参数的不精确性和关节的柔性、驱动动力学、摩
擦、传感噪声等的原因所引起的。
2．1 使用坐标计算轨迹控制绘制汉字

这种类型的书写机器人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
行为、顺序和速度重复进行动作，完成书写。景兴碧

的软笔书法机器人控制系统［18］根据书法机器人的

系统要求，编制了大量基于 VB、VC、PEWIN 和 EX-
CEL 的应用软件。研究者首先对汉字的结构进行分

析分类，对汉字中常用的部首通过编程构建出若干

子程序，然后针对某一汉字调用函数并进行参数调

整。这种书写方法比较简单，通过坐标计算和计算

机编程就能够让机器人实现毛笔字书写，但是书写

效果不佳，当书写大量汉字时，会使程序冗杂。张传

剑［12］利用数学几何算法进行运动学分析，基于 Au-
toCAD 和 VB 设计了 MOTOMAN-UP6 机器人写字功

能，使系统能够在水平面内任意角度实现文字的书

写。宫晓博［11］针对工作面为平面或球面的不同情

况，分别使用插补算法和结合三维坐标系旋转变换

的姿态插补方法，在给定平面以及给定曲面上以较

好的效果完成了汉字的绘制。
国外的研究者们也在不同的机器人平台上实现

了机械手臂的汉字书写。Yongkui Man［6］设计的一

种书法机器人主要采用插值算法和坐标变换进行书

写，该书法机器人有 3 个自由度的伺服系统，使用开

环伺服系统来解决毛笔书写过程中出现的小半径旋

转和笔迹控制中的问题，通过控制伺服电机的转矩、
速度和 角 度 来 完 成 机 械 手 的 书 写 动 作。Ka Wai
K［7］设计了具有 5 个自由度的机器人书写平台，该

平台在现有直线关节型机器人 X、Y、Z 坐标的基础

上，添加了 Z 旋转和倾斜，可以支持机械手在 5 个

自由度上的变化，能够更加灵活稳定地进行书写。
Marius-Florin Crainic 以 ＲV-2AJ 机械臂为平台，通过

直角三角形的三点校准，能够在平面或斜面上完成

方便安全的书写，并重现唯一的字体或字形［22］。
2．2 使用机器人动力学控制绘制汉字

这种类型的书写机器人通过控制机械手臂在已

知的运动轨迹条件下运动，反过来求解对应机械臂

关节间的角度以达到控制的目的。本节根据机器人

控制中使用的理论不同，将从运动学和动力学两方

面进行介绍。
采用运动学的控制方法，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

是通过解运动学方程对机械手臂进行控制的。曲

波［19］使用了具有类似人类关节的机械臂来模拟人

类手臂动作，进而模仿人类的书写能力，通过末端执

笔的机械臂，将从汉字中提取出来的信息通过运动

学方程来控制机械臂的动作。金英连［23］采用的 6
自由度转动关节机器人机构，是基于坐标变换建立

运动学模型，使用三级递阶控制进行书写。满翠

华［24］对多自由度机器人手臂的机构进行设计，主要

通过 Denavit-Hartenberg 法和基于旋量理论对动作

笔画求运动学正解、运动学逆解( 得到封闭解) 、基

于旋量理论的雅可比矩阵来控制机械臂的动作。
另外也有通过人类动作运动学理论，来控制运

动的方法。Ｒejean Plamondon［25］提出了一个适用于

书写笔迹产生的嵌套模型，通过渐进的细节分析笔

画的轨迹和速度，解释了生成手写笔画的嵌套模型

是如何连贯和一致的，并指出书写笔迹有“指向”和
“碰触”两个深度。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逆向运动学无法求出解析

解，并且可能降低运动轨迹的精确度［26］。于是有一

部分研究者基于动力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机器人的

控制方法。
王党校对汉字书写过程中的力反馈进行了模

拟，并 评 价 了 汉 字 书 写 的 逼 真 度［27］。Sung-Kyun
Kim［28］对机器人书写中的书写笔夹持问题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基于反作用力内部接触假设 ( reactional
internal contact hypothesis) 的多触点操控框架，并解

决了优化配置搜索以及夹持力度的计算问题。由于

人机操作的延时，当人手刚度增加时，基于定位控制

的机器人会不稳定，于是 Toru Tsumugiwa［29］提出了

一种可变阻抗的控制方法，实时按比例地调整人臂

刚度的动力学估算，使人机协同操作系统更加稳定。
Veljko Potkonjak 通 过 总 结 以 往 书 写 中 出 现 的 问

题［30］，基于分布定位的概念提出了一种虚拟疲劳
( virtual fatigue，VF) ［31］的方法，能够让机器人根据

当前的疲劳程度重新自我配置，并采取合适的姿势

以此来准确控制书写的动作。
2．3 使用智能控制书写汉字

以上所述的机器人书写动作控制方法，大部分

都是纯工程学上的方法［32］，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和应

用更需要关注，即机器人具有可以发现自身问题，并

且自主决定自身行为的能力。这一节从反馈控制和

学习算法控制两方面来介绍不同的智能控制模型。

·81· 智 能 系 统 学 报 第 11 卷



前一类书写机器人通过反馈控制来自动适应外部环

境变化，从而修正书写的内容，将外部干扰产生的影

响降到最小［33］。后者采用了隐马尔可夫模型、神经

网络、强化学习等方法来控制机器人对人类行为的

模仿学习。
在反馈控制的研究中，主要使用各种传感器来

感知周围环境，以此适应环境的变化。曲波使用了

能够模仿人类书写能力的毛笔机器人［19］，其基础结

构是采用末端执笔的机械臂，引入了图像、声呐、触
觉等多个传感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通过接收主控
PC 机提取汉字信息的控制指令，来模拟人类手臂动

作进行书写动作控制。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团队以

一个 5 自由度的机器人系统为平台［8］，通过对毛笔

的笔尖构建几何模型［34］，在原有平台基础上提出了

基于视觉图像反馈的毛笔字笔画书写控制方法［35］，

并对汉字笔画的产生进行了分析，用与模仿汉字书

写［36］。
KA WAI Kwok［7］为他们研究团队设计的毛笔

字书写机器人添加了视觉系统，通过对毛笔字笔迹

进行实时捕捉和数据分析，使之可以进行自矫正和

学习。改进后的书写机器人能够通过视觉获取、学
习汉字信息，并书写汉字。金英连［23］使用视觉传感

器获取字符图像，再利用单片机对机械臂进行控制

从而达到书写的目的。何薇［10］利用机器视觉自定

义协议将图像传回 PC 机，通过得到的字符坐标信

息来控制机器人的多轴联动进行书写。在字迹清晰

条件下，该方法能够使机器人准确地写出机器视觉

所“看到”的字符。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各种学习算法来控

制机器人的运动。例如 JAVIEＲ G［26］ 采用改进的
Lloyd 算法与隐马尔可夫模型( HMM) 对关节空间的

轨迹进行控制，并能更为有效地用于人类动作的学

习。ALAIN D［37］通过采用深度神经网络学习，以此

生成一序列命令直接提供给底层的控制回路，能够

在新的环境下归纳已学习到的动作，并以 iCub 为平

台测试轨迹记录。SUN Yan 等人的一些研究工作使

用强化学习以及构造型神经网络方法，通过模仿婴

儿发育 过 程，能 够 让 机 器 人 学 会 指 向 和 定 位 行

为［38-40］。

3 书写机器人的汉字信息获取方式

中国书法汉字总数多达 800 000，按字体可分为

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甲骨文、金文等。秦汉

两代的书法大部分是刻在石碑或者是竹简上，之后

的各朝代写在帛或者纸上。这些作品大都有副本流

传，为机器人书写数据库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然而

汉字的书写不同于英文的书写，汉字的书写更加注

重结构和美观，书写动作也更为复杂。目前的毛笔

字书写机器人大部分书写的是楷书，少部分是隶书

或行书。机器人书写中汉字信息获取的方式分为计

算机字库再现和人机协作、模仿学习。
3．1 计算机字库信息的再现书写

机器人对字库中汉字的再现书写，主要是通过

计算机将汉字转化成具体的点坐标，然后通过控制

机械臂的运动轨迹，对汉字进行书写。这种汉字的

实现方式比较简单，效果表现和字库中的汉字一致，

主要使用直线关节型机器人，一部分使用曲关节型

机器人。这种方法是在工程上实现汉字图形的再

现，对编程的要求较高。本节按照字库信息的来源，

将其分 为 从 现 有 字 库 的 信 息 提 取 和 字 帖 的 信 息

获取。
通过现有字库进行汉字信息的提取，多是利用

操作系统自带的函数读取 TTF 矢量字库中的汉字

轮廓信息，通过 Denavit-Hartenberg 方法进行运动学

控制，实现汉字的书写。例如王光建［41-42］提取 TTF
矢量字库中汉字的轮廓信息，通过编程对 TTF 字体

的点阵单线字体进行矢量化，然后使用汪涛［43］的函

数提取和显示功能对字符轮廓线进行提取和显示，

实现写字机器人的运动学分析和仿真。宫晓博［11］

首先通过 API 函数编程实现了 TTF 字型轮廓信息

的提取，然后针对工作面为平面或球面的不同情况，

分别使用插补算法和结合三维坐标系旋转变换的姿

态插补方法，在给定平面以及给定曲面上以较好的

效果完成了汉字的绘制。
另外也有研究者用其他方式进行编程，从现有

字库中获取汉字的信息。景兴碧［18］使用 SCAＲA 机

器人为平台，以基于 Windows 系统上的中文字库以

及 VB、VC、PEWIN、EXCEL 等应用软件，在点阵式
2D 的字迹中加入第三维信息，供机器人进行软笔书

写。张传剑［12］利用 AutoCAD 对汉字的笔画的点坐

标信息进行提取，使用 VB 设计了 MOTOMAN-UP6
机器人的写字功能，利用集合算法对机器人进行运

动学分析，使该机器人能够在水平面内任意角度进

行文字书写。曲波［19］设计的自适应能力毛笔机器

人通过引入多个传感器，接收汉字的坐标信息进行

书写，能够模仿人类书写的能力并进一步完善自适

应性。
通过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发现，汉字虽然数目庞

杂，并且有不同的写法、字体，但是不同的简单笔画

在平面上的组合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汉字。因此也有

不少研究者对各种字帖进行处理，获取汉字的笔画

信息，以此控制机械手臂进行书写。
美国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的 Fenghui Yao

教授在这一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他在 CCC ( Chinese

·91·第 1 期 曾华琳，等: 书写机器人研究综述



Character Calligraphy) 机器人上设计了一种“中国汉

字书法机器人”，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笔画的汉字数

据库来进行书写。他根据汉字的发展历程，分别构

建了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相关字库。之后

采用基于图像和曲线加工技术和书法知识对毛笔字

的轨迹信息进行提取，将楷书汉字书写分为 28 个基

本笔画。YAO 还将汉字分成了几类固定的结构，根

据结构的不同来对笔画进行定位和拼接，得到了很

好的书写效果［44-46］。
也有研究者将获取到的信息通过建立毛笔模型

来进行书写。JOSH H． M． Lam 在 IＲAS 中构建笔迹

模型，利用线性回归的理论，使机器人书写出更加合

适的笔画［8］。在此基础上，JOSH H． M． Lam 还提出

了一种先进较成熟的几何学的毛笔模型［47］: 在实际

书写过程中使用 CCD 摄像头采集实验数据获取毛

笔的几何模型，之后通过添加 8 顶点笔画模型对每

个笔画信息进行分段，使机器人能够很好地书写每

一个笔画，从而更好地完成书写。
然而机器人根据笔画来进行书写是有一定困难

的，因为在笔画的组合方面，机器人需要进行定位和

拼接。薛环振［13］利用递归算法对毛笔字书法的笔

迹和结构进行了参数化，在机器人书写动作控制方

面对书写过程增加了“回笔”的方法，使书写效果得

到了较大的改善。金英连［23］使用视觉传感器获取

字符图像，然后通过网格化得到字符点阵，计算机信

息得到笔画，之后对笔画的中心进行聚类得到笔画

的顺序，从而达到书写的目的。何薇［10］利用机器视

觉自定义协议将图像传回 PC 机，然后使用 OpenCV
库对图像进行阈值比、闭运算，细化和笔画分割，通

过得到的字符坐标信息来控制机器人的多轴联动进

行书写。
3．2 人机协作和模仿书写

针对机器人书写动作最多的方式是采用人机交

互的学习方式。学习机制的研究是人工智能研究的

一项核心课题。采用了一部分学习策略的机器人，

它具有 发 现 问 题，并 且 能 自 主 地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48］。因此学习策略是智能系统具有适应性与性

能自完善功能的基础。为了让机器人能够随着经验

积累自动提高性能，人们设计了许多不同的算法和

方式来实现机器人不同类型的学习。本节根据人机

协作方式的不同，将分为随动和模仿两点进行介绍。
随动这一人机协作的形式，是通过人手牵引，与

机械手臂相互协作使之获取相应汉字信息，最终实

现书写的过程。Toru Tsumugiwa［29］提出了一种基于

延时定位的人机交互的可变阻抗的控制方法，由压

力传感器实时获取人类操作者手臂前端的力度，使

机器人末端传感器实时获取压力与位置数据，使人

机协作系统更加稳定。Andre Lemme［49］以人形机器

人 iCub 为平台，构建了一个运动基元库( movement
primitive library) ，通过人类教师的引导能够自监督

地从复杂轨迹中感知并学习运动基元，学会相应的

轨迹动作，并能使用复杂的手写轨迹进行评价。
另一种人机协作的方式就是通过观察、模仿人

类教师，获取对应的汉字信息并进行汉字的书写。
例如 V． Mohan 等人［50］以婴儿人型机器人 iCub 为

平台，通过 iCub 的分析 /综合系统学习绘制从简单

到复杂的形状图案。即通过观察一个教师的示范，

特别是教师末端执行器的轨迹，来学习模仿示范者

的动作。
在此基础上，也有研究者通过观察人类手势来

实现机器人手臂的书写。Sylvain Filiatrault［51］通过

无标记的视觉传感器，即 Kinnect 获取人类示范的

手臂手势信息，转换到以 NAO 机器人为平台的系统

中，以此控制机器人的手臂进行书写动作。晁飞等

通过运动传感输入设备实时捕捉人类示范的手势轨

迹，采用简化的分类集成器来识别人体不同的动作

手势，来控制机械臂书写不同的笔画，最终实现整个

汉字的书写［52］。在此基础上从人类手臂轨迹中提

取汉字笔画并进行优化，以此能够让机械臂实现用

简单结构得到更优的书写效果，使其有潜力书写更

为复杂的汉字［53］。

4 比较与讨论

为了能更好地对比书写机器人的产品、技术和

参数性能参数，表 1、表 2 和表 3 被用来对硬件构

造、控制方法和汉字信息获取方式不同研究工作的

来进行比较。
需要强调的是，在机器人的动作控制方面，常规

的控制策略就是对机器人进行运动学分析。主要是

建立 D-H 齐次坐标方程求解，或者是对机器人手臂

在平面内的轨迹进行坐标计算。之后通过编程对机

器人进行控制，实现机器人毛笔字的书写。这种方

法可重复再现通过示教编程存储起来的作业程序，

然而这种系统主要依靠人对书写机器人机械臂的轨

迹控制程序进行编写，使其完成预期的动作，工作量

比较大，可扩展性差。
另外在对汉字信息的提取方面，目前的主要方

法是通过编程函数提取现有字库的汉字信息，能够

很好地对汉字进行再现，并且书写相当多的汉字。
然而，这种方法需要较多的编程，限制了机器人的拓

展性和学习性，只能书写字库中的信息，不能通过不

断地学习和训练来掌握书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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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器人硬件构造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robotic hardware

硬件构造分类 特 点 自由度个数 书写平台

直线关节型机器人

X、Y、Z 直线坐标系统;

通过坐标参数实现平面轨迹;

解运动学正解;

3～5 个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添加 Z 轴旋转和倾斜的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艺术系统( IＲAS) ;

改造的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曲关节型机器人

笛卡尔空间坐标系;

通过平面轨迹计算各关节参数;

解运动学逆解;

6 个

DENSO-VP6242G 工业型机器人;

ABB-IＲB140 型工业机器人;

MOTOMAN-UP6 机器人;

平面关节型机器人
由立柱、大臂和小臂组成;

解运动学方程
4 个

SCAＲA 型机器人;

AdeptOne 平面机械手臂;

表 2 机器人控制方法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robotic control methods

控制方法分类 特点 子类 控制方法

坐标计算控制

通过坐标计算，计算机编

程;

按照预设轨迹，顺序控制

书写

坐标计算和计算机编程;

基于 AutoCAD\VB 设计写字功能;

插补算法和姿态插补方法;

插值算法和坐标变换;

添加 z 旋转和倾斜，可在 5 个自由度上变化;

直角三角形的三点校准;

机器人运动学、
动力学控制

控制机械 手 臂 在 已 知 运

动轨迹下运动;

求解对应 关 节 间 角 度 控

制书写

运动学控制

通过运动学方程控制机械臂;

建立运动学模型，使用三级递阶控制;

对动作笔画求解运动学方程控制;

通过人类动作运动学理论控制;

动力学控制

模拟汉字书写过程中的力反馈;

基于反作用力内部接触假设的多触点操控框架;

可变阻抗控制，实时按比例地调整动力学估算;

虚拟疲劳方法，让机器人根据当前疲劳程度控制;

智能控制

机器人具 有 发 现 自 身 问

题，并且自主决定自身行

为的能力

通过反馈控制自动

适应环境变化

引入多个传感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

基于视觉图像反馈的笔画书写控制;

通过视觉系统自我矫正和学习;

视觉传感器获取字符图像，单片机控制;

机器视觉获取信息来控制机器人的多轴联动;

智能学习算法

改进的 Lloyd 算法与深度神经网络学习提供底

层控制回路命令隐马尔可夫模型控制;

强化学习以及构造型神经网络方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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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汉字信息获取方式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nt acquirement

汉字信息获取方式分类 特点 子类 获取方式

计算机字库再现

将汉字转 化 成 坐 标 或 笔

画信息，然后控制机械臂

的运动轨迹书写汉字

通过编程从现有字库

获取汉字信息

通过 API 函数编程提取 TTF 矢量字库中的汉

字轮廓信息;

在点阵式字迹中加入第三维信息;

利用 AutoCAD 提取笔画的点坐标信息;

通过传感器获取汉字的坐标信息;

处理字帖获取

汉子笔画信息

构建一个基于笔画的汉字数据库;

构建笔迹模型，获取毛笔几何模型，分段笔画

信息;

参数化毛笔字书法的笔迹和结构;

网格化字符得到点阵，计算脊信息得到笔画;

OpenCV 处理汉字图像得到字符坐标信息;

人机协作，模仿学习
针对人的 书 写 动 作 的 获

取

随动: 人机相互协作

获取汉字书写信息

实时获取人手前端力度和机器人末端的位置

数据;

通过人类教师引导学会相应的轨迹动作;

模仿: 通 过 观 察、模

仿获 取 汉 字 书 写 信

息

观察教师末端执行器的轨迹，学习模仿形状、
图案;

通过 Kinect 获取人类示范的手臂手势信息;

通过 Kinect 获取、识别动作手势轨迹;

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很多研究

者利用机器人的“眼睛”对汉字信息进行捕捉和再

现。基于计算机视觉来获取字体信息，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让机器人进行自主学习和训练，但是机器人

在获取汉字信息时需要克服外界干扰，还要将信息

转化成内部参数来完成书写，其书写控制方面需要

通过不断地反馈修正训练才能够达到很好的书写

效果。
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工作将会有如下两个可

供拓展的领域:

1) 智能控 制 与 机 器 学 习。引 入 智 能 控 制 模

型和机器 学 习 的 方 法，可 以 大 幅 改 善 毛 笔 字 书

写机器人的动作控制。智 能 控 制 模 型 是 在 无 人

干预的情况下能够 自 主 驱 动 智 能 机 器 实 现 控 制

目标的自 动 控 制 系 统，它 主 要 是 针 对 控 制 对 象

及其环境、控 制 目 标 和 任 务 的 不 确 定 性 和 复 杂

性而进 行 设 计 的。智 能 控 制 系 统 的 特 点 是 : 无

需建立被控对象的数学模 型，特 别 适 合 非 线 性、
时变和复 杂 不 确 定 的 控 制 对 象 ; 具 有 分 层 递 阶

的控制组 织 结 构，便 于 处 理 大 量 的 信 息 和 储 存

的知识，并 进 行 推 理 ; 控 制 效 果 具 有 自 适 应 能

力，鲁棒性 好 ; 学 习 能 力，控 制 能 力 可 以 不 断 增

强。这种控制系统可以自 动 测 量 被 控 对 象 的 被

控制量，并求出与期望值的 偏 差，同 时 采 集 输 入

环境的信 息，然 后 根 据 所 采 集 的 输 入 信 息 和 已

有知识进 行 推 理，使 得 其 对 被 控 对 象 的 输 出 控

制的偏差尽可能减小或 消 除。根 据 控 制 对 象 本

身参数或周围环境的变化，调 整 其 自 身，使 得 其

行为在 新 的 或 者 已 经 改 变 了 的 环 境 下 达 到 最

好，或者至少是容许的特性和功能。
2) 模仿学习。目前对机器人模仿人书写汉字

的研究中，重复汉字的书写还没有能够达到机器人

自我创作书写的效果［54］。中国汉字有十万多个，常

用汉字有三千多个［55］，在汉字的书写中，不同的汉

字是由有限的固定的笔画组合而成的。在汉字的书

写过程中涉及了很多重复性的笔画运动，因此可以

考虑利用在先前相同笔画运动轨迹中收集得到的数

据来改善机械臂在随后笔画中的稳定性和完善性。
多样性的汉字具有有限笔画重复构成的特点，意味

着毛笔 字 书 写 机 器 人 完 全 可 以 采 用 各 种 学 习 算

法［56］，这也为研究机器人的学习机制提供了一个非

常有趣的途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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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通过对该领域已有文献的阅读和思考，按照毛

笔字书写机器人的硬件构造、书写动作控制方法和

书写机器人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分类，对目前毛笔字

书写机器人的研究现状和特点做了研究。本文还对

比了各个研究的特点和优势，并在机器人书写动作

控制与实现方式方面做了一些思考。机器人通过不

断学习来完成写字复杂工作，其重点在于学习，能够

让机器人通过学习来完成复杂书写动作的控制是近

年来的研究热点，也是机器人手眼协调发展的一个

重要分支。在研究方面，汉字书写机器人更着重于

对机器人手臂的控制，这样更接近人们对于智能机

器人的控制期望。当然，机器人手眼协调的发展一

直伴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在尝试对机器人写毛

笔字改进和提高的过程中，也会促进智能机器人的

发展和研究。另外，汉字书写过程中的重复动作，也

为机器学习方法的实践和提高提供了一种方法。
对书写机器人输入方式的加强方面，由于汉字

的结构特点和文化底蕴，毛笔字书写机器人的研究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拓展

打下了前期基础［57］。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人工

智能理论的发展，更加高效、智能的发展型机器人将

成为研究的重点。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可以关注

人工智能学习理论与模仿学习在机器人写毛笔字中

的实现和改进，并将发展型机器人的思想引入机器

人书写动作的控制中，让智能机器人的动作控制更

加贴近人们的期望。
为了强调书写机器人的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可

以预见的规模化应用领域，在本文的最后从如下 3
个方面进行了展望。

机器人书写功能最直接的应用是个性化的艺术

喷涂，特别是在一些危险的外墙上进行书写甚至作

画，都非常适合机器人去实现; 另一方面，在一些高

毒、高污染环境下的汽车整体喷漆以及个性化图盘

的喷漆工作，也非常适合大量的具有书写能力的机

器人去胜任。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根据人工设计好的

或者机器人自己创作的艺术效果进行。由于喷涂与

书写能力可以直接转化，因此在市场有需求的情况

下，可以马上就转化为企业的实际应用。
机器人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应用在康复锻炼活动

中。机器人可以托起或者拉动需要康复的肢体，来

进行一些基本恢复动作，运动范围可以逐渐从小到

大，运动速度可以从慢到快。并且机器人需要做一

些新的动作时，可以通过模仿能力来学习康复医师

的新动作。这些能力正是机器人通过模仿来学习书

写所需要的，或者说是书写机器人所具备的。
机器人书写对机械手臂灵巧性的高要求可以被

应用到有机器人操作的外科手术中去。外科手术需

要控制器械在较小的活动空间中进行精确的定位和

运动，能达到较好书写效果的机器人也是可以实现

这一功能的。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还没有

能达到这样要求的书写机器人。因此，需要加强对

采用智能控制方法的机器人书写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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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25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JCAI-16)

July 9th－15th，2016，New York City，NY，USA

We are delighted to invite you to come to New York，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cities of the world，and take part in IJ-
CAI，the leading conference on the thrilling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day has a tremendous impact． It is in all
the media and makes a real difference． At IJCAI-16，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I
researchers，to learn first-hand about their newest research results and developments，and to catch up with current AI
trends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And，of course，IJCAI-16 will be the perfect forum for presenting your own achievements，
both to specialists in your field，and to the AI world in general．

The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workshops，tutorials，exhibitions，demonstrations，invited talks，and paper /poster pres-
entations． Exhibitions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on Friday． Also on Friday there will be an Industry Day，with presenta-
tions from the top AI companies and a job fair; and there will be an AI Festival，open to the public，consisting of the IJ-
CAI award winner's talks． You will not want to miss out on this highlight，so plan to stay at IJCAI-16 until the very end．

So，mark the dates on your calendar and start thinking about which papers to submit and which systems to demon-
strate． If you work for a company conside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xhibition opportunities IJCAI-16 will provide． And if
you are a potential sponsor please check our sponsorship brochure． The visibility you will get by sponsoring IJCAI－16 will
be hard to match．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New York!

Website: http: / / ijcai-16．org / index．php /welcome /view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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