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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行业发展关键词

空间升维
扫地机器人正从传统的二维路径清扫，向具备基础
三维操作能力的方向发展。以仿生机械臂、自升降
结构等为代表的功能模块，打破了“绕开障碍”的
限制，迈向“理解并主动干预环境”，推动产品角
色从执行者转向协作者。

热水洗拖主流化、高端化
多款新品将洗拖温度提升至40°C以上（如追觅X50

系列），并结合拖布材质与高压喷洗升级，使顽渍
与油污清洁效率显著提升，热水洗拖不再是高端象
征，而是高端标配。

全链路自动化
从“扫-拖”向“洗-烘-上下水-抬布”构成的全流程

自动化系统已成为高端产品标配。清洁任务不再局
限于地面作业本身，而是逐步延伸至拖布管理、水
源排布、污水处理等系统闭环，为“用户零参与”
铺平道路。

用户行为驱动调度逻辑
清洁节奏由用户作息与空间使用状态主导，系统通
过时序推演、静音识别与场景预测完成智能调度，
体现从“人适应设备”到“设备主动适应家庭”的
转变。

AI避障3.0时代
多品牌引入RGB+结构光双模感知与AI识别模型，支

持动态建图、低光避障与家具识别，避障能力从识
别物体转向理解场景与用户行为，实现更智能的人
机协同。

企业全球化进程加快
国内头部品牌正加速推进全球化落地，不同市场虽
偏好各异，但在产品设计上逐步偏向为“低打扰感
+高自动化+家居融合”三大方向，体现出高端用户
在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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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上半年重点新品与技术发布盘点

品牌 新品机型 技术亮点归纳

追觅

X50/X50 Pro增强
版
X50s Ultra
X50 Pro履带版
S50/S50 Pro/S50 
Ultra

- 推出8cm越障设计，增强对复杂地面和障碍物的适应性
- 拖布支持热风烘干与主动拆装，提升用户维护体验
- 主机设计厚度压缩至88mm，适应低矮家具环境
- X50 Pro履带版搭载履带活水洗地技术，提升清洁力和适应

性
- S50/S50 Pro/S50 Ultra系列支持100度高温灭菌洗拖功能，

增强深层清洁效果

石头

G30 Space
G30
P20 Pro
G20s / Ultra

- 引入五轴联动机械臂结构，实现多角度贴边与缝隙清洁，
拓展清洁覆盖范围
- 拖布支持自高温热水洗、热风烘干，简化日常维护流程
- 主机具备高度可变设计，适配不同空间高度需求
- G20s系列定位中高端，整合洗拖与集成基站功能，突出系

统完整性

科沃斯
T80
T50 Pro / T30

- 推出恒压水流滚筒洗拖系统，增强对顽固污渍的持续清洁
能力
- 拖布支持热风烘干与手动DIY拆装，提升用户维护体验
- 主机厚度压缩至8.1cm，增强在低矮家具环境下的通行性
- T30与T50 Pro聚焦中端市场，兼顾功能性与价格接受度

云鲸
J5 Max
逍遥002

- 配置滚筒式履带清洗系统，拖布自动升降 + 深度自清洁，
提升清洁连续性

- 基站集成上下水与拖布管理，减少用户操作频次
- 逍遥002聚焦紧凑空间场景，兼顾轻量化与基本自动化能

力

2025年上半年头部品牌新品发布 2025年扫地机技术趋势

1. 结构可动化趋势初步确立，向“仿生化”演进。

追觅率先提出“仿生外扩”架构，2023年 X20 实现拖布外扩，X40

引入边刷外扩与升降模组，X50 Cyber 进一步拓展至机械手结构，

构建多场景下的主动响应体系。相比传统固定结构，此类模块具

备主动贴边、智能升降和空间自适应等能力，在桌角、墙边、狭

缝等复杂区域的清洁表现显著增强，标志扫地机器人进入以“主

动清洁”为导向的结构升级阶段。

2. 拖布系统由功能模块向智能子系统演进。

拖布系统正从单一功能模块向智能子系统演进，各子模块逐步升

级为关键作业单元。追觅S和X系列自2023年起全系标配热水洗模

块，推动中高端扫地机器人普遍配备该技术，提升清洁效果。

2024年科沃斯推出滚筒洗地方案，追觅则在2025年发布 X50 Pro 履

带版，采用履带活水洗地技术，相比传统方案，具备更强的清洁

力和适应性，进一步提升了拖布系统的整体性能。

3. 集成基站成为高端产品标配，系统闭环程度持续强化。

全能基站逐步替代人工干预，功能涵盖集尘、洗拖布、上下水管

控及热风烘干。追觅自 X30 起推进自清洁基站，X40 升级至2.0版，

X50 迭代为3.0版，持续提升自维护与协同作业能力。石头自 P20 

系列，科沃斯自 T50 起也相继跟进，基站逐渐由“功能附件”转

变为“任务中枢”，提升整体系统协同控制能力。

4. 形态向轻薄化发展，拓展适用场景与人群。

追觅2024年采用LDS升降技术，机身高度仅88mm，340mm宽基站

适配更多用户需求，提升对低矮家具和小户型的适配能力。石头

P20 Pro 、科沃斯 T50 Pro 与云鲸逍遥002等机型通过压缩机身厚度、

减小基站面积，进一步增强了这一适配能力，为刚需用户提供更

高吸引力，也为全场景产品布局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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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成为清洁边界突破口

突破清洁盲区，机械手技术实现高效清扫与物品整理

尽管扫地机器人的吸力、避障、路径算法已高度进化，但在许多狭小和复杂的清洁区
域，传统扫地机器人仍面临挑战，尤其是家具间的狭缝和角落，这些区域即使是最薄
的扫地机器人也很难清洁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追觅为机械手设计了独立的配件仓，
内含吸尘器、海绵刷等工具，能够根据清洁需求自动选择并精准清扫狭小区域。同时，
机械手通过具身智能大模型系统，具备物品分类和整理能力，能够根据场景自动整理
物品（如将拖鞋放到玄关、玩具放到玩具房等）。这一创新不仅有效解决了清洁盲区
问题，还提升了物品整理能力，带来更高效、更精准的清洁与整理体验。

品牌 机型 主动结构方案 主要功能目标

追觅 X50 Cyber 仿生多关节机械手技术

自动识别环境，选择合适工具精准清
扫狭窄区域，并通过具身智能大模型
系统进行物品分类、整理，处理密集
堆积物品

石头 G30 Space 五轴折叠机械臂
拓展空间清理与整理功能，自动识别
并移除可提起的障碍物，以及智能分
类收纳散落物品

2025年首批具备机械臂的产品发布

追觅 X50 Cyber 石头 G30 Space

机械手技术推动清洁智能化，从路径控制到自主执行

传统扫地机器人依赖路径算法（SLAM）和避障系统完成空间的“认知”

和“规划”，但清洁执行仍受限于固定结构，导致狭小和复杂区域常常
“识别到，但执行不到”。随着结构创新的引入，机器人不仅依赖“动
脑”（路径判断），而且是通过“动手”（机械手结构动作）执行清洁
任务。追觅在 X20 中首创拖布外扩设计，并在 X40 中实现边刷外扩，开
启了结构创新的新篇章；X50 Pro 采用升降机械腿结构，具备“跨障”和

“动态贴靠”能力，能够应对不平整的高低区域，确保清洁工具紧贴表
面进行清洁。追觅 X50 Cyber 进一步加强了机械手的能力，使机器人能够

根据清洁需求自动选择并安装合适的工具，灵活应对不同清洁任务。此
外，机械手还具备物品分类与整理功能，能够自动识别物品并按需求进
行整理。通过这些创新，追觅 X50 Cyber不仅解决了传统扫地机器人无法

触及的盲区，还推动了清洁与整理任务的智能化升级，提升了多任务协
调和环境互动能力。

趋势展望：机械手技术推动清洁智能化，开启空间升维

随着机械手技术的不断演进，扫地机器人将在未来实现空间升维，这一
转变将推动机器人进入更高层次的智能清洁时代。传统的扫地机器人主
要依赖路径规划和避障系统来执行任务，但其执行范围受限于固定结构
和设计。在未来，随着机械手技术的发展，扫地机器人将能够通过机械
手进行更加灵活、精准的操作，自动选择并使用适当的清洁工具。机械
手技术将使扫地机器人能够应对更复杂的清洁需求，涵盖从边角清洁到
物品整理的多种任务。机器人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功能，而是能够根据清
洁环境的变化自动调整执行方式，并灵活应对不同场景。随着技术的进
步，扫地机器人将进入空间升维的阶段，突破传统机器人仅能清扫地面
和狭小空间的局限，全面提升清洁效率和质量。空间升维的实现将推动
机器人具备更多功能，未来的扫地机器人将能够实现多任务并行，如边
角清洁、物品整理、甚至根据环境变化调整清洁力度和频率，进一步提
升家居智能化水平。机械手技术的创新将是这一进程中的核心，推动机
器人进入全面智能化和多功能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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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路自动化配置成为高端产品标配方向

从“扫-拖”到“扫-拖-洗-烘-上下水”：系统闭环趋势加速
形成

早期扫地机器人主要聚焦“吸力增强”和“路径优化”，但实际使
用中，“拖布脏了洗不干净、烘不干且异味重”等已成为高频用户
的痛点。随着用户对免维护诉求增强，品牌开始由“强功能”转向
“强闭环”，将“拖布自动清洁系统”作为系统优化的关键切入点。
2025年上半年发布的多款旗舰新品显示出明确趋势：不再仅聚焦清

洁力，而是构建完整的使用闭环。包括自动上下拖布、热水洗、恒
压清洗、热风烘干和上下水连接等，均已成为旗舰模块。用户不再
需要频繁手洗拖布、手动更换，显著降低清洁维护成本。

品牌 机型 拖布上下 热水洗 拖布烘干
拖布主动
拆装

上下水连接
系统闭环
完整度

追觅
X50 Pro增强
版

完整闭环

石头 G30 Space — 高度闭环

云鲸 J5 Max — 高度闭环

科沃斯 T80 — 高度闭环

全链路自动化的核心价值：

全链路自动化的本质是将清洁从“高性能”提升为“高频率+低干预”。

传统产品因为拖布需频繁手洗、晾干，从而使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大打折

扣。随着热水洗、自动上下拖布、烘干和上下水模块的集成，用户仅需

定期倾倒集尘袋或补水，其他流程可完全自动完成。

当前头部品牌的旗舰机型通过实现以下几项核心功能，构建了“近零干

预”的拖布管理体系：

• 高温热水洗 + 恒压滚筒冲洗：有效去除油渍、灰尘、毛发等顽固污垢；

• 热风烘干：防止拖布潮湿发霉、异味积聚，改善长期卫生状况；

• 上下水连接：实现水源自动补给与排污，无需人工介入；

系统闭环能力使得扫地机器人可以“高频运行”成为可能，从“每周一

次清洁工具”转向“每日持续维护助手”，使产品真正进入家庭清洁的

日常节奏。

系统闭环能力已成为高端配置的基础门槛，并向次高端市场快速下沉

2025年起，全链路配置已成为高端产品标配，未来将快速向中高端市场
下沉。
• 旗舰全面集成，次旗舰功能拆分下沉

石头 G30、追觅 X50 Pro增强版等机型展示了全套系统集成能力。预计

未来品牌将以模块化形式拆分高端配置，并应用于次旗舰段位，实现
“价格带分化 + 功能差异化”策略。

• 中端产品线标准化配置核心模块
热水洗、烘干等关键模块将逐步在4000–6000元价格段成为标配配置，
推动中端产品线完成新一轮换代。

• 结构模块标准化带动供应链分化与协同发展

拖布支架、水路接口、清洁液添加系统等结构趋于标准化，有望推动
零部件和智能配件形成新一轮供应链重构，甚至出现专精型模块供应
商。

• 用户对“托管式清洁体验”接受度提升，驱动高端产品换新节奏加快

随着用户对“彻底干净、无需操作”的理解和认可增强，品牌具备更
大的定价空间与产品分层逻辑，高端化、智能化将成为新一轮品牌竞
争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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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避障与场景理解技术升级

AI避障进入“感知-理解-决策”全链路升级阶段

早期避障系统以“红外 + 碰撞感应”为主，核心目标是“绕开障碍”。近年来，随
着3D结构光、RGBD摄像头、AI视觉模型的普及，避障能力正在从单纯识别物体，
逐步升级为对物体类型、位置、动态状态的“语义理解”能力：

阶段 技术能力 对应表现

感知 可识别障碍物 能避开物体，如鞋子、线缆

理解 可识别物体属性与类别 知道这是宠物碗 / 电线 / 玩具

决策 形成路径动态优化方案
判断绕行/贴边/清扫或避开不拖区
域

代表品牌能力对比

品牌 避障传感器配置 语义识别能力 清扫策略联动示例

石头 单摄+三线激光
可识别拖鞋、电线、
宠物粪便等

自动绕行 + 生成
“禁扫区域”

追觅
双RGB-D摄像头 + 主动式
投射器

可识别多类静态/动
态障碍

场景划分（如厨房
/客厅）+ 自动调整
吸力/水量

云鲸 结构光 基础识别
基础避障，未深度
联动

科沃斯 单摄+双线激光 可识别基础物体
自定义避障区 + 扫
拖路径联动

AI避障价值不止于“绕”，更在于“配合”与“执行”

避障系统的智能化升级不仅提升安全性，更是清洁策略执行的基础保障。通过

“看懂空间”，机器人能够：

• 避免湿拖拖到宠物碗、电线等敏感物品；

• 在识别地毯后自动抬升拖布、关闭湿拖功能；

• 联动机械臂实现墙边精准贴边、桌脚绕行后清扫；

• 将识别结果同步至地图系统，实现自动分区与禁扫管理；

AI避障能力逐渐成为清洁系统中枢，贯穿“路径规划-动作判断-执行协同”，是

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体现。

趋势展望：避障系统将成为场景感知与清扫决策的核心枢纽

未来避障系统将不再是单点功能，而成为机器人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几大趋势
值得关注：
• 模型轻量化与片上AI普及：从本地模型到芯片级语义推理，边缘AI能力快速

提升；
• 避障系统与路径系统深度融合：地图规划、清扫节奏、结构动作将联动执行；
• 多模态感知融合加速落地：激光+视觉+IMU+结构反馈共同支撑智能判断；

• 语义地图成为核心资产：机器人将具备“知道清扫哪里、怎么扫”的自主空
间理解力；

AI避障的演进不再是“看得见”，而是“看得懂+扫得准”，是扫地机器人迈向
真正具身智能的基础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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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变化与品牌产品策略的场景化演进

随着扫地机器人从早期的功能探索期迈入全球家庭的常态化应用阶段，用户的关注点正从“能扫干净”逐步演变为“扫得彻底、用得省心、放得下空间”。相较传统对吸
力、路径等性能参数的关注，当前用户更聚焦日常使用过程中的操作负担、清洁完整性与家居适配能力。
这些新诉求正在重构产品设计逻辑——从强调单项性能突破，转向解决具体生活场景中的清洁难题。主流品牌正围绕“更智能、更自动、更适配”的方向，通过结构创新、
系统闭环和感知升级，实现功能配置与用户需求之间的深度对齐。

核心用户诉求 背后期望 对应产品策略 代表产品

无需干预
减少手动操作，避免频繁洗
拖布、加水等繁琐步骤

• 拖布自动上下
• 热水洗 + 烘干
• 拖布自动拆装
• 上下水对接基站集成

追觅 X50 Pro / 石头 G30

清洁完整
墙边、边角不漏扫，路径智
能高效

• AI避障与语义识别
• 拖布路径自适应
• 机械臂/机械腿结构增强贴边覆盖

追觅 X50 Pro / 石头 G30 
Space 

空间友好
主机和基站尺寸更小，适应
低矮家具、小户型

• 超薄机身（<8.5cm）
• 紧凑基站设计
• 支持局部任务调度

追觅 X40 Pro Ultra / 石头
P20 Pro

感知精准
正确识别复杂或动态障碍，
避免误扫、误撞

• RGB-D视觉 + AI模型识别
• 拖布自动抬升
• 升降摄像头 / 结构光 + 路径协同控制

追觅 X50 Pro 履带版

用户对扫地机器人的期望正在从单纯的“功能具备”转向“体验闭环”。在“无需操作”、“清洁彻底”和“节省空间”等基本需求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清晰的价值诉求：产品是
否真正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清洁难题，而非仅停留在参数性能的堆砌上。
围绕这一目标，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单点技术突破”到“系统能力重构”的深刻转变：
结构创新，如机械臂、机械足，使机器人具备主动触达能力，解决边角清洁、桌脚绕行等物理盲区；
系统闭环，如热水洗、烘干与上下水集成，让用户从清洁的“执行者”变为“设置者”，显著降低维护成本；
感知升级，如升降摄像头、RGBD视觉模组与AI路径协同，让机器人从“识别物体”走向“理解场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决策执行。

更为关键的是，产品的服务焦点已不再仅仅是“功能升级”，而是回归到“为谁设计、在何种环境下使用、使用时长”等更加可持续的价值命题。未来的竞争将不再集中于“谁的
旗舰配置更强”，而是“谁能更深入理解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是否能够以匹配的技术、合适的设计和合理的价格，提供稳定且高效的日常使用体验”。
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扫地机器人正从“高性能硬件”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智能清洁系统”，真正步入“新家电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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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沙利文分析

全球家居一体化趋势下的设计语言统一

2025年上半年，全球扫地机器人新品在设计语言上呈现出明显的“审美统一化”趋势。

各主流品牌在产品形态、色彩搭配与基站结构方面不断向“家居风格融合”靠拢，逐
步抛弃过去突出的机械感、工业感，转向极简、低调、隐身的视觉逻辑。这一变化背
后反映了机器人产品在全球高端市场中“从电器到家具”的角色转变。

方向 2025上半年表现关键词 说明

颜色趋势
白色哑光、灰白中性色、
浅木纹贴面

弱化“金属感/黑色光面”设

计，强调与墙面、地板、柜
体自然过渡

形态趋势 扁平、圆角、低矮主机
减少“科技装备感”，更容
易融入家庭空间，避免视觉
突兀

基站风格
极简直线结构、内嵌式开
盖、收纳感基站

更像家具柜体而非“机器”，
部分品牌追求与地板/墙面颜
色一致的材质配色

光源/交互元素
隐藏式LED、哑光指示灯、
取消语音按钮等

视觉更纯净，减少对老年人、
儿童等人群的干扰，同时降
低感官负担

全球生活审美融合推动产品角色演化

从“家电感”走向“家具感”：2025年上半年，多家品牌在新品设计中主动削弱

“设备存在感”，将扫地机器人重新定义为“家庭空间的组成元素”。例如石头、
科沃斯等产品在基站结构上采用内嵌收纳、贴墙布置、开盖无干扰的极简方案，使
产品自然融入客厅、厨房、玄关等空间。这种“家具化”理念正在全球化推进：在
欧美市场主要强调设计简洁与一致性；在日韩市场，则更重视空间节制与视觉秩序；
在中国市场，则体现为去除复杂视觉符号、增强家居协调性。

视觉消融即信任建立：高端用户在全球范围内愈加倾向于“不被打扰的智能”。相
较于早期以“能说话”“科技外观”为卖点的设计语言，2025年上半年的新品普遍

转向“弱显性交互”：不再追求炫目的屏幕和语音按钮，而以哑光光源、被动静默
反馈、自动场景识别来代替显性提示。这种“越安静越可靠”的设计倾向，强化了
机器人在用户心中的信赖感与安全感。技术的真正高级感，在于“它始终在，但无
需你操心”。

趋势判断：设计语言转变，反映全球用户对“静默技术”的共识期待

2025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的设计语言正从“功能外显”向“审美内敛”加速演

变。这一变化不仅关乎外观极简、配色柔和，更源自全球中高端用户对“技术不
应打扰生活”的共识增强。产品不再被视为家电工具，而是家庭环境中自然的一
部分。

在多个国家和居住场景中，用户都倾向于“让它在，但别让我注意到它”。这一
认知正推动品牌在结构、交互和材质上全方位做“减法”，以实现“隐身式服
务”。
设计语言的全球收敛，实质上是产品角色的系统性重构：
• 从“电器”到“家居单元”，
• 从“功能”到“体验”，
• 从“让人看到”到“无需存在感”。

未来竞争将聚焦于“谁能把复杂藏起来”，真正高级的产品，不再强调能做什么，
而是做到无需用户感知也能一切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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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沙利文分析

控制逻辑全球协同：从自由设定走向“默认最优”

控制体验的革新，正从“用户定义”走向“系统判断”。2025年上半年，多款扫地机器人新品在控制逻辑上呈现出清晰的“低干预化”趋势。相较以往强调自定义设定，

如手动分区、频次管理、清洁强度调整等，如今的产品更注重主动判断与默认推荐，试图在无须用户参与的前提下完成最优决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个别高端产品，而
是正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同步演化。无论是大户型偏多的欧美市场，还是中日韩等小空间场景密集的城市住宅，用户对“无需学习”“无需决策”的需求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控制逻辑的统一，不再以功能多寡为评判标准，而以“用户能否用得省心”为核心价值。

维度 传统控制逻辑 2025年上半年演化特征

用户交互
手动设定清扫区、路
径、拖布洗涤频次等

系统根据房型、使用频率
自动决策，减少主动交互

功能入口
功能分散，需用户主
动探索

首页即推荐最优清洁方案，
场景联动自动唤起相关模
式

控制焦点
强调“功能全面、自
由设定”

强调“默认即最优”“系
统协同更强”

OTA 优化 以修复bug、微调为主
以功能重组、清洁策略升
级为主，更像“远程AI能
力增强”

统一系统调度下的多场景智能适配

• 跨市场适配性增强：2025年上半年，各品牌加快推进全球“自适应调度算法”部署，致力于在

统一逻辑框架下实现因地制宜的清洁体验优化。系统会针对典型住宅结构进行本地化策略微调：
如欧美市场以大户型为主，强调地毯与硬质地板间的智能识别与清洁模式切换；中国市场多为
复合式中户型空间，关注家具密集环境下的路径压缩与边角覆盖；日本则以极端紧凑住宅为主，
重点优化狭窄通道中的高频转向与调度能力。虽然用户在 App 中获得了统一的操作体验，但背
后系统已实现深度的本地化调度响应。

• 主动控制权让渡：控制逻辑的演进，使得用户的角色从“清洁任务的制定者”逐渐过渡为“系
统判断的确认者”。原本需用户手动设定清洁区域、清扫顺序、拖布频换等操作，如今逐步由
系统接管，并根据实时情况自动调整。这种“轻决策”的体验提升，不仅降低了使用门槛，也
减少了干预频次，让机器人真正成为日常生活中“无须多言、无需操心”的隐性助手。

• 多模组融合挑战突破：新一代产品越来越多地集成了多模组系统——如吸拖分离、升降拖布、
电控水箱、拖布烘干、上下水模块等。这对控制系统的逻辑协调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2025年

上半年，多款旗舰产品已实现跨模组的自动判断与决策协调，例如系统可根据地面材质判断是
否触发升降拖布，同时结合拖布湿度与清洁强度需求实时决定是否回洗。这一能力的实现，标
志着控制逻辑从“任务控制”进化为“系统统筹”，是软件架构平台化成熟的关键体现。

趋势判断：体验一致性成为全球技术升级的底层目标

2025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的控制逻辑正在悄然重构技术竞争的重心。品牌之间的比拼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多，而是谁能提前预知用户想要什么，并让系统自动完成整个决策过程。

这背后的变化，既是对全球家庭使用习惯的深度理解，也是对产品架构与系统软件能力的考验。统一控制逻辑不仅降低了用户理解门槛，还显著提升了产品在多市场下的适配效率
与规模化复制能力。对品牌而言，控制逻辑从“工具界面”转变为“隐形管家”之后，将成为构建高粘性用户体验的核心支点。真正先进的扫地机器人，最终不是让人操作得更复
杂，而是让人“几乎不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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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沙利文分析

家庭行为节奏主导技术演进：从“机器适应人”到“隐形服务者”

2025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新品不再以“清洁能力”作为唯一卖点，而更强

调对用户生活节奏的自适应能力。技术进步的终点，正在从“做得多”转向
“打扰少”——不是清扫得多彻底，而是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悄然完成
任务。

这一变化背后的本质，是用户对“机器应围绕生活展开，而非生活配合机器”
的共识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用户行为节奏变化 技术/设计响应策略 代表产品设计特征

清晨时间段需安静、
准备出门

智能错峰排程、拖布
静音回洗

智能分时段策略（如追觅X40、
石头G20）

中午家中老人午休，
不宜噪音清扫

地图智能避让“午休
区域”，优先厨房/玄
关清洁

噪音智能分区调度（如科沃斯
T30 PRO）

晚间家人集中娱乐
或用餐，不宜打扰

自动推迟清扫、静默
等待系统

智能避让+静默风道设计（如
云鲸J4系列）

清洁节奏感，决定智能存在方式

家庭主导节奏成为清洁判断核心：在全球不同市场，用户越来越倾向于以自身的作
息节奏和空间使用规律为前提来“接受”清洁行为，而非配合机器的预设安排。例
如，中国的高频居住家庭希望避开早晚高峰，欧美家庭则重视工作区与休闲区的分
区清扫，日韩市场对静区“打扰门槛”极高。各地用户虽空间结构不同，但都展现
出一个共同信号——“清洁行为必须围绕生活展开”。

对打扰的忍耐阈值持续收紧：用户的容忍度正在快速下降，尤其体现在声音、路径、
突发行为等方面。“突然启动”“无预警靠近”“强烈视觉反馈”等设计已被逐步
淘汰。无论是白天家有老幼，还是夜晚进入静息状态，品牌都必须通过静音风道、
路径预判、灯光控制、错峰调度等多手段组合，构建更克制、更默契的“无感运行
机制”。
从房型适配跃升为生活状态适配：传统的空间地图构建已经不再足够。2025年起，

头部产品正逐步建立对“生活状态”的感知机制：例如识别“用户是否离家”、
“是否刚起床”、“是否在用餐”等，以判断清扫是否应推迟、加速、暂停或降低
动静。这标志着产品从“硬环境理解”进入“软行为理解”阶段，技术壁垒也从单
一路径规划转向跨模组系统联动与场景动态判断。

趋势判断：技术“主动退出”成为服务型机器人的新阶段

扫地机器人正在完成从“功能执行工具”向“生活节奏协同者”的身份转变。它
不再是需要操作、时常被提醒其存在的电器，而成为一种隐于日常、服务于当下
的智能空间节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真正构成产品差异化竞争力的，不再是
“功能堆叠”或“性能极限”，而是能否在用户不察觉中完成恰到好处的清洁任
务。

“技术的高级形态”意味着不是随时都在工作，而是知道何时该静默、何时该退
出、何时该等待。谁能识别家庭生活中的“节奏空档”“沉默片段”“使用盲
区”，谁就拥有了真正的用户粘性。

未来的服务型机器人不应成为生活的“强存在”，而是以“无声的秩序感”渗透
其中。不打扰，却始终有效；不显眼，却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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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沙利文分析

品牌全球化演进：从产品全球化到体系建设尝试

2025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行业头部品牌的全球化进程明显提速。不同于以往以代工或出口为主的“产品出海”模式，越来越多中国品牌正在向“自有品牌全球运营”演
进，强调从销售、服务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自控。
企业不再满足于海外销售额的增长，而是通过统一的品牌系统、本地化运营组织、同步产品节奏和标准化体验，逐步构建起面向全球用户的长期信任关系。

1

品牌全球化表现

市场拓展从销售铺设走向体系能力输出

•渠道层面，石头、追觅、科沃斯、云鲸等已完成对北美、欧洲、日韩、中东等主要市场的覆盖，并入驻亚马逊、Best Buy、Yodobashi等
核心零售平台
•组织层面，部分品牌已建立海外事业部、本地服务团队，支持售后、物流、渠道管理与营销落地

2 产品发布节奏同步，逐步形成全球协同机制

•2025 年上半年，多品牌核心新品（如追觅 X50 Pro增强版、X50 Pro履带版、石头 G30、科沃斯 T30 系列）均实现全球同步首发或极小时
间差发布
•海外不再只推中低端，高端旗舰产品同步进驻欧美、日韩市场，功能配置与国内保持一致
•OTA 更新机制、交互界面、地图管理等系统层功能逐步统一，但同时保留本地推荐、语言和单位等定制化参数

3 品牌表达从技术导向走向价值共鸣

•品牌视觉、文案语调、服务流程趋向标准化，强化在全球多市场的品牌一致性识别
•内容表达开始因地制宜调整策略：欧美偏重自动清洁带来的时间自由、日韩强调空间适配与洁净效率、中国强化全链路自动化与用户懒感
价值

趋势判断：全球品牌竞争的下一阶段：从市场渗透走向体系建构

2025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品牌的全球化战略正在经历实质性转向：从以往的市场扩张与渠道拓展，升级为围绕“统一体系建设”的深度运营——这不仅意味着同步的产品节奏与

视觉体系，更指向后台技术逻辑、服务体验、组织响应等多个维度的同步标准化。真正的全球品牌，不是简单地将产品卖到海外，而是要让不同国家的用户，在不同文化、生活方
式、使用习惯下，都能获得稳定、可预测、可信任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统一性”正在成为品牌跨越文化壁垒、建立长期信任的关键。未来的全球竞争将不再仅限于“谁能进入更
多市场”，而是“谁能在每个市场都输出同一品牌印象与服务感知”。品牌所承载的，将不仅是产品功能的承诺，更是一个全球用户共识的长期信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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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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