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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8日电 （记者陈丹）以美国塔

夫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为首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

一种含酶、抗生素、抗体、纳米颗粒和生长因子的“丝墨

水”，可制造智能绷带、能感应到细菌的手套等医用产

品，使喷墨打印技术变成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工具，用

于治疗、再生医学和生物传感领域。这项成果提前发

表在《先进材料》杂志网络版上。

用生物分子作为“墨水”进行喷墨打印的想法并不

新鲜，不过，这些不稳定化合物的热敏感性会让打印出

的材料迅速丧失功能，大大限制了其实用性。但纯化

的丝蛋白就不同了，它固有的强度和防护性能非常适

合生物医学和光电子方面的各种应用。

研究论文资深作者、塔夫茨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菲奥

伦佐·奥门尼托说，这种天然聚合物是一种理想的“茧”，可

以让酶、抗体和生长因子等化合物保持稳定。“我们认为，

如果能够开发出一种可喷墨打印的丝墨水，我们就拥有了

一个通用的构建模块，可以生成具备不同功能的打印格

式，带来各种各样的应用，而所使用的墨水能够长时间保

持活性。”

据每日科学网17日报道，奥门尼托的团队用相同的

基础材料，创建了一个掺杂各种不同成分的功能性“丝

墨水定制库”，并对其进行了测试。比如，用能感应细菌

的聚丁二炔在手术用手套上印上单词 contaminated（被

污染的），当暴露于大肠杆菌时，原本蓝色的单词会变成

红色；将刺激骨骼生长的蛋白 BMP-2印在塑料皿中，测

试对组织生长的定向控制；将氨苄西林钠印在细菌培养

物上，检验抗菌素分布的有效性；将金纳米粒子印在纸

上，有望应用于光子学和生物学（如颜色工程、基于传感

和生物成像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成像等）；将酶印在纸

上，测试丝墨水运送功能性小生物分子的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技术具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前景。在奥门尼托看来，未来生物感应手套可以选择

性地对不同病原体作出反应。智能绷带可以定向导入

抗生素，对复杂的伤情实施治疗。

目前发表的研究仅限于一个墨盒，但研究人员表

示，将来可以扩展到功能更为复杂的多墨盒打印。

“丝墨水”可制造感应细菌的医用手套
喷墨打印再现新用途

用能感应细菌的聚丁二炔在手术用手套上印上单
词contaminated（被污染的），当暴露于大肠杆菌时，原
本蓝色的单词会变成红色。

熟悉韩剧的中国人对《我的名字是金三顺》（2005

年）和《面包王金卓求》（2010年）这两部剧一定不会陌

生。这两部在韩国创下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都以面包

店为故事背景,而这两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的原型都与

韩国食品业巨头 SPC 集团旗下的烘焙品牌“巴黎贝

甜”有关。在 SPC 集团的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

集 团 的 经 营 理 念 是“ 通 往 幸 福 最 好 的 路（The best

way to happiness）”，集团旗下所有品牌销售中使用的

积分叫“幸福积分”，走在韩国大街小巷的集团供货车

上的宣传语也是“传递幸福”。为了了解这样一家用

食物的香味表达幸福感受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理解，

记者采访了 SPC集团上海法人代表文赏准。

文赏准说，SPC 集团的事业起步于 1945年创立的

赏美堂。通过不断地收购、整合，2004 年 SPC 集团正

式成立。2013 年，集团销售额突破 4 兆韩元（约合 233

亿人民币）。目前，集团旗下包括烘焙、咖啡店、打糕

店、冰淇淋、红酒等多个业种。

SPC 集团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正式考虑进军海

外市场，在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和其他准备工作之

后，于 2004 年将旗下“巴黎贝甜”品牌引入中国市场，

继而进入美国、越南、新加坡和法国，目前在海外共有

180余个“巴黎贝甜”海外卖场。

“巴黎贝甜”在中国的分布最开始主要集中在北

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并于 2012 年突破了 100 家门店。

目前，除北京、上海外，“巴黎贝甜”还分别于 2011年和

2012 年进入了南京和大连。今后，SPC 集团在中国的

业务还将把连锁经营等多种形式扩大到东北三省、华

西和华南地区。

文赏准介绍说，2004 年，“巴黎贝甜”一号店在上

海开业。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可以说给当地的消费者

带来了全新的消费感受。因为当时上海普通市民对

于面包店的概念是一个小的店面，其主营业务是卖面

包，而“巴黎贝甜”提供的是一个代表新的消费趋势的

文化空间，在这里，你可以享用刚出炉的面包，这里的

环境像咖啡厅一样优雅。和传统的烘焙店不同的地

方是，“巴黎贝甜”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卖的。

这种现做现卖的经营方式对于消费者十分有吸引

力。同时，“巴黎贝甜”背后有着韩国总部强大的产品

研发力量做支持，新产品研发速度非常迅速，因此海

外分店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期

待。在产品研发方面，SPC 集团于 2005 年设立了 SPC

食品生命工学研究所，对食材、功能性原材料、产业微

生物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集团保证各品牌的

产品质量提供了基础技术保证。

最近两三年内，韩流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深入，

这也为“巴黎贝甜”的市场拓展提供了便利。随着韩

流明星在中国的活跃表现，中国消费者对于韩国产品

和韩国品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对

于韩国产品的品质更加信赖，对于韩国品牌的设计和

包装更加认可。社会对韩国流行文化的认可带来的

效果是，消费一个韩国品牌，能够给消费者自身带来

自我满足感和对自己的肯定。

文赏准表示，尽管“巴黎贝甜”在中国的门店已

经多达百余个，但事实上开拓中国市场的过程中还

是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和租

金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价格每年上涨 11%，租金每

次改签时最高上涨 10%，这种固定支出的上涨幅度和

速度从全球市场的视角来看属于非常高的。2013 年

开 始 ，中 国 政 府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目 标 增 长 速 度 定 在

7.5%，物价上升率定在 3.5%，中国经济的全面增长事

实上不利于“巴黎贝甜”开更多新的门店。所以，SPC

集团对于中国市场的变化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才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市场与韩国市场完全不同。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的

消费者口味不同，喜欢的品牌不同，消费模式也不

同。针对这样的现实状况，企业就必须对消费者进

行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市场营销要跟得

上消费者心理的变化。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对

当地市场的分析判断是，当地产品品质不如我们，当

地企业管理模式不如我们，于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

在韩国具备的竞争力可以百分之百地应用到中国当

地市场。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觉。实地参与

到中国的现实市场竞争，我们会发现，在韩国具备的

竞争力大部分在中国施展不开。要真正在中国提高

企业的竞争能力，依然需要不断地加深对中国市场

的理解，保障充足的人力，同时提供持续充足的资金

支持。

（科技日报首尔6月17日电）

用品质铺就用品质铺就““通往幸福的路通往幸福的路””
——访SPC集团上海法人代表文赏准

本报驻韩国记者 薛 严

韩国企业看中国（四）

科技日报北京6月18日电 （记

者刘园园）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科研

团队首次在动物身上找到了地球磁

场感应器。这个感应器位于线虫的

小脑袋里，却是一个长期悬而未解的

科学问题的重要线索：动物身体内部

的“指南针”是如何工作的？

大雁、海龟、狼等很多动物都可

以通过地球磁场为自己“导航”。但

是直到现在，没有人能说清楚它们

是如何做到的。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报道，这次科学家在秀丽隐杆线虫

（C. elegans）里 发 现 了 地 球 磁 场感

应器——它是线虫脑子里 AFD 神经

元末端的一个微型结构。相关论文

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eLIFE》中。

这个磁场感应器看起来像是纳

米级别的电视天线，这些线虫利用它

在地下“导航”。该团队认为，由于不

同物种间大脑的结构有很多相似之

处，其它动物也很可能具有这种结

构。“其它更为高级的动物例如蝴蝶

和鸟类也很有可能会利用这种微型

结构。”研究成员乔恩·皮尔斯·下村

说，这一发现使他们理解其它动物磁

场感应机制有了立足点。

科研人员发现，饥饿的线虫在含

有填充物的试管中倾向于向下蠕动，

他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线虫寻找食物

的策略。此后，他们使用来自世界其

他地区的秀丽隐杆线虫做实验，发现

在同样情况下这些线虫的蠕动方向

取决于自己的“故乡”所在地：来自夏

威夷、英格兰或澳大利亚等不同地区

的线虫，蠕动的方向会与地球磁场形

成不同角度，这个角度在它们的“故

乡”非常精确地对应着下方。例如，

来自澳大利亚的线虫会向上方蠕

动。他们还发现，经基因工程处理过

的 AFD 神经元遭到破坏的线虫不会

像正常线虫那样向上或向下蠕动。

科研人员总结道，随着地理位

置的移动，地球磁场的方向也会发

生变化，每一个线虫的磁场感应系

统都精确地与本土环境相匹配，以

允许自己分辨上方和下方。“磁性探

测可能对生活在土壤中的物种而言

十 分 常 见 ，这 一 前 景 令 我 深 为 着

迷。”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安德烈斯·
维达尔·加德亚说。

在动物身上找到第一个磁场感应神经元已经成了

科学界的激烈竞赛。2012 年，美国贝勒大学医学院的

科学家声称在鸽子身上发现了处理磁场信息的脑细

胞，但是他们并未找到鸽子身体的哪个部位可以感应

磁场，只是推测鸽子的内耳中可能有磁场感应器。“我

相信这项对线虫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之前

没有人想过虫子也可以感应地球磁场。”下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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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在日本

东京举行的机器人 Pep-

per发布会上，日本软银

集团总裁孙正义（中）、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左）及富士康科技

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和机

器人Pepper一起亮相。

阿里巴巴、日本软银

集团、富士康科技集团

18 日 共 同 宣 布 达 成 协

议，阿里巴巴、富士康将

向软银旗下的软银机器

人控股公司（ＳＢＲＨ）

分别注资145亿日元，完

成注资后，阿里巴巴、富

士康将分别持有ＳＢＲ

Ｈ20%股份，软银则将持

有 60%股份。据介绍，机

器人 Peper“具备情感”，

机器人头部装有麦克风、

摄像头和 3Ｄ传感器，对

人的表情、声调到喜悦及

愤怒等感情均可识别，并

且可根据人类情绪进行

反应。

新华社/美联

科技日报多伦多6月 18日电 （记者冯卫东）据最

新一期《先进材料》杂志报道，加拿大研究人员从蜘蛛丝

直接获取灵感，研制出一种超韧聚合物纤维。

蜘蛛丝的直径虽然只有 3 到 8 微米，但强度却比钢

还要高出 5至 10倍。蛛丝质量很轻，却具有非凡的延伸

性和抗拉伸力。蛛丝超强的韧性源于其蛋白质链的特

殊分子结构。

蒙特利尔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高瑟琳教授表示，蛛

丝蛋白圈本身就像一个弹簧，每个弹簧圈之间以化学链

相连。一旦主分子结构链被破坏，化学链就会断裂。想

要通过拉伸破坏蛛丝蛋白质，就需要展开弹簧，并且逐个

打破弹簧圈之间的连接，这个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此项新研究涉及制造出具有类蛛丝特性的微米级

微结构纤维。研究人员称，将丝的黏性聚合物溶液倒入

以一定速率移动的子层，就可构建出一种不稳定结构，

并形成一系列的丝圈，这一过程类似于将蜂蜜倒在一片

烤面包上。不稳定性由流体运动方式形成，纤维提供了

一种特殊的几何结构。研究人员将由此形成的这种规

则周期模式称为不稳定模式。

随着溶剂的蒸发，这种纤维就凝固成型。当这些丝

状物质形成丝圈并相互结合时，其中的结合键就会具备

不稳定模式。对制成的纤维施以强力拉伸后，就可打破

结合键，这一过程就如同蛛丝的创建一般。

研究人员称，该项目旨在了解不稳定结构如何影响

丝圈的几何特性。未来由坚韧纤维编织而成的复合材

料将可用以制造更加安全和轻便，甚至在爆炸时都不会

碎片化的飞机引擎。同时，这种材料也可扩展到手术设

备、防弹衣、汽车零件等其他应用中。

仿蛛丝结构超韧纤维问世
新华社华盛顿6月 17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项新研究显示，一种被称作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的成像技术可实时、准确

地鉴别出脑癌患者脑中的肿瘤组织，外科医生可以

借此更加安全、有效地切除脑瘤。

这项成果 17日发表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

上。负责研究的李兴德教授告诉新华社记者：“在脑

瘤开颅手术中，如何把病变组织尽量切除同时尽最

大可能保留健康组织，对医生而言是一大难题。切

除不干净，就容易复发，而且复发速度很快。多切一

点，把正常组织切了，患者的正常功能比如说话、肢

体及面部肌肉运动等就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亟须一

种术中实时导航技术，告诉医生怎么去切。”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是上世纪 90年代研发出来的

一种新型成像技术，原本用于眼底疾病诊断，其工作

原理与医学超声检查相似，只不过用的不是超声波，

而是速度更快的光波。

过去 4 年中，李兴德和脑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多·
基诺内斯－伊诺霍萨领导的团队一直努力把这种技

术应用于鉴别脑瘤，但最初的尝试显示脑瘤组织和

正常组织的成像没有显著区别。他们一度想放弃，

但后来发现可根据衰减、散射和吸收等光学参数，把

图像进行量化处理，从而成功区分脑瘤和正常组

织。李兴德打比方说，这就好像水和白酒，看起来是

一样的，但闻了就知道区别很大。

研究人员利用脑癌患者手术切除的离体组织和

活体脑癌小鼠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该技术可识别出

92％的肿瘤组织，且不会把正常组织误认为肿瘤组

织。李兴德说，92％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数据，现

在并没有很好的术中导航技术，最顶尖的美国医生

凭现有技术和肉眼在肿瘤与健康组织的交叉区域也

只能识别出 50％左右的肿瘤组织。

目前，在手术中帮助诊断肿瘤的技术包括超声

检查和核磁共振技术。李兴德说，量化光学相干断

层扫描速度快，一秒钟可出几百幅图像，分辨率比超

声检查高一到两个数量级，且其仪器成本估计只有

核磁共振仪的约 5％。

该研究小组计划今年夏天利用该技术在患者

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李兴德认为，这种技术有非常

直观的导航特性，将来医生应该可以一边看屏幕一

边切，并且切得更干净。“切得越干净，脑癌复发的

几率就越小，患者存活的时间就会更长。在初期脑

癌患者中，用这种技术，有可能会让脑癌不复发，”

他说。

一成像技术对切除脑瘤更安全有效

科技日报多伦多6月18日电 （记者冯卫东）加

拿大联邦政府部门网站 17 日遭受拒绝式服务攻击。

加公共安全部称，没有个人数据和敏感政府信息在

此次事件中被窃取。

在线黑客组织“匿名者”宣称对此次网络攻击负

责，以抗议加政府新近通过的 C-51反恐法案。该组

织在网上张贴宣传标语，对新法案以牺牲公众隐私

换取安全的做法表达不满。

网络攻击发生后，加拿大参议院、司法部、通信

安全局和安全情报局的网站发生短时无法登录现

象。部分政府雇员报告称，其电子邮件服务受到了

影响。

加公共安全部长斯蒂文·布莱尼表示，该部门正

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恢复网络服务，并努力确定攻击

来源。

人们有很多途径可以表达意见，但没有任何理

由对攻击公共资产的行为进行辩解，网络攻击者终

被起诉并接受法律制裁。

加政府部门网站遭受匿名攻击

新华社伦敦6月17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 17 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说，

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合成物质，能针对疟原虫高效

发挥作用，未来如果制成药物，可望让疟疾病患服用

一剂就彻底治愈。

来自英国邓迪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

了一种名为 DDD107498 的合成物质，它不但对疟疾

有很好的疗效，还可能用于阻断疟疾的进一步传播。

这对全球抗击疟疾的进程无疑是一大利好，特

别是此前的研究已发现，部分疟原虫已开始对一些

常用抗疟疾药物产生耐药性。

参与这项研究的凯文·里德说，这种合成物质与

已有的抗疟疾药物作用机制完全不同，它能直接作

用于疟原虫体内生成蛋白质的核心部分，而这恰恰

是导致疟疾病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研究人员也说，目前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无

法直接制成药物供应给病患，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来

验证这种合成物质的疗效。

新合成物可望“一剂治愈”疟疾

文赏准文赏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