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对印度市场不死心

苹果公司近来正在与印度政府探讨在该国制造产品的可能性。目前

苹果公司正试图增加在印度的销售并扩大在该国的业务。目前，苹果公司

在印度不断增长的智能手机市场仅获得了一小块份额，占有率不足5%。

短评：印度人很奇怪，不喜欢外国奢侈品，但对西方工业品有着莫名

的迷恋。但问题一是大多数人没钱享受苹果的硅谷精英范儿，二来中国

那些个便宜货挺好用的。

郭氏夏普“报复”同行

台湾鸿海精密与夏普共同运营的堺显示器产品公司，近日宣布将停止

向海信集团供应电视用液晶面板。堺显示器产品公司已经决定 2017年停

止向韩国三星电子供应电视用大型液晶面板。三星曾要求夏普撤回停止

供应面板的决定，但郭台铭提出的要求是——把面板价格调涨至两倍。

短评：掌握了原料和品牌的郭老板对夏普说，还记得当年他怎么欺负

我们的吗？今天咱们加倍奉还。

诺基亚诉苹果专利侵权

诺基亚近日称其已针对苹果公司发起多桩诉讼，指控其侵犯了该公

司的 32 项技术专利权。此前，苹果公司则针对 Acacia Research 和 Con-

vers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两家公司采取了法律行动，指控

其与诺基亚共谋试图从该公司敲诈过高的、不公平的专利授权收入。

短评：指望靠廉价低端机翻身，过气网红诺基亚还是继续躺下歇着

吧。等大家忘了你狼狈倒下的样子之后，再找机会试试吧。

自动售货机在华前景看好

自动售货机在中国正以强劲的势头加速普及。作为在中国的最大制

造商，日本富士电机近日已将相关机型的产量增加了一倍。预计 2018年

将达到 16 万 7 千台。澳柯玛等中国企业也已启动增产，想要分羹富士冰

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短评：这一景象几十年前在美国、日本都曾出现过。经济的红火，房

地产（包括机场、车站等基础设施）的兴盛，商业的发达（店铺数量增加），

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一切都在自动售货机的数量上体现出来。

日立称实现电池技术创新

日立制作所开发出了充电一次可行驶约 400公里的纯电动汽车用锂

离子电池技术。与以往的电池相比，容量增至 2倍，行驶距离比目前的纯

电动汽车延长约 4成。电极采用镍合金等，通过实施增加厚度等改良，可

以存储大量电力。

短评：通过实施增加厚度等改良……真不相信这是日立在做的事

情。在车上装 100吨电池，充一次电都能开到美国！

虽然大风再次“拯救”了被雾霾围困的北

京，但这种渐成常态化的大气污染现象，对人

们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据研究显示，雾霾中含有多达 1000多种微

生物，包括真菌、病毒、细菌等，会造成呼吸障

碍、微生物感染、过敏性反应等伤害，易对老

人、小孩及体质较弱人群产生健康危害。

近日，记者从复旦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获

悉，该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简易的采集装置，

可用于雾霾、气溶胶中的微生物样品采集，结

合质谱分析技术，实现了对雾霾传播的微生物

分析与鉴定。该成果发布在美国化学会《An-

alytical Chemistry》（分析化学）杂志上。

据悉，常规的气溶胶微生物的采样方法依靠

多级采样器，受限于仪器昂贵一般约数千元、携带

不便约10公斤左右、采样时间较长约2小时以上、

需要外接电源等因素，无法进行简单快速的采样

分析。常规的多级采样器在环境监测、医疗卫生

等领域的有害气体收集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应用。

据上海海洋大学博士卞晓军介绍，复旦大

学和上海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研发的基

于螺旋气流微流控芯片的简易采样器，由微流

控芯片、微型气泵、可充电锂电池、稳流阀等部

件组成，利用气流在双螺旋通道的离心力对微

生物样品进行分离捕获。

该简易采样器的主要部件是螺旋式鱼骨

形微流控芯片。螺旋式的微通道给气流施加

了较强的离心力，有利于气溶胶中的微生物附

着在芯片通道中；鱼骨形的结构设计能够将气

流由平流转化为湍流，增加了气溶胶中的微生

物与芯片的接触几率。

“相比于传统的空气多级采样器，该简易

采样器材料成本约 150 元，采样时间短缩至半

小时之内，不依赖于外接电源，仅仅 2.5公斤便

于携带。”卞晓军说。

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应用该简易采样器对

上海地区的雾霾微生物进行大规模采集分析，

以及微生物实验室环境中有害生物气溶胶进

行监测。未来，有望应用于野外农田采样、战

地反恐采样、配合无人机高空采样等。

新采样器让你更快看清霾中微生物

一只 6 岁大的恒河猴被手术单覆盖，安静

地躺在手术台上。围绕它，几位身穿手术服的

科研人员忙碌着。两个小时后，它成为了一只

拥有 3D打印血管的猴子。

日 前 ，四 川 蓝 光 英 诺 的 科 研 团 队 成 功

将 3D 生 物 打 印 血 管 植 入 恒 河 猴 体 内 ，实

现 血 管 再 生 。 本 报 已 于 15 日 简 要 报 道 这

一消息。

血管是如何“打印”出来的？这项技术的

核心理念是什么？国际上都有哪些相关进

展？血管是 3D 生物打印中的关键一环，这次

突破后，器官打印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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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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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用勺子吃饭是一

件很简单的事，但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而言，

这简直就是极大的挑战。

基于此，谷歌子公司 Liftware 为手震颤患

者推出了两款 Liftware 系列的勺子，这些勺

子配有高科技传感器、计算机以及发动机，

能帮助患者摆脱因手脚不便而无法独立进

食的窘境。

谷歌勺子：手部机能障碍者的进食助手

国外游客一直是日本旅游业的“财神爷”，

日本商家便想尽办法招揽更多的中国游客进

店消费，第一步便是打破语言障碍。

为此，松下近日展示了一款“卖场神器”。

这种智能扩音器能够同时将日语语音实时翻

译成中国话、韩语和英语来进行播放，无论在

机场、车站这样的交通枢纽还是在百货商场，

都可以让国外游客获得更好的服务。

卖场神器：日本商家活用智能翻译

看过《哈利·波特》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台魔法打字机，无需人工可以自

己打字。而现在，竟然出现了一台可以自动打字的打字机，难道是从魔法学

院跑出来的？当然不是了，这是一台由梅赛德斯·奔驰发明的自动打字机。

这台自动打字机是由位于加州桑尼维尔的北美研发中心发明的，而

这个研发中心通常是负责奔驰汽车科技部分的工作，如智能仪表盘、车载

娱乐系统等等。

这台打字机需要你先开始打字，比如你想一个故事的开头，“在山的那

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小精灵……”打完几行字后，就可以放手让打字机自己

工作了，它会完成下面的故事。没有预设的编程，完全是使用AI人工智能

分析，所以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当然无法预测了，不过这也是种乐趣。

当然奔驰发明这个自动打字机绝对不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去的，奔

驰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将这种 AI技术应用到自动驾驶汽车上，包括可以

监控周围交通、行人状况和潜在的危险等，并及时作出反应，而不是根据

相应的编程。毕竟开车途中的变化都是不可知的。

奔驰“显摆”会自动写作的
AI打字机

■情报所

血管都能打印了，器官还会远吗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段内径 4毫米、长度 2厘米的“血管”，使

用前会被盛放在保温箱内。这段白色“血管”

的性状，看起来与普通人工血管无异。科研人

员就是用它置换了恒河猴的一段腹主动脉。

“血流频谱非常一致。”来到华西医院再生

医学研究中心，高级技师孙效容正给一只植入

3D 打印血管 70天的恒河猴做超声检测。这样

的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孙效容和同事会检测

猴子血管中是否出现血栓，以及植入的血管与

其自身血管的相融情况。孙效容指着 CT造影

三维重建图像上的圆环状图案说，“内膜已经

分层，意味着打印细胞已经长成了一个完整的

血管的形态。”

截至今年 12月 1日，该团队已在 30只恒河

猴体内进行 3D 生物打印血管体内植入实验，

实验动物术后存活率为 100%；植入血管功能

的观察从植入后 1 天开始到最长 104 天，各项

生理指标均未发现异常。

【现场直击】

长成完整的血管

此次突破的一个关键词，是“内皮化”。这

么说不仅仅是因为该项目的名称为“3D 生物

打印促进人工血管内皮化”。

内皮化指自身血管内膜的最表层细胞，向

人工血管的管腔表面生长，形成一层内皮细胞

的膜状组织。自体血管与人工血管的主要区

别是有无内皮细胞衬里，适度血管内皮化有利

于血液流动的动力学改变。因此，使人工血管

内皮化，极其重要。

“千人计划”专家、四川蓝光英诺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康裕建教授告

诉记者，他们先从恒河猴身体中取出约 5 克

脂肪，提取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制备成“生

物 墨 汁 ”，再 用 带 有 两 个 喷 头 的 3D 生 物 血

管 打 印 设 备 ，打 出 具 有 生 物 活 性 的 人 工 血

管。“生物墨汁”由“生物砖”组成，“生物砖”

是一种精准的具有仿生功能的干细胞培养

体系。

“5 天之内，内皮层就会出现，同时平滑肌

层也会出现。28天，所有这些组织分化都能完

成，我们移植进去的组织基本和正常的组织没

有区别。”康裕建说。

这一技术的核心理念是在不对干细胞加

以修饰的前提下保持干细胞干性，通过调动体

内自主再生能力，实现机体自主调节组织再生

和功能恢复。这是对目前在干细胞研究与应

用过程中对干细胞进行人为诱导、分化等方向

认知的根本性重大挑战。

【技术核心】

调动自主再生能力

美国田纳西大学分子资源中心执行理事

唐纳德·托马森教授对此成果评价：“世界各地

都在发展生物材料 3D 打印，这个项目的成果

是我见过最成熟的。”他预计，通过临床试验，

技术有望在 5到 10年内大规模使用。

那么这项技术的用武之地在何处？

蓝光英诺表示，3D 生物血管打印未来主

要应用于心血管疾病领域。目前全球约有 17

亿人受到心脑血管疾病困扰。其传统疗法是

人造血管植入与支架搭建手术，但过去的人造

血管不是生物材料，无法产生内皮细胞，其进

入生物体后容易发生堵塞、凝血等问题。而解

决了内皮化问题但生物血管，则能够生成血管

内皮细胞，保证血液流动畅通。

那说好的器官打印呢？

自从 3D 生物打印技术甫一出场，我们就

憧憬着 3D 生物打印技术与医疗技术深度结

合，未来将逐步发展至成熟人工组织器官体外

制造技术。但其难度不可谓不大，我们先看看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世界范围内，3D 生物打

印技术的进展。

今年 2月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报告显示，

研究人员已经利用新开发的 3D 生物打印系统

打印出人造耳朵、骨头和肌肉组织；同期，美国

韦克福雷斯特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组织和器

官集成打印系统”，可将含有活性人体或动物

细胞的水基凝胶与可生物降解的聚合材料结

合作为打印材料，有助于人造器官形成稳定结

构，并能在人造器官中打印出许多类似血管的

微小通道，通过这些通道获取氧气和营养物

质；10月，新加坡研究人员发明一种 3D 打印支

架，该支架能够生长出骨头，并可以用于患者

牙齿被拔掉之后放置牙科植入物，研究人员表

示，3年内正式推出 3D打印支架。

我们发现，包括之前见诸报道的生物打印

成果，多是骨骼、骨架或者模型等应用，而非成

熟的器官，其背后原因是研究人员还未很好解

决生物活性的问题。

据分析，除了细胞技术、生物材料和制造

平台的难点，要实现器官可打印，血管系统亦

尤其重要。大部分人体组织和器官都有血管

系统，有足够供血才能保持生物活性。如无相

应血管系统，即使能制造出器官替代品，也难

以长时间存活。有业内人士认为，3D 生物打

印出有血管系统的组织器官，并且能融合于人

体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能否实现这个行业的

最终目标的最大挑战。

此次实验的成功，证明人工血管内皮化问

题可以通过 3D 生物打印的方式解决，因此对

再生医学未来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工程院院士戴尅戎的评价更让人充满期待，

“主要价值不是打出一根血管，而是通过打出

一根血管，解决了一个怎么供应血管细胞和各

种活性物质的手段。这种手段将来打印血管

有用、打印肝脏有用、打印肾脏也有用。”

3D 打印人造器官这种以活细胞为原料打

印活体组织的技术，通过在体外或体内直接打

印活体器官组织，替换失去功能的器官或组

织，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移植供体不足等问

题。如果我们的受损器官能够被修复，人类将

进一步走近健康长寿的目标，还能杜绝目前的

器官移植交易问题。

至少，3D 生物打印器官成熟之后，苹果再

出新 iPhone，卖肾不再是买手机的好办法了。

【前景分析】

打印器官意义非凡

蓝光英诺团队成功将人造血管植入猴子体内

33DD打印心脏模拟图打印心脏模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