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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款新型高

速 3D 打印机。这款先进的生物打印机

利用“动态界面打印”技术，巧妙借助声

波，能在几秒内快速精准构建并打印出

3D 细胞结构。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

《自然》杂志。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这 项 技 术 为 癌

症研究提供了一种精准 复 制 特 定 人

体 器 官 和 组 织 的 利 器 ，将 极 大 提 升

预 测 和 开 发 新 型 药 物 疗 法 的 潜 力 ，

显 著 降 低 对 动 物 实 验 的 需 求 ，为 药

物 发 现 开 辟 一 条 更 先 进 且 合 乎 道

德 的 新 路 径 。 此 外 ，该 技 术 也 有 助

为患者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治疗

方案。

研究人员解释称，传统的 3D 生物

打印是一个缓慢而精细的过程，需要逐

层堆叠细胞。然而，这些细胞往往很难

“精准就位”，导致难以打印出准确的人

体组织结构。

而新型打印机则能利用振动气泡

产生的声波，对细胞进行精准操控和排

列，从而创建出精确而复杂的 3D 组织

结构。

更重要的是，传统 3D 生物打印过

程速度较慢，而这款打印机的速度比传

统方法快 350倍。

此外，传统方法打印出来的细胞结

构在转移到实验平板时，往往容易受

损，影响细胞结构的完整性。而这款打

印机则能直接将细胞结构打印到实验

平板上，从而能确保打印结构的完整性

和无菌性。

研究人员认为，生物打印具有巨大

潜力，但一直饱受效率低下和应用范围

有限的困扰。最新技术在打印速度、产

品精度和一致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为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搭建了

一座桥梁。

未来，研究人员或将从患者身上采

集组织样本，打印出定制组织模型，并

通过一系列药物测试，筛选出最佳药

物，从而大幅提高新药开发的效率，推

进实现精准医疗。

高 速 3D 生 物 打 印 机 面 世
利用声波几秒钟内精准构建出细胞结构

新型3D生物打印机。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美国梅奥诊所两名科学家在新一

期自然出版集团旗下《微重力》杂志发

表论文称，他们研究发现国际空间站上

的微重力环境可以增强干细胞的再生

潜力。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生长的干细

胞，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未来有

助加速新药研发进程，可为治愈疑难杂

症提供新“武器”。

然而，也有科学家对此持谨慎态

度。他们认为目前在太空培育干细胞

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一些未知因素需

要探索。比如，长期暴露在微重力环境

下，干细胞是否会丧失部分功能？这些

细胞在返回地球后，功能和活力是否会

有很大变化？

环境促进细胞生长

梅奥诊所再生生物治疗中心研究

专家费伊·阿布尔·加尼和阿巴·祖拜

尔等分析了在国际空间站开展的三次

干细胞实验数据。他们想要解答一个

疑问：太空能成为孕育大量干细胞的

摇篮吗？

人体骨髓和脂肪组织内的成人干

细胞数量有限。为获得足够多的干细

胞用于临床研究，以及供患者使用，必

须对干细胞进行增殖。然而，这一过程

不仅成本高、耗时长，而且得到的干细

胞质量还可能参差不齐。

与在地球实验室环境中培育干细

胞相比，微重力环境可以促进干细胞更

好地生长。加尼解释称，太空干细胞培

养实验中，他们发现了在正常重力环境

下无法检测的细胞机制。这让他们对

干细胞是如何增殖、如何发挥作用，以

及是如何变形为特化细胞有了全新认

识。所谓特化细胞指丧失分裂能力，但

保持生理机能的细胞，如神经细胞和肌

肉细胞等。

中国天津大学药学院研究员刘子

川表示，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可使干细

胞回归至更原始和未分化的状态，可用

于延缓衰老、形成类器官等。

蕴藏较大临床潜力

祖拜尔等人开展的研究表明，在失

重状态下生长的几种干细胞，蕴藏着较

大的临床潜力。

例如，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成体

干细胞，其能分泌具有愈合潜力的生

长因子。他们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微

重力条件下扩增的间充质干细胞，比

起地球上生长的同类细胞，免疫抑制

能力更胜一筹。

造血干细胞是血液系统中的成体

干细胞，具有长期自我更新的能力，以

及分化成各类成熟血细胞的潜能。研

究结果显示，在国际空间站上生长的造

血干细胞，不仅生命力旺盛，还能扩增

并分化为红细胞或白细胞，未来或许能

成为治疗血癌的“秘密武器”。

心血管祖细胞则是血管和心肌的

构建模块，在修复心肌方面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加尼称，在太空中培养的心

血管祖细胞，或许能为修复心脏病发作

后受损的组织提供全新的选择。

神经干细胞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

内，在大脑发育、维护和修复方面起关

键作用。在微重力环境下，神经细胞会

扩增。加尼等人正紧锣密鼓地研究，在

太空中生长的神经细胞，是否能为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提供替代疗法。

加尼认为，太空培养的干细胞能被

用于在培养皿中重现癌症和其他疾病

的逼真模型，利用这些模型，可跟踪疾

病进展情况，并测试新疗法的疗效。

研制之路并非坦途

尽管在太空培育的干细胞蕴含巨

大的研究和应用潜力，但其研制之路仍

挑战重重。

首 先 ，培 育 出 来 的 干 细 胞 长 期

暴 露 于 太 空 微 重 力 环 境 ，可 能 会 变

得“ 软 弱 无 力 ”，失 去 原 有 的 功 能 和

活力。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太空辐射

可能会损伤细胞的 DNA 并影响其生

长。

此外，也有科学家担心，在微重力

环境下生长的细胞可能会发生癌变。

对此，祖拜尔表示，他们在太空培养的

间充质干细胞中，没有发现可能引发癌

症的“蛛丝马迹”。

加尼强调，在太空培育干细胞目

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失重状态会对增

殖细胞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仍是未知

数，亟待更多科学数据、深入研究和充

足资金，来揭开其“神秘面纱”。未来，

随着对太空的进一步探索，利用太空

推进再生医学发展，干细胞应用将开

启新的篇章。

太空能成为孕育干细胞的摇篮吗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

诺丁汉大学药学院的科学家在研究一

种由毛虫真菌产生的化学物质方面取

得 了 新 进 展 。 这 一 成 果 已 发 表 在

《FEBS 快报》上。研究表明，这种化学

物质能够与基因相互作用，从而阻断

癌细胞的生长信号，为开发新的抗癌

药物提供了希望。

虫草是亚洲著名的保健食品和传

统药物，尤其是感染毛虫后形成的橙色

真菌——蛹虫草，其中所含的虫草素在

多方面的研究中展现出了潜在的抗癌

效果。不过，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在此之

前并不明确。此次研究中，团队运用了

高通量技术来评估虫草素对于多种细

胞系内成千上万个基因活性的影响，并

将其与其他治疗手段的效果进行了对

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虫草素是通过

影响细胞内部的生长诱导路径来发挥

作用的。

进一步研究发现，虫草素在细胞

内部会发生转化，形成虫草素三磷酸

盐。这种三磷酸盐形态被认为是细

胞 能 量 载 体 ATP 的 一 种 类 似 物 ，可

能是导致细胞生长受抑制的原因之

一 ，其 可 以 直 接 影 响 到 癌 细 胞 的 分

子结构。

新研究数据支持了虫草素衍生物

能够产生三磷酸盐形式的药物，这对抗

癌新药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虫草素能阻断癌细胞生长信号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桑迪亚

国家实验室及巴克内尔大学团队共同

发现：从常见矿物白云母中获取的研究

成果，再结合地震统计模型，可以量化

恶劣环境因素对材料性能的影响。这

一发现对于先进太阳能电池板、地质碳

封存设施以及建筑、道路和桥梁等基础

设施所用材料的选择和设计具有重要

意义。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

讯》杂志上。

该 研 究 核 心 在 于 白 云 母 这 种 矿

物的独特性质。由于其表面平整至

原 子 级 别 ，使 得 团 队 能 够 精 确 测 量

材 料 表 面 与 外 界 环 境（如 水 和 不 同

pH 值 的 溶 液）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及

其对材料强度的影响。通过使用纳

米 压 痕 仪 对 白 云 母 样 本 进 行 实 验 ，

团队能够准确记录材料在不同化学

条件下受到机械负载时的位移或破

坏情况。

结果显示，白云母在干燥条件下的

变形能力要大于湿润环境，且在碱性较

强的溶液中，材料顶层更容易变弱。这

些结果表明，化学环境显著影响了材料

的力学性能，从而可能加速材料的老化

和损坏过程。

团队指出，传统方法在评估工程

材料中化学机械弱化效应时往往依赖

复杂的分子动力学模型，需要大量的

计算资源。相比之下，他们提供了一

种更为高效的方法，即利用地震统计

模型来预测材料性能，这不仅加快了

材料失效测试的速度，也提高了实验

的效率。

该方法不仅为理解地质过程提供

了新的视角，也为开发耐久性更强、适

应各种极端条件的新型材料开辟了新

途径。

新方法可量化恶劣环境对材料的影响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0日电 （记者张
梦然）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研

究中，英国利物浦大学团队展示了一款移

动机器人。它能够运用人工智能（AI）逻辑

作出决策，以与人类同等甚至更快的速度，

联手执行探索性化学研究任务。这些身高

1.75米的机器人旨在应对化学探索中的三

大挑战：执行化学反应、分析产物，以及依

据数据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

演示中，两台 AI机器人以协作模式运

作，共同解决了化学合成领域的三个难题：

涉及药物发现的结构多样化化学、超分子

主-客体化学以及光化学合成。研究表

明，借助先进的 AI 能力，这些机器人能够

作出与人类研究者相当或相似的选择，但

决策速度远超人类。

在探索性化学中，决策是一个核心问

题。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先尝试几种化学

反应，之后选择那些产量较高或产物特别

有趣的反应进行放大生产。对于 AI而言，

判定某个结果是否值得进一步研究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涉及到多个层面的考

量，比如产物的新颖程度或是合成路径的

成本与复杂度。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团队为机器人设

计了一套 AI逻辑系统，使其能够处理和解

析数据集，从而自主作出决策。例如，机器

人可以迅速判断是否应该继续某一化学反

应的下一步操作，而这一过程几乎是瞬间

完成的。相比之下，人类化学家可能需要

耗费数小时时间来审查同样的数据。

尽管机器人在知识背景上相比人类专

家有所不足，但 AI作出的决策质量与合成

化学家相当，并且速度快得惊人。

团队计划利用这项技术来探索与药

物合成有关的新化学反应，以及开发用于

二氧化碳捕捉等领域的新型材料。这一

成果标志着在自动化化学研究领域取得

了重要进展，预示着未来科学研究方式的

重大变革。

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机器人

的协同决策能力日益受到重视。在复杂多

变的环境中，单个机器人毕竟“势单力薄”，

如果它们具备协同决策能力则有望突破困

境。例如，在工业生产线上，多个机器人通

过协同作业，实时共享数据，可共同决策出

最优的生产流程调整方案，从而大幅提高生

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不得不提的是，先进的

算法架构以及高效的通信系统等，是确保机

器人协同决策能力应用落地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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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英国利物浦大学

科技日报东京11月 10日电 （记

者李杨）中 日 科 技 交 流 会 近 日 在 日

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成功举办。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祝

学华、参赞洪志杰，日本科学技术国

际交流中心理事长冲村宪树、理事

秦舟，以及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

会长徐荣等嘉宾出席会议。

会 上 ，祝 学 华 全 面 介 绍 了 中 国

科学技术创新发展 状 况 ，深 入 探 讨

了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要 性 。 他 表

示 ，中 国 正 在 加 快 建 设 科 技 强 国 ，

以 应 对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的机遇和挑战，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 展 ，从 而 实 现 高 质 量 经 济 增 长 。

祝学华还分享了中国在科技改革领

域的最新进展，并详细阐述了相关

政策举措。

冲村宪树介绍了在中日科技交流

领域做过的相关工作，如推动设立“樱

花科技计划”等。随后围绕日本当前

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方向，冲村宪树

展望了中日两国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

的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祝学华与冲村宪树还就人工智

能、温室效应等相关前沿科技议题和

科研经费管理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座

谈，并围绕中日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

的互补优势、合作前景和潜在挑战进

行了深入讨论。

本次交流会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科技处主办，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和日

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等多家在日科技

团体协办。

中日科技交流会在东京成功举办

科技日报讯 （记 者刘霞）英 国

和澳大利亚科学家联合开展的一项

研究发现，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增加

少量运动，如爬楼梯或骑自行车等，

就能降低血压。而且，每天只需额

外 锻 炼 5 分 钟 ，血 压 就 会 有 所 改

善。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循

环》杂志。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和悉尼大学的

科学家，分析了 14761 名佩戴活动追

踪器的志愿者的数据，以探索一天中

的活动与血压之间的关系。

他们将志愿者的日常活动分为 6

种：睡觉、久坐、慢走（步频低于每分钟

100 步）、快走（步频超过每分钟 100

步）、站立，以及更剧烈的运动（如跑

步、骑自行车或爬楼梯）。

结果显示，如果用 5 分钟运动代

替那些不那么活跃的行为，收缩压会

降低 0.68 毫米汞柱，舒张压则能降低

0.54 毫米汞柱。从整个人群的角度

看，收缩压降低 2 毫米汞柱、舒张压降

低 1 毫米汞柱，就相当于心血管疾病

风险降低约 10%。

高血压是全球最大的健康威胁之

一。这项研究显示，除了药物治疗外，

可能还有相对容易的方法来缓解这个

问题。

每天锻炼五分钟有助降血压

蛹虫草是一种能产生虫草素的橙
色真菌。图片来源：英国诺丁汉大学

白云母在科学领域有许多应用，但
它极易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

图片来源：研究团队

与在地球实验
室环境中培育干细
胞相比，太空微重力
环境可以促进干细
胞更好地生长。在
这种特殊环境下生
长的干细胞，展示出
与众不同的“特质”，
未来有助加速新药
研发进程。

图片来源：视觉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