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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研发出提纯癌症CAR-T免
疫疗法制剂的新方法

新华社堪培拉电（记者 岳东兴 白旭）南
澳大利亚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
与一家生物治疗公司合作，开发出一种基于微
流体技术的新方法来提纯癌症CAR-T免疫疗
法的制剂，可以降低治疗成本和副作用。

癌症的CAR-T免疫疗法是指提取癌症患
者自身的免疫T细胞后进行生物工程改造，使
其能够识别并攻击特定的癌细胞，再输回患者
体内进行治疗。这是近年来被研发界寄予厚望
的一种新兴抗癌疗法。

参与上述制剂提纯研究的莫娜·埃尔丝玛
丽说，CAR-T免疫疗法已在白血病等血液癌症
的治疗中取得积极成果，一些团队正研究将其
用于治疗实体肿瘤，但是该疗法的潜力尚未完
全实现。

3D打印制造是目前工业界技术发展的重要趋
势。近日，德国弗劳恩霍夫陶瓷技术和系统研究所
宣称，他们开发了一种多材料喷射系统。该系统可
一次处理多达4种材料，将其不同特性，如导热、导
电、绝缘组合到一个产品中。这使创建具有组合属
性或功能的产品成为可能。

据介绍，该系统打印精度在300~1000微米之间，
可形成高度在100~200微米之间的沉积层，可以制造
20厘米×20厘米×18厘米大小的零件。

多材料打印，高效省时

3D打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医学、电子、人工智能
等领域，如微型电池、心跳检测器以及微型血管清理
机器人等。其简化制造工序的同时，也大大缩减了
制造成本及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材料与制造学部教授赵治介绍，
简单来说，3D打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把需要
打印的材料调配好，再通过喷嘴将这些材料挤出来，
根据需要堆叠成合适的形状并固化，整个过程主要
是物理变化。根据挤压堆叠和固化的方式，可细分
为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SLM）、三维印刷工艺（3DP）、
熔融沉积成型技术（FDM）等。另一类是先配好反应
液，而后进行光照，利用光化学反应使其从液体变为
固体，通过改变光照的分布，控制产品的形貌，这是
个化学过程。赵治说：“光照打印的优势是精度高，
理论上可以达到微米或亚微米级。同时，打印速度
较快，几十分钟就能完成。”

而前者利用喷嘴进行打印，受限于机械加工技
术，精度较差，速度也更慢，但材料适用范围更广一些。

“不论是哪种技术，运用中都要考虑制备条件、
材料和工艺之间的相容性，要针对不同的产品功能
以及材料特性，选择最合适的打印方式。”苏州大学
能源学院教授孙靖宇介绍道。

不同材料条件的统一是关键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3D打印的产品需要一体成
型，而产品的各个部件往往需要承担不同的作用，需
要使用多种材料。如可穿戴设备就涉及很多材料，
需要有柔性材料保证穿着的舒适度，又需要区分导
体和绝缘体。

因此，多材料3D打印技术和设备为推动现代工
业化中大规模精准制造提供了可能。

据了解，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新系统可用于制
造高度复杂的零件，如卫星推进发动机中的点火系
统。由于卫星发动机燃烧舱的温度非常高，需要使
用耐热性良好的陶瓷，同时导电组件和绝缘组件也
要精准分开。利用该系统，能够同时进行这三种材

料的打印。
赵治介绍，目前国内外很多其他技术也能够实

现多材料打印，但面临着不少问题。“不同材料所需
条件不同，金属类的材料条件苛刻，往往需要高温或
激光条件。如果同时还想打一些比较脆弱的材料，
如在高温条件下可能会熔化或分解的高分子类材
料，找到统一的条件有一定难度。”他表示，如果不同
材料结合得不够好，仍然难以发挥作用。

技术水平有待观察

在孙靖宇看来，材料如何均匀分散是目前3D打
印技术，特别是挤压堆叠式打印，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3D打印的工业化进程中，通常采用热塑性黏
结剂来均匀包覆目标材料，使其分散均匀，但黏结剂
的加入将严重影响所得产品的力学、光学、电学等方
面的性能。另外，热塑性黏结剂在打印过程中需经
高温熔化，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可打印活性材料的
选择，进一步限制了3D打印技术的应用范围。

“因此，在3D打印发展过程中，需要开发特种黏
结剂用于目标材料。而此次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开发
的多材料喷射系统，可以将陶瓷、金属等的热塑性黏
结剂均匀地混合，做成墨水的结构，并且能精准定位
墨水喷出，这比较难得。”孙靖宇说。

赵治认为，这种多材料打印系统是个很好的研
究方向，但工业应用潜力还有待观察。该系统所能
实现的打印精度，利用机械加工完全可以达到，并且
成本更低。

近日，我国自主
研发的时速400公里
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
车组，在中车长春轨
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下线。列车可在不同
气候条件、不同轨距、
不同供电制式标准的
国际铁路间运行，能
让国际、洲际旅行更
便捷。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 王默玲）由国家电网
兴建的国内首条35千伏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示
范工程，在近日正式启动了电缆试拉试验环节，
并收集到了第一批高温超导电缆在复杂环境下
敷设时的牵引力、侧压力等关键数据，证实了施
工方案的可行性。

高温超导输电，是指在相对于绝对零度而
言的接近零下200摄氏度的液氮环境下，利用超
导材料的超导特性，使电力传输介质接近于零
电阻，电能传输损耗接近于零，从而实现低电压
等级的大容量输电。这一示范工程开启了高温
超导电缆输电技术在国内的首次商业化应用。
建成投产后，该项目也将成为世界上输送容量
最大、距离最长、全商业化运行的35千伏超导电
缆工程。

我国首条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
工程试拉试验获得成功

俄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
开始服役

新华社莫斯科电（记者 鲁金博）俄罗斯建
造的当前世界上动力最强的核动力破冰船“北
极”号10月21日正式交付，开始服役。

当天，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北方城市摩
尔曼斯克出席了“北极”号的交付仪式。米舒斯
京说，破冰船队的组建大力开发了北方海路的
运输潜力，俄罗斯破冰船队的发展增加了亚欧
国际贸易通过北极走廊的兴趣，而且使俄罗斯
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极走廊占有领先地位。

“北极”号是22220型LK-60YA级核动力破
冰船的首船，长173.3米、宽34米，排水量3.35万
吨。它装备两座RITM-200型核反应堆，可破开3
米厚的冰层，是当前世界上动力最强的破冰船。

日本发明
培养肝脏祖细胞的新技术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 华义）近日，日本研究
人员发明了利用人体血管内皮细胞培养肝脏祖
细胞的新技术。肝脏祖细胞能分化为肝细胞等，
该新技术或可用于重症肝病患者的移植治疗。

来自九州大学、京都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利用细胞直接重编程技术，向人体血管内皮
细胞导入3个特殊转录因子，成功培养出了具有
高增殖能力的肝脏祖细胞。

肝脏祖细胞具有分化为肝细胞和胆管上皮
细胞的能力。在肝细胞移植实验中，研究人员
给罹患致死率较高的急性肝衰竭的实验鼠植入
由肝脏祖细胞分化而来的肝细胞，成功将实验
鼠的存活率从20%提高到80%。研究人员认
为，将来有望利用该技术给重症肝病患者进行
移植治疗。

多材料3D打印
制造技术有了新突破

■ 刘如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