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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小的针头不超过一张纸的厚度和一根头发的宽
度，却可以帮人们实现无痛注射和抽血。微针可以穿
透皮肤却不会触碰神经末梢，并可以附着在注射器或
贴片上，甚至可以混入乳膏中。从此，人们足不出户就
可在家中完成抽血，然后可将血液样本送到实验室或
当场进行分析。此外，微针技术还能节约设备和人力
成本，让医疗服务不足地区的人们更易获得医疗服务。

3D打印微针消除痛苦

皮下注射针由于其低成本和相对大的容量已经
使用多年，但是插入时通常会伴有疼痛，并且会产生
大量医疗废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1970年引入了
微针贴片，这种贴片更方便，能够携带多种药物并在
使用时减轻疼痛。

如果要对这些微针进行3D打印，则可以使用自定
义的几何形状来创建它们，以提高不同药物的功效，但
是到目前为止，由于缺乏精确性，这种情况无法避免。
例如，熔融沉积建模（FDM）和基于喷墨打印的方法需
要大量且昂贵的后期处理，以增强和完善设备的功能。

此外，以前的实验用针必须相对较大以提供足够
的强度，但是发现这种增大的尺寸会增加插入过程中
的疼痛。为了克服这些限制，科学家们转向了一个不
太可能的来源：帽贝（一种具有极强力的牙齿的水生
蜗牛）。最近的研究表明，海洋生物的牙齿由许多层
次的纳米纤维组成，是自然界中发现的最坚固的材料
之一。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已
经开发出3D打印的微针贴片，可无痛地输送药物。
受帽贝的层次结构的启发，该团队创建了一个增强的
微针阵列，该阵列显示出对长期使用的增强抵抗力。
此外，利用磁场辅助3D打印（MF-3DP）工艺，该设备
的形态可以在将来进行优化，以不使患者在临床试验
中感到不适的情况下提供药物。

研究人员的生物启发式微针阵列

帽贝的牙齿强度归因于针铁矿矿物的独特排列，

使其难以使用传统的微细加工方法进行复制。结果，
团队选择部署MF-3DP技术，该技术通过磁场将光固
化聚合物材料内部的氧化铁纳米粒子（aIOs）对准。

然后，团队使用立体光刻（SLA）系统选择性地固
化复合材料，并通过调整不同点处的磁性颗粒浓度来
调节针的直径。所得的微针以四边形图案制造，每个
圆锥形装置的直径为200μm，但发现分辨率受针头宽
度的影响。

通过调整打印机的光穿透深度，该团队发现
他们能够更精确地调整其设备的宽度，最终实现
仅为 8μm 的宽度。此外，科学家的生物启发性阵
列在测试过程中被证明比以纯聚合物印刷的相同
设计要强，后者具有较低的交联度，并且在插入时
会弯曲。

为了评估其微针贴片的减轻疼痛的元素，研究人
员将其应用于小鼠，并观察到有和没有贴片的行为无
差异。该团队还测试了其设备在猪皮肤上的药物输
送能力，发现荧光素可以成功注射并在两天内释放。

总的来说，科学家们认为他们的方法是成功的，
因为他们的微针由于对齐方式而表现出更高的机械
完整性。将来，该团队MF-3DP工艺的精确性将有助
于开发具有可定制的微观特征的针，以用于生物医学
和临床应用。

3D打印药物输送系统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工程师团队
New Brunswick正在开发3D打印微型针头，这种针头
可以减轻药物注射、疫苗接种和血液采样带来的疼痛。
创新的微针灵感来自附着在宿主皮肤上的一些寄生虫。

受寄生虫启发的微针所带来的好处，恐怕远远超
过提到这个字眼所带来的不适感。利用3D打印和在
打印后可改变形状的智能材料，罗格斯大学团队创造
了新的注射和采血方式，比现有皮下注射针头更简单
且无创。

皮下注射针头是用于提取血样、注射药物或接种
疫苗的主要医疗器械。而通常看病的人知道，打针可
不是令人愉悦的事情，疼痛感经常让人望而却步。常
规的微针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们为医护
人员提供了一种减轻注射痛苦，并最大程度降低感染
风险的方法。现有的微针不易驻留，从而在控制药物
输送方面出现了挑战；新的3D打印微针可以提供更
好的解决方案。

罗格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系助
理教授、项目研究员Howon Lee解释说：“我们的4D
打印微针阵列将使微创、无痛且易于使用的微针更耐
用、持久，以实现输送药物、治愈伤口、医疗传感以及
其他软组织应用。”

创新的4D打印微针灵感来自自然界，研究团队
借鉴了某些生物的特征，例如寄生虫、蜜蜂和豪猪等
生物的鳞茎微钩。借助仿生学原理，研究团队设计了
一种微针，该微针在插入皮肤组织时会互锁。

罗格斯大学工程师说，他们结合使用了微型3D打
印和4D打印，在微针上创建了倒刺结构，以实现更好
的皮肤附着力。然后用鸡肉的组织样品对4D打印的
微针进行了测试，并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打印的微
针比未打印的微针强18倍，并且性能优于现有产品。

另外，黏性微针可能会在生物传感应用中发挥重
要作用，因为它们可以检测DNA、酶、抗体等健康指
标。对于必须接受连续血样监测血糖水平的糖尿病
患者，微针可以提供一种侵入性较小的技术，进一步
优化现有的血糖监测方法。

凭借酷炫的空中成像技术，用手指点点空气，医
院挂号看病就能实现“一指搞定”；戴上VR设备，休闲
娱乐良性互动，真实与虚拟“无缝切换”……在2020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现场，一系列最新显示产品吸引
了广大观众的目光。

在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台“无
接触自助挂号机”边站满了前来体验的观众。不用
接触屏幕，当空中闪现着“按科室挂号”“按医生挂
号”“门诊缴费”等选项时，只需用手指点点空气，就
能完成挂号看病等操作。

“我们利用空中成像技术研发了这款产品，在空
中就能完成操作，有效避免交叉感染风险。”东超科
技公司品牌运营经理李国文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这款产品应用到安徽、湖北等地的多家医院，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于11月20日至21日在
安徽省合肥市举办，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显示：让世界更精彩
让生活更美好”。

除了酷炫的空中成像技术外，让人眼前一亮的
显示“黑科技”还有不少。记者了解到，在千变万化
的“屏”中，可弯曲的屏，能够让手机折叠起来，携带

更便捷、功能更多样；可穿戴的屏，做成眼镜和手表，
展示精彩世界，守护身体健康。

正在进行沉浸式、互动式高端VR体验的观众，伴
随着电脑屏幕里的动作指令，一会儿站立，一会儿蹲
下……这是记者在宏达通讯有限公司展台前看到的
一幕。公司售后部培训经理徐超说，观众体验的是
今年新推出的VR设备，采用了定位追踪系统，让用户
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内体验VR，“头盔采用上掀的设
计，让用户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间来回切换，佩戴
的舒适性得到很大提升。”

人们每天都会接触一系列屏幕，手机显示屏、计
算机显示屏、车载显示屏、电视显示屏……显示已经
融入生活当中。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新型显
示产业规模稳步增长，从2012年的740亿元增长至
2019年的3725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为全球产
业链注入持续动能。

“数字无所不在，显示无处不在。”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认为，作为一个信息
窗口，新型显示越来越成为我们升级消费、壮大产业
发展的关键支撑，这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智能化发展
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意义。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杜刚 郭燕）新疆
乌鲁木齐市三宫变电站110千伏电力地下管廊
11月20日迎来一名“超级员工”。一台投影仪大
小的白色机器人用两只摄像头“眼睛”记录检测
周围环境和设备运行变化。这是新疆第一个地
下管廊智能巡检机器人。

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电缆运检班工作负责
人周书强说，以往每隔15天需投入2至3名电力
人员巡检管廊内电力线路，耗时费力，且在密闭空
间内持续作业时，人员存在遭遇火灾、气体中毒等
安全风险。

眼前，这个搭载了可见光、红外摄像头、气体
和温湿度外部传感器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具备视
频监控、红外热成像、环境监测、自主充电等12
项功能，通过无线信号为后方处理系统提供数
据，能够及时预警故障和灾害。

“管廊内如发生线路故障，将影响变电站正
常运行及居民用电，还可能导致数千万元损失。
有了这个机器人，地下管廊电力线路运检模式实
现从‘事后检修’到‘事前诊断’的改变。”周书强
说，智能巡检机器人效率相较人工提升约25倍，
未来这类机器人将更多出现在电力、通信、燃气
等地下管廊中。

世界经济论坛和《科学美国人》杂志近日共
同发布一份最新报告——《2020十大新兴技
术》，这份报告是国际专家指导小组从75项技术
提名中选出的。

从电动飞机到可以“看见”拐角处物体的量子
传感器，专家在筛选这十大新兴技术时称，这些技
术必须有潜力超越现在，并在将来能刺激社会和
经济进步。它们还必须足够新颖，目前还没有被

广泛使用，但很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产生重大
影响。世界经济论坛称，将通过其技术先锋社区和
全球未来理事会网络等工作，支持并帮助推动这种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未来福祉至关重要的创新。【 】

微针 实现无痛注射和抽血
■ 青 木

新疆首个地下管廊
智能巡检机器人投运“ ”什么是这样！

新华社记者 姜刚 董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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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生物启发研发的微针贴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