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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科学

9月初，一场“吃鸡”主题婚礼在成都

红杏酒家隆重举行，将火爆全国的《绝地

求生》游戏元素融入到婚礼创意中，令宾

客大开眼界。当宾客问新郎这是谁想的

点子时，新郎答道“那个卖喜酒的哥们

儿！”这句话让席间的“优选喜酒”泸州老

窖六年窖头曲嗨爆全场嘉宾。

什么才是幸福的婚礼？
婚庆业内人士常说：“幸福的婚礼

不仅是让新人感动、满意，家人有面子，

还要得到现场宾客的称赞！”随着 90 后

成为结婚主力军，其消费观念、婚礼喜

好等均发生较大程度改变，过去听从父

辈建议的、千篇一律的婚礼形式已经过

时。如今的 90 后比 80 后更加个性，对

于婚礼不仅要求品质，更要求创意化定

制。这对包括酒水在内相关品牌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提供高品质产品

外，更要提供多元化、策略性的服务。

想要高大上，更要不一样
企业要直面结婚群体变化：90后的

婚庆时代已经到来，虽然更舍得花钱，但

比80后更难“伺候”。如果仍然停留在传

统大众化的营销策略，或简单的销售政策

来打动消费者，比如送大礼包、气球、拱

门、廉价旅游之类，往往会被年轻个性的

消费者嗤之以鼻。所以一定要做好策划，

从单纯的卖酒，变为融入式的参与，让产

品和创意型婚宴市场真正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泸州老窖六年

窖就主动改变营销策略，通过民政局

“结婚领证送喜酒”品牌活动，做了大量

市场调研：年轻新人喜欢什么、爱玩什

么、希望什么样的婚礼等。在不断地交

流碰撞中迸发出激烈的火花，同时为不

少新人策划了各类别开生面的主题婚

礼。像汉式、民国、海洋等主题都成了

常规操作，更有“吃鸡”、“王者荣耀”、足

球等个性创意主题。除此之外，更不断

吸收年轻消费者意见，于口感上不断地

进行升级更新，新产品入口更柔和，满

足了他们对口感的需求。

所谓的创意婚礼策划并不难，只要

保持敏锐的市场嗅觉，多与年轻人沟

通，时刻洞察他们的喜好。泸州老窖六

年窖就是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储备了

丰富的创意资源库，整合形成了多元化

的营销手段，不断巩固着“优选喜酒”的

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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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在 1994 年

出版《失控》时，就已经预言

未来将会是：人类逐渐机器

化，机器则会生物化。这个

趋势，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兴

起的今天，更加明显。

先单说人类的事情。将

来，人类肉身中部件的修复、

更新，可能会大量地依靠材

料科学。3D 打印活体器官

延长寿命的梦想尽管遥远，

但我们正向它一步步逼近。

浙大教授发明新型生物3D打印

未来有望自由制造人体“零件”

想要长寿
可能靠的就是

“生物墨水”
本报记者 章咪佳

本报通讯员 周炜

本报记者章咪佳开讲

有趣的科学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贺永教授课题组发明了一种新型

生物 3D 打印方法，能够操控不同种类的细胞形成特定结构

的微球，进而长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微组织。

这一方法将为体外重建类器官，为开发更为高效的器官

芯片、实施更有效的细胞治疗等，提供有效路径。

相关论文近日作为封底论文，刊登在著名的学术出版机

构Wiley旗下的《SMALL》杂志上。

3D打印人体零件
有一天换器官就像换电池

平行宇宙理论世界级研究权威、麻省理工物理系终身教

授迈克斯·泰格马克在他的新书《生命 3.0》中，最重要的观点

是他把整个宇宙的生命做了划分：

生命 1.0 形态（除人类以外的生物）的硬件和软件，都是

自然缓慢演化的结果，所谓天造地设；

生命 2.0 形态，就是人类——硬件代代一脉相承，基本稳

定；软件，指的是意识，可以快速进化，通过后天的学习、发展，

发生很大的改变。

但是泰格马克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正在朝生命 3.0

状态演化——软硬件都可以快速迭代更新的生命体。也就是

说，很有可能，人类的寿命将越来越长，身上都会有人工的设

备。

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自由制造人体“零件”，更换器官就

像更换电池一样方便，器官移植的来源就不再成为问题。不

过要真正实现活体器官的3D打印，路途还是有点遥远。

在 3D 打印的“初级阶段”，人类已经能够精准地打印牙

齿、骨骼等组织结构相对简单的零部件，并应用于临床。颅骨

损伤的病人，也可以通过3D打印头盖骨实现整形。

但是，如果要把打印目标扩展到人体所有“零件”，挑战就

大多了。

首先，要保证人造器官能够适应人体的力学环境——不

能太硬、太软或者塌陷；

其次，器官要能够存活并发挥特定的功能。比如，尽管

3D 打印的心脏“模型”已经很多，但至今没有一颗真正的 3D

打印心脏，能够成功植入生物体内。

“我们想试试能否先实现一个小目标，打印生物活性的微

组织。”贺永说。

操控“生物墨水”打印
靠的竟是一股气

科学家将不同的细胞，分别用水凝胶包裹，制成“生物墨

水”，在一个微流控芯片喷头的控制下，一点点“吐”出多组分

细胞微滴。

“用这台机器，我们‘打’出了血管化的骨组织。”贺永说，

他们第一次用两种分别混合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人脐带静

脉内皮细胞的“生物墨水”，同步打印出了带螺旋形的微球。

其中，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定向分化为成骨细胞，内皮细

胞会形成血管化细胞。经过几天实验室培养，呈螺旋形血管

化的成骨类器官就形成了。

用这种方法，实验室还做出了玫瑰花、带螺旋的微球、太

极等造型的颗粒，直径在200微米（相当于0.2毫米）左右。

总之，可以操纵细胞任意形成特定的“队形”。

“生物墨水”的组分之一水凝胶，是有名的“软”物质，如果

对这么软的材料进行精准操控，颇为艰巨。课题组用一阵

“风”巧妙地解决了：

在一股微气流的吹动下，喷头吐出的液滴不会马上落下，

而是会旋转起来，此时再根据数学建模控制不同组分“生物墨

水”下降的方向，就能形成精致的立体结构。这个过程，有点

像我们在转动的蛋糕模具上裱花，让不同细胞形成特定的立

体“编队”。

“这一技术的精度可以达到单细胞分辨率。”贺永说，与现

有生物制造方法相比，其特点是首次实现了在微小空间内三

维结构的可控成型，为体外重建复杂类器官提供了新思路。

“3D 打印生物微组织的另一个用途是细胞治疗。”贺永

说。

当前细胞治疗的一大难点，在于直接注射的细胞容易被

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吞噬。“我们或许可以打印出具有特定功

能的细胞微球，让它们抱团在血管中行进，就不怕被吃掉，而

且一到目的地，马上就可以发挥作用。”贺永说。

浙大一位从事生物学研究研究的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在

医学上很有意义：目前人类的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干细胞培养

出各种类型的细胞，但接下来还需要让这些细胞形成特定的

组织结构。

因为天然的生物组织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比如血管

是由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等组成的复杂结构，

有的以维持弹性，有的用来防止血液凝固。“如果要‘打印’血

管，就需要将不同的细胞打印到一起，形成特定的结构。”贺永

说，三年前，他的课题组开始了尝试。

贺永实验室用“生物墨水”打印的一朵玫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