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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为科研仪器开发和使用架起桥梁

——中科院电工所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合作研发纪实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彭科峰 发布时间：2013-07-03 【字号： 小  中  大 】 

在中科院这样一个机构庞杂、研究方向多元的大家庭里，如何在科研仪器开发和使用间架设桥梁，使双方优势

互补，实现合作共赢，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呢？在这方面，中科院电工所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合作的“高速扫描

原子力显微镜”项目或许可以算作其中的典范。6月28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走访了中科院电工所和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的相关实验室一探究竟。 

“简单来说，我们的仪器研发项目是为满足纳米中心的科研需求，研制一台高速原子力显微镜，帮助他们实现

细胞的动态特性观测。电工所则发挥了研制高精密仪器的专长。”中科院电工所所长助理、微纳加工技术研究部主

任韩立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这也算一拍即合。” 

在韩立身后，是堆积如山的各种资料，不大的办公室显得有些凌乱。“工作实在太忙，没来得及整理，过几天

马上就要去保加利亚。”韩立注意到记者的神情后赶忙解释。 

原子力显微镜自1986年诞生以来，因其具备纳米测量、操纵和加工的能力，已成为纳米技术领域最具代表性的

工具之一。而高速扫描原子力显微镜（HS-AFM系统）不仅能减少扫描时间，还能弥补普通扫描仪不能实时观测生物

样本动态变化的不足。 

“电工所自主研发的这台显微镜速度快、观察范围大，其扫描行频达70赫兹，扫描范围可达50~70微米。”提起

这台仪器的特点，韩立滔滔不绝，“这么说吧，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仪器，扫描速度快的没我们观察范围

大，扫描范围勉强接近我们的速度绝没我们这么快。目前，它已经成功应用于活体微血管内皮细胞的原位成像。” 

普通细胞的直径在40微米到50微米之间，而之前的高速原子力显微镜每次只能扫描2到3微米，范围过小，对于

观测细胞的力学特征等毫无帮助，而电工所的这台显微镜则可以全面观测整个细胞，意义重大。 

当天下午2点半，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韩东的带领下，记者和韩立等从电工所转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纳

米生物医学成像与表征实验室参观。一幅幅彩色的细胞图像挂在实验室入口处的墙壁上，“这些都是使用这里的原

子力显微镜扫描出来的。”韩东说。 

在实验室中央，目前国内唯一一台“高速扫描原子力显微镜和快速共聚焦荧光显微镜联合成像系统”分外醒

目。这个系统由4部分构成，电脑主机负责显微镜控制和扫描图像处理；HS-AFM主控制器是整个系统的大脑，里面还

有特殊电子学系统；HS-AFM扫描头则负责进行细胞样本的扫描成像；快速共聚焦荧光显微镜则主要负责对细胞样本

的扫描位置进行初选。 

韩东介绍说，这台仪器一开始是瞄准医学领域研制的。“一般的显微镜只能观测细胞的生化、外在特征，我们

的仪器能够感知细胞之间力的变化，进而揭示其力学特征。高速扫描原子力显微镜未来在医学检测领域大有所

为。” 

韩东举例说，一般医院给病人检测宫颈癌时，都使用显微镜观测切片判断是否有癌细胞，然而“一旦发现基本

都属于晚期”，这对病人的病情已于事无补。原子力显微镜则不然，它在癌症早期就可以感知到细胞的不正常，提

前发现患者是否患有癌症，方便提早治疗。 

“乐观地估计，未来所有医院都可能用到我们的高速扫描原子力显微镜检测病人的各项特征。”韩东说，“当



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需时日。” 

“高速扫描原子力显微镜是我们在科学仪器方面的一个良好示范，通过使用和制造充分合作的方式，我们能够

研制更快速和更精确的扫描探针显微镜，它们将在微电子检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会对这种科学合作方式进行

更深入的探讨。”韩立说，他会继续在原子力显微镜的领域刻苦攻关，作出更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