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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网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一种新型塑料可模仿人体皮肤，当被划伤

或割伤时会‘出血’变红以警示受伤，而创面触光后又可自愈合，这为飞机、汽车、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产品提供了理想的自修复表面。”这是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一个研究小组

的科研人员在第243届美国化学协会全国会议及博览会上的描述。 

  塑料的应用已非常普遍，由于其结合了强度大、重量轻、耐腐蚀等多种优良特性于一

身，可替代钢、铝、玻璃、纸等传统材料。然而，科学家也一直在努力修正这些随处可见的

材料的一大缺点：许多塑料一旦被刮伤或破裂，修复会很困难或根本不可能。 

  自愈塑料已成为材料科学的圣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在裂痕或划伤处破开引晶

塑料胶囊，其可释放出使伤痕愈合的化合物。另一种方法是使塑料经光、热或化学制剂等外

部刺激而进行自修复。 

  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马雷克教授说：“大自然赋予各种生物系统自我修复的能力，例

如皮肤受伤后自愈和树干被切割后长出新树皮，还有一些虽看不到，但却在帮助我们维护生

命和健康，像DNA（脱氧核糖核酸）用以修复基因遗传损伤的自愈系统。这种新型塑料可以模

仿大自然中的这种能力，当受损时会显示红色警示信号，然后将其暴露于可见光或变化温度

和pH值，可促其自我修复。” 

  该研究小组开发的塑料是用很小的分子链接或架“桥”于塑料化学物质上组成长链，当

塑料被划伤或破裂，这些环节会被打破而改变形状，进而产生可见的颜色变化，裂口周围会

出现红色斑点。而暴露在普通日光或灯光下或者pH值、温度发生变化时，其内“桥梁”会重

建，损伤得以愈合，红色标记自行消除。 

  这种可显示受伤警告并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塑料可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例如汽车挡泥

板上的划痕，可能只需将其暴露在强光下即可自行修复；飞机关键部件受损后裂缝边缘会显

示出红色警示标记，便于工程师决定是用照灯的方式“治愈”损伤，还是进行完整的组件更

换；此外还可能大量应用于战场上的武器系统。 

  新型塑料不像依靠嵌入式愈合化合物只能自修复一次，而是可以反复进行修复；同时相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免费讲座，注册即可获U盘 

2011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

学术新人奖名单公布 

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第二

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863计划、支撑计划2013年备

选项目征集指南 

"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材料

领域2013年度备选项目征集指南 

站站站站内内内内搜索搜索搜索搜索 

   请输入关键词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发发发发展展展展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 

科研专家数据库

科研网站数据库

科研成果数据库

数据排行资源库

项目申报相关信息

高校科高校科高校科高校科研研研研 

清华大学与拜耳医药保健拓

展创新药物研发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推出新无创性

唐氏综合征产检技术

西安交通大学启动iTunes U

平台、i校园移动门户

西安交大—长虹研究院揭牌

并签订首批启动项目

上海交大在拓扑绝缘体/超导

体界面研究获突破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资讯资讯资讯资讯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初

评结果总计306个奖项  



比许多其他塑料更为环保，因为其生产过程基于水性塑料，而不是依赖于潜在的有毒成分。

该研究团队现正在引进其他技术来生产可以承受高温的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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