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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红木“DNA检测”实现无损辨真伪

随着红木资源的日益稀缺和增值空间的不断提升，红木制品正逐渐成为消费者投资和购置的新领域。然

而，行业市场鱼龙混杂，让不少消费者对红木望而却步，这也为大涌镇红木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困扰。

“产品质量问题和质量诚信不足，是红木家具产业目前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现行的红木标准体系和检测技术尚存在一定缺陷，落后于红木行业的发展。

针对这一现状，大涌政府提出建设中山市红木家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的意愿。“当时我们和另外一家机

构一起争取这个项目。由于我们之前跟大涌合作成立纺织服装实验室，历经2年研发，实验室的建设和投



入成果均让政府满意，所以我们顺利拿下了这一项目。”黄明华说。

随后，中广测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和大涌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建

设中山市红木家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红木创新检测技术研究、质量检测、人才培训等，并已经为

大涌红木企业进行200多套红木检测。

以往国内外红木鉴别技术主要为形态鉴别法，即通过观察红木横切面、径切面以及弦切面的显微构造，

实现木材的鉴别。这种方式不仅容易对红木家具造成破坏，同时对鉴定人员的要求很高，容易造成鉴定

结果不够精确。

“我们用化学溶剂从0.1克样品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进行分析，这与人体DNA检测有点接近，不会破坏家

具的外观结构。”黄明华认为，相比传统的红木检测办法，中山市红木家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新研究的

检测技术在检测红木方面显得简便很多，且精确度大大提高。

引进核心技术变革生产模式

小榄的锁具、古镇的灯饰、大涌的红木⋯⋯中山靠镇起家，现有18个省级镇，是目前省内三个基本实现

“镇化”的地级市之一。但随着传统优势逐渐失去，中山镇进入集体转型时期，对创新的诉求日渐加剧

。



有着“灯都”之称的古镇一直在寻求灯饰产业转型升级的方法，通过网络了解到金运激光的3D打印交易

平台，双方一拍即合。随即，依托武汉大学文化创意设计研究中心，古镇成立了服务该镇灯饰产业设计

制造领域的中山市灯饰设计与产业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在进行灯饰制造的时候，该项目将传统的“手稿—开模—打样—制造”设计生产流程，转变为全数字化

的“三维设计—数字建模—3D打印快速成型—制造”现代设计制造流程。在进行灯饰研发的时候，传统

的开模时间需要15天到一个月，如果制作出来的灯饰不理想，还需要重新开模调整。用3D打印灯饰产品

不仅效率非常快，材料成本可以减少50%—80%。

“更重要的是，客户当天上午定好灯饰设计模型，晚上下班前便可将灯饰产品送到其手中。3D打印有望

改变行业的生产、消费模式，进一步增加古镇灯饰的产业竞争力。”协同创新中心运营主体负责人张遵

龙透露，当前该中心正和古镇华艺集团洽谈，顺利的话明年便可上市，预计“90后”和“00后”会成为

这种技术产品的消费主力军。

包括中山市红木家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市灯饰设计与产业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在内，今年以来中山

市已经有16个协同创新中心得到认定。所谓协同创新中心，是指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服务机构和

行业组织等独立法人单位牵头，围绕中山市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或产业共性需

求，整合互补性资源开展协同合作的多方参与、多资源集成的创新组织。



除了中山市红木家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市灯饰设计与产业应用协同创新中心等9家面向特色优势产

业创新的服务型协同创新中心，此次中山还认定2家面向战略新兴产业培育的研发型协同创新中心，以及

5家面向产业核心力提升的企业协同创新中心。

多机构优势整合专攻“一指”

此次认定的中山市中药破壁协同创新中心，事实上是中智药业与两家研发机构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

的更加紧密的“协同体”关系，是以往合作的“升级”。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相比过往‘产学研’模式，协同创新中心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是一个长期积

累的持续过程。”据中智药业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成金乐介绍，以往在“产学研”中侧重点不一样

，高校人才的培养是重要内容，而且涉及领域较广泛、零散，只要是契合企业发展的都可以。但是协同

创新中心更加偏向于整合多个机构优势和资源，重点围绕某个指定领域、项目进行技术的联合攻关。

这种专攻“一指”的方式将有助于企业在核心领域的研发。中智药业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科学与

工程研究中心（岭南中药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合作中，中智药业掌

握的中药破壁核心技术具有进行产品开发的实力；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中心具有中药资源的研究和保障

优势；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则在基础研究和标准研究领域实力强劲，可以协助建立相关。



环环相扣下，整个中山市中药破壁协同创新中心将服务于中药破壁这个专属领域的长期研发工作。与之

类似的还有广东快速制造（3D）协同创新中心。经历8年的研发，汉邦激光总经理刘建业与其团队在国

内率先研发出金属粉末3D打印机，并与有航天航空相关资质的高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更与西安交通

大学非金属3D打印技术和产品进行互补，接到不少订单。

今年，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广东汉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汉邦激光母公司）、装备再制造技术

科技重大实验室、河大学等多方共建广东快速制造（3D）协同创新中心，除了在汉邦激光原有的金属3D

打印装备进行研发，还将通过优势互补，把创新触角延伸到同领域的3D新材料研发、3D打印技术应用示

范、微纳加工等。“通过这些高校、研发机构的加盟，我们将推动华南增材制造（3D打印）先进制造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实现3D打印产业集群发展。”刘建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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