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新型骨组织仿生支架材料 

张彦中* 

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 Email: yzzhang@dhu.edu.cn; Tel: 021-6779 2374 

 
由创伤、肿瘤切除、先天畸形等原因导致的骨缺损（如颅骨、颌骨以及脊柱与四肢骨的

缺损等）在临床上十分常见，如何较“完美”的修复骨缺损是临床医学关注的热点问题。通

过组织工程方法，发展具有生物活性的可降解生物材料骨替代物（即组织工程化骨）来填充

骨缺损，以充分利用和增强机体的自我修复潜力来最终实现对骨缺损的再生性修复，将可以

克服临床治疗中常用的自体骨移植、同种异体骨移植和人工材料替代等方法的不足，是未来

最具潜力的骨缺损修复方法 [1,2]。这需要借助于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综合运用来重

建缺损骨组织的生物学环境（细胞、胞外基质、生长因子等）和力学环境。 
形状记忆聚合物（SMPs）是具有从一种形状（初始形状）变形到另一种形状（临时形

状）的能力，然后当受到外界如热、光、电等条件刺激后，可以回复到其初始形状，从而表

现出对初始形状具有记忆特性的一类智能高分子材料。与形状记忆合金和形状记忆陶瓷相

比，SMPs 具有质量轻、可回复形变量大、赋形容易、形变温度可调、价格低廉等诸多优点，

在智能（医疗）器械的设计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当将具生物可降解特性的 SMPs 用于骨

组织工程支架构建时，将能赋予该支架多种功能，也就是，除了生物可降解（避免二次手术

以减轻病患痛苦）、易于功能化等特性，单单利用其形状记忆效应（SME）就可以实现“保

形微创植入、活性因子受控释放、自固定能力可促进植入体与周围骨质的整合，及提供在体

生物力学刺激”等功能，从而为提高生物材料骨替代物在临床应用中的修复功效提供新的思

路和方法，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本报告基于我们近期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进展 [3,4]，从仿

生构建天然骨组织的生物学微环境和力学微环境的角度出发，与各位嘉宾分享和探讨我们的

通过综合运用材料仿生技术、形状记忆技术、超声技术、及药物控释等技术来研发一种形状

记忆型仿生骨缺损填充修复材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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