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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探寻人体组织再生奥秘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彭科峰 发布时间：2014-07-29 【字号： 小  中  大 】 

  我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因创伤、疾病、遗传、衰老等原因造成的组织/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人数也位居

各国之首。修复创伤、组织再生甚至器官再生，一直是生物领域科学家努力攻克的难题。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试图一探人体组织再生的奥秘。 

  “近年来，再生医学的发展为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提供了新契机。”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中科院“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人工组织器官构建”项目首席科学家戴建武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随着智能生物材料的发展，未来有一天，“或许所有的人体组织都能再生”。 

  戴建武介绍说，组织工程或者说实现组织再生有3个要素，包括生物支架材料、细胞信号分子和种子细胞，而三

者的关系就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搭好架子，之后才能在上面添砖加瓦。 

  对于组织工程来说，支架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细胞黏附、分化及组织再生的环境，但单纯的支架材料本身不具有

主动诱导组织再生的活性。这就需要对材料进行改造，使其具有诱导组织再生的功能。一般而言，需要在材料中添

加生长因子或干细胞，形成智能生物材料。 

  戴建武课题组多年来研究医用胶原生物材料。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的主要基质蛋白，“皮肤中60%的蛋白质和

肌腱中80%以上的蛋白质，都是胶原蛋白”。 

  穿过悠长的走廊，记者戴上白色口罩，脚上穿着蓝色鞋套，走访了戴建武研究组的中试洁净实验室。 

  实验室分为材料车间、生长因子制备车间和组装车间。透过狭小的窗口，记者看到，两名年轻科研人员全身被

蓝色防护服遮盖住，正坐在试验台的电脑前，对添加的生长因子剂量进行精确测试。而试验台一侧，放置着大大小

小的试管。经过计算，不同分量的胶原蛋白或生长因子被精确地添加到试管内，再被送往最后的组装车间。 

  “引导不同组织再生的智能生物材料，其胶原蛋白、生长因子种类及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在设计一种材料前，

我们会事先通过试验确定各种成分。这些材料随着临床实验的顺利开展，将逐步实现批量化生产。”戴建武说，目

前他们研发的智能生物材料有很多种，已根据骨、膀胱、神经等组织再生的需求，建立胶原生物材料制备平台，制

备获得了不同类型的胶原生物材料。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到2020年美国预计有6000万骨病患者，占其总人口的18%。目前，中国骨病患者总数已超过

1.5亿人。对于骨损伤的修复主要在骨科、口腔科、颌面整形外科等进行，主要涉及硬组织修复的替代材料和自体骨

移植等。 

  “在骨修复材料方面，目前我们开发了两个产品，用于骨缺损填充的生物骨和用于诱导缺损骨生长的活性骨。

合作企业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骨现在已向国药局提交了生物骨产品的注册资料，进入注册审评程

序，有望明年投入量产。活性骨材料将具有胶原结合能力的生长因子与骨材料结合，目前该类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戴建武说。 

  此外，戴建武以胶原蛋白为基质，制备了能引导神经有序生长的胶原纤维和胶原导管，完成了大鼠坐骨神经和

面神经的损伤修复实验，显示了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这一项主要是针对面瘫病人进行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面瘫患者或许可以恢复正常。” 

  目前，在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下，戴建武等人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他们最近



在第三军医大学开展用干细胞治疗肺纤维化的临床研究，希望为这种目前的不治之症找到治疗方法。 

  “和国外科学家不同，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在中科院先导专项的支持下，我们的技术正在加速走向产业化。我

们研发的一种智能生物材料，合作企业正在与欧盟企业进行合作，试图将其引入欧洲市场。希望我们的研究未来能

更好地造福人类。”戴建武表示。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4-07-29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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