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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为了治疗和修复骨科疾病导致的大块骨缺损，研制出新型的兼具治疗和修复
的多功能材料，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的生物材料缺少多功能性，从而限制了
其在治疗和修复骨科疾病导致的缺损中的应用（例如：骨肿瘤）。如何设计
并制备出一种生物支架材料，使其提供对疾病治疗和组织修复都有利的微环
境，是生物材料和组织工程领域中很有意义的课题之一。为了实现骨组织的
治疗和修复，我们利用3D打印技术，设计出了多种实验方案，包括利用营养
元素，仿生结构和功能化界面以及热治疗。我们发现，生物支架上营养元素
和仿生结构对干细胞成骨和成血管化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光热治疗起到显
著的治疗骨肿瘤的作用。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兼具治疗和修复的
3D打印生物支架可能成为骨组织工程新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