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界面改性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和社会经济意义。然而目前该领域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关键难点：

在化学结构调控方面，与无机、金属不同，高分子链结构的长程有序性控制极难，从微纳智能微载体

、植介入医用材料，到组织再生修复材料，各类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已成为全面提升现代医学诊疗水

平的关键创新领域。生命体的基本基元，包括蛋白质和细胞，为我们设计具有出色生物相容性和生物

功能性的各类新型生物医用材料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灵感。一方面要求我们“由简入繁”，通过分子和

超分子设计与组装，去模拟生命体基元的复杂精巧结构，理解生命体基元包括靶向传递和再生修复等

功能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化繁为简”，建立可工业实现方法，实现功能设计和应用。本

报告将结合我们近两年遵循这一要求，在心血管原位再生材料和纳米靶向材料的探索性研究，介绍我

们在混合电荷纳米仿生界面及心血管原位内皮再生支架上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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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生命体系与材料界面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功能性方面开展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成功研制了具有原位内皮再生功能的新型心血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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