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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与前景展望 

王浩然 

福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福建福州  350000 

【摘  要】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具有显著优势，如提高治疗效率、缩短康复时间、减少感染和排异反应等，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从应

用情况来看，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策略包括创新使用支架材料、促进细胞生长和分化、提高器官功能、模拟微环境和个性化医疗。应用流程

一般包括细胞培养及生物材料选择、支架构建及生物材料应用、细胞种植和生物反应、生长分化及体外培养以及移植、监测与研发。新型生物材料的应用将为类

器官的构建和功能实现提供支持，推动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的发展。而从应用前景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多为初级仿制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不高等方面年

的问题。仍需要在新一代血管支架、神经修复导管、骨组织人工修复材料等产品的研发投入更多的精力，为医疗工作提供更多的保障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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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不仅打开了医疗技术的新

篇章，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案。相对于传统医

疗方式，这些材料因其与自然组织的化学结构更为相似，因此更易于被

人体接受，这直接促进了治疗效率的提升和康复时间的缩短。此外，与

常规的器官移植相比，使用新型生物材料构建的类器官在减少患者感染

风险和排异反应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这进一步增强了其在临床应用中

的价值。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在研究中将针对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

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及其应用前景进行叙述，希望能够为新型生物材料

在类器官生物工程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资料支持，也能够明确新型

生物材料在类器官工程中的应用价值与意义，提升相关工作者对其的重

视程度，能够更为积极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一、新型生物材料及其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价值 

新型生物材料指的是一种具有生物可降解性的生物材料，相比于传

统的材料而言，这种材料与自然组织的化学结构更为接近，故而其材料

也成为医学研究以及治疗中的重要材料，被广泛的应用于骨折修复、关

节置换或者是其他生物器官制造方面。而类器官生物工程则是进行生物

材料高效应用的一种工程，其指的是通过生物工程技术，使用细胞组织

或者是其他的新型生物材料制造出具有类似于人体器官代替品的一种工

程。相比于传统的治疗手段而言，这种治疗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让手

术操作更为便利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人体免疫系统抵触的问

题。故而，建立在本部分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将新型生物材料应用于

类器官生物工程之中，能够为患者治疗提供一个新的途径以及方法，提

升治疗的效率及质量，更高效的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健康问题。 

二、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策略 

（一）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工程中的应用思路 

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为模拟人体器官的结构

和功能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创新，这些材料在提高类

器官的生物相容性、功能性和持久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未

来的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一，进行支架等材料的创新使用。新型生物材料为细胞提供了一

个三维结构来支持其生长和组织化。新型生物材料，如自然和合成的可

生物降解聚合物，可以被设计为具有与目标组织相似的物理和化学属性。

通过调整这些材料的孔隙率、力学性能和降解速率，可以更好地模拟自

然生长环境，从而促进细胞的定植、增殖和分化。 

第二，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通过促进细胞生长和分化

提升其应用价值。新型生物材料还可以被功能化，以包含促进细胞生长、

迁移和分化的生物活性分子，如生长因子和细胞粘附肽。这些生物活性

分子可以被直接结合到支架材料上，或者以控释的方式递送，从而为细

胞提供一个更加促进其生长和分化的微环境。 

第三，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通过提高器官功能升其应

用价值。在类器官的开发中，不仅要考虑其结构上的重建，还要实现其

功能性。通过利用特定的生物材料和生物工程技术，可以通过新型生物

材料构建出具有特定生物学功能的细胞或组织单元。 

第四，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通过模拟微环境提升其应

用价值。可以利用新型生物材料构建复杂的微环境，这包括但不限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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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络的形成、梯度营养物的提供以及物理刺激的模拟（如剪切力）。这

样的微环境不仅能够促进细胞的自然行为，还能提高类器官的成熟度和

功能性。 

第五，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通过个性化医疗提升其应

用价值。借助于新型生物材料和 3D 打印技术，可以实现对类器官的个性

化设计和定制。根据患者特定的需求和生物标志物，可以设计并制造出

更适合个体的器官替代品，从而提高移植成功率和功能恢复。 

（二）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制造中的一般流程 

一般情况下，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流程一般会

分成五个步骤。下文将针对这五个步骤进行叙述。 

第一，进行细胞的培养及生物材料的选择。细胞培养是类器官制作

过程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需要选择合适的细胞源，比如说可以选择

干细胞或者是特定组织的干细胞，实现器官功能化。而在这个过程中，

则需要使用新型生物材料为细胞营造一个更为良性的生存环境以及功能

表达环境，让细胞能够在无免疫排斥的情况下，更好的生长以及分化。 

第二，进行支架的构建以及生物材料的应用。从现阶段内器官的制

造情况来看，会将新型的生物材料，比如说生物降解聚合物，天然聚合

物，复合聚合物等材料应用于支架的制备中。一般情况下会通过 3d 打印

技术或者是电喷雾技术，根据器官的结构特点设计出具有特定形状的孔

径支架。这个支架将为细胞提供附着和生长的环境，也能够促进细胞之

间相互作用的发挥，让细胞能够对支架材料进行重塑，最终实现组织的

整合。 

第三，细胞的种植和生物反应。将培养好的细胞种植到支架之中，

是时间内器官功能实现的核心步骤之一。在这一阶段需要通过新型生物

材料特定的表面修饰引导内器官的功能化。比如说可以通过新型生物材

料的方式增加细胞对与支架的亲和力，促进细胞的快速定植和生长。也

能够通过生物材料，自身的化学以及物理性质引导细胞进行信号的传递，

指导细胞的分化及成熟，让类器官具有特定器官的功能。 

第四，生长分化以及体外培养。在适宜的培养条件下，类器官在体

外进行进一步的生长和分化。新型生物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

物理和化学环境，支持类器官的成熟和功能化。通过模拟自然生长环境

中的物理力（如拉伸、压力）和化学因子（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可

以促进类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 

第五，移植、监测与研发。类器官的移植和后续监测是验证其功能

和安全性的关键步骤。新型生物材料在移植后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

性是保证类器官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通过定期的形态学和功能性

检测，可以监控类器官的状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此外，持续的研究

和开发是不断优化类器官制作技术的动力，新型生物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是推动这一领域进步的关键。 

三、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的应用前景 

新型生物材料在类器官生物工程中具有更高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

性，能有效缩短治疗时间，减少排异反应，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高

价值。根据搜狐新闻 2021 年 5 月 1 日的报告《生物医用材料——医疗器

械创新的源头活水》，中国目前面临着巨大的生物医用材料和制品需求。

报告指出，我国有超过 1500 万的肢体不健全患者，超过 1000 万的冠心

病患者，约 500 万的白内障患者，以及高达 3 亿至 4 亿的牙缺损患者。

尽管需求巨大，但国内市场上的生物医用材料和制品多为初级仿制产品，

种类少，技术含量低，质量不高，且大部分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高

端市场几乎被进口产品所占据。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国内第一大疾病，

有 2.9 亿心血管病患者，其中绝大多数需通过生物医用耗材进行治疗，但

目前这些耗材有 80%依赖进口。这些数据不仅揭示了我国在生物医用材

料和制品领域的巨大潜在市场，也凸显了国产新型生物材料和类器官生

物工程的发展前景。因此，需要加快新一代血管支架、神经修复导管、

骨组织人工修复材料等产品的研发，探索瓣膜、肝、肾等组织和类器官

的人工构建，以及积极推动生物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以满足国内外日益

增长的医疗需求。 

四、结束语 

文中阐述了新型生物材料的优势和应用价值，以及其在类器官生物

工程中的具体应用策略。认为新型生物材料与自然组织的化学结构更相

似，易于被人体接受，促进治疗效率提升和康复时间缩短。使用生物材

料能够制造出具有类似于人体器官的替代品。为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

的治疗方案，减少感染风险和排异反应，提升治疗的效率及质量。相关

研究工作者也需要针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促进医疗工作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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