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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工程学
”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提出来的

新概念
,

其基本内涵是用活的细胞与可降解支架材

料复合
,

在体外构建成为有生命的种植体
,

植人体内

修复组织缺损
,

重建功能
,

达到治疗疾病
、

减少伤残
、

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

它提出了
“

体外复制生命
”

的

新思想
,

标志着
“

生物科技时代的到来
” ,

是
“

一场意

义深远的医学革命
” ,

使生命科学进人 了
“

再生医学

的新时代
” 。

不仅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

极好的社会效

益
,

更具有极大的潜在经济效益
。

因此这一概念一

经提出
,

很快就受到世界各国政府
、

科学家和企业家

的高度重视
,

也成为世界各国科学研究的前沿及热

点
。

我国政府也极为重视组织工程学研究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简称基金委 )具体组织领导了组

织工程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

为推动我国组织工程学

研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起到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

我校的组织工程学研究长期 以来
,

受到了基金

委的重视与大力支持
。

早在 19 87 年
,

基金委就支持

了
“

显微外科技术修复肌键 的实验研究 ( 38 7 07 64 )
” 。

在研究中发现
,

临床常用的游离肌腿移植技术修复

肌腿
,

其键段的轻脯氨酸含量及氨基 已糖含量显著

降低
,

分析其原因
,

与没有活的细胞参与新陈代谢密

切相关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 于 19 93 年提出了
“

人胚

肌键细胞株的建立及 GI F
一

1促键细胞生长的实验研

究
”

的研究计划
,

再次得到资助 ( 39 4 70 6 9 6 )
,

实际上
,

这已经是组织工程种子细胞的研究内容
。

通过研究

发现
,

人的肌键细胞在传代 13 代以后出现复制衰老

现象
,

细胞形态发生改变
,

分泌胶原能力降低
,

显然

不能适应用活的细胞与支架材料复合在体外构建组

织工程肌腿的需要
,

因此提出了改造细胞
,

建立标准

细胞及标准支架材料的新设想
。

这不仅是要提供适

合组织工程构建的种子细胞和支架材料
,

也为了使

研究工作有更好的可 比性和科学性
,

同时也为临床

应用及产业化作好准备
。

19 97 年
、

19 98 年基金委先

后在标准细胞系的建立
、

新型细胞外基质及组织工

程肌 腿 生 物 力 学 三 个 方 面 给 予 了 基 金 资 助

( 39 8 0() l 4 s
、

3 9 57 0 20 2
、

3X() 7 0 1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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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能 至少传 代 95

代
,

并能保持 良好的细胞形态和分泌 I 型胶原的能

力
,

建立了实验用标准细胞系 ; 同时用不同降解速度

材料制成了梯度降解支架材料
,

将细胞与材料复合

构建组织工程肌健
,

在体内植人后
,

其生物力学强度

在术后 12 周达到正常肌键 的 75 %
,

较国外单纯用

PG A 构建的组织工程肌键的力学强度增加 了 18 %
。

在基金委的多个面上项 目支持的基础上
,

研究组又

先后申请
、

并获得 了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 目
,

美国

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项 目以及四川省的多个项 目的

支持
,

更加完善了肌腔的组织工程学研究
,

并已进人

临床前研究阶段
。

在基金委多项基金 的支持下
,

使

我们的组织工程研究工作 已具有 良好 的工作基础
。

因此
,

我们于 199 7 年又提出了研制
“

有生命的新型

人工材料
”

的建议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的主持

下
,

通过了专家的论证
。

首次 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方式支持组织工程周围神经
、

骨
、

软骨的研

究 ( 39 8 301 00 )
,

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从肌膜组织工程

发展到了骨骼肌肉系统组织工程学研究
。

在一系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重点项 目资助下
,

奠定

了组织工程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

19 98 年 国家科技

部将组织工程的基本科学问题研究列人了
“

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9 73 )
”

项 目
,

这无疑对我国组

织工程学研究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从此在中国

掀起了
“

组织工程研究热
” 。

200 1年
,

我们的研究工

作 已 从 组 织 构 建 进 人 了组 织 工 程 器 官 的研 究

( 30 100 15 2
、

30 100 19 0 )
,

使我们的组织工程研究跟 上

了国际研究的步伐
。

逐渐在上海
、

北京
、

成都
、

广州

等形成了研究 中心
,

聚集了一批高素质研究人员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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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程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 了十分瞩 目的成果
。

我们在经过 1 3年左右的基础研究之后
,

经四川省生

物材料检测中心检测
,

经我校 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

通过
,

并经四川省卫生厅批准进行了初步临床前验

证研究
,

全部病人均获得 了理想的功能恢复
,

未发生

明显并发症及其他不良反应
。

其 中 2 例修复缘锁韧

带损伤病人在术后 3 个月和 6 个月取 内固定时
,

征

得病人同意
,

切取 1一 2 m m 组织进行组织学检查和

短串联重复位点 ( s ho rt t a r ld e 。 er p e a r
.

s T R )基因检测
,

检测了 D 35 17 54 及 Cya 司4 两个基 因座
,

发现均含有

非 自体等位基因
,

在 国内外首次证实植入人体内的

同种异体肌键细胞存活
,

并发挥生理功能
。

我们的研究成果拥有 3 项专利
,

先后发表了近

80 篇论文
,

其 中国外正式出版物发表 6 篇
,

主编 出

版专著 1 本
,

应邀参加境外国际学术交流 16 人次
。

组织工程骨与肌键的研究被科技部评为
“

九五
”

期间

取得重大进展 的项 目
。

2 00 1 年 5 月
, “

组织工程肌

键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
”

成果通过了由王澎寰
、

王

正国
、

钟世镇三位院士等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鉴定
,

认

为在总体 上达到国内领先 国际先 进水平
,

在人胚肌

腿细胞的系列研究及组织工程肌键临床应用及在体

检测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并 申报 了 2 0 01 年
“

中

华医学科技奖
”

和
“

中国高校技术发明奖
” 。

研究成

果也 得 到 H a vr e dr M e d ie a l S e h o o l 骨 科 研 究 所 M
.

S p e e t o r

教授和英 国 O x fo dr U n iv e sr i ty 的 C u i 教授高度

评价
,

并与两个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

在进人新世纪的时候
,

回顾过去的研究成绩
,

可

以认为
,

我校的组织工程学研究 已从基础研究发展

到了应用研究
,

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

从实验室进人了

临床
。

应该说没有基金委的支持就没有 中国组织工

程研究的今天
,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
。

展望

21 世纪
,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将带来
“

再 生医学 的新

时代
” ,

我们将与全国广大科学工作者一道
,

为发展

我国的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研究
、

开发
、

应用
、

产业化

努力工作
,

为维护人 民健康
,

提高生活质量
,

发展国

民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

F R O M E X P E R IM E N T A L S T U D Y T O C L IN I C A L A P P L IC A T IO N

Y a n
g Z h im i n g

(加
t` t u te of R el 〕a ar ti , a dn R ,

o
o t

,
t̀优 s“ gr

e
理 拜飞 3 t

hC i an 刀。 3z ji ta l
,

s :
ch ua

n

nU
。̀ e o iyt

,

〔7记
刀9 2“ 6 1。 ” l )

(上接 1 17 页 )

培训
,

加强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队伍建设
,

逐步形成 了

一支包括财务
、

器材等管理在内的具有较好素质的

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队伍
。

( l) 组织管理人员学习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

掌握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
、

管理办法
,

熟悉 国家

科学基金项 目的各项管理业务
,

对新上岗的管理人

员实行岗前培训
,

使国家科学基金的各项管理办法

在管理过程中得以贯彻和落实
。

同时根据科研管理

工作发展的需要
,

开展国家基金管理软件培训
,

为科

学基金项 目校内计算机网络管理创造条件
。

( 2) 开展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工作的研讨
、

经验交

流
,

促进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
,

加强

学习
,

学会总结
,

积极撰 写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的文

章
,

努力把管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

不断提高自身

的管理水平
。

( 3) 采取激励措施
,

表彰先进
,

带动科学基金管

理队伍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
。

结合年终工作考核及

岗位津贴评定
,

对国家科学基金管理得好 的予以相

应的奖励 ; 推荐管理工作好的同志参加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学部
、

本省以及华东地 区科 学基

金管理工作研讨会 ; 评选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等
,

从

而调动了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工作
、

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

提高了我校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质量
。

在国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巧 年来的实践 中
,

我

们深切体会到科技管理是门科学
,

也是门艺术
,

从科

学基金的管理工作 中我们得到了启示
、

充实和提高
。

伴随着国家科学基金 的发展历程
,

我们学校的建设

和发展 已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结下 了不解之缘
,

我

们衷心祝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未来更加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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