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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磁操囊泡构建空间编码的人工组织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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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主要的转变之一是具有空间编码的多细胞系统的出现，这些细胞可以进行交流和协作，以组织或器官的形式表现出更高阶的集体行

为。通过人造细胞的可控组装来模仿这些系统，有望对人工生命系统的构建和组织工程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到目前为止，脂质体，聚合物体和油包水液滴等类细

胞结构已被用于构建人工组织，它们表现出更高阶的行为，包括通讯、变形、信号传导等。但是，除了基于油包水液滴网络的一系列突破性研究之外，当前大多

数组织样结构都是某些类细胞结构的无定形聚集体。巨型磷脂囊泡是细胞的理想模型。将大量巨型磷脂囊泡组装成空间编码的类组织结构以模仿自然组织的存在

形式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韩晓军教授课题组在程序化磁操控囊泡构建空间编码的人工组织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成果以题为“Programmed magnetic manipulation of

vesicles into spatiallycoded prototissue architectures arrays”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2020, 11, 232；DOI: https:// doi.org/

10.1038/ s41467-019-14141-x）。

  韩晓军团队利用磁阿基米德效应，通过引入顺磁性介质在不锈钢（SS）网格内部将巨型磷脂囊泡组装成具有特定空间排布的各种组织形态。所构建的人工

组织在高盐浓度（1 M）和纯水条件下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体现了这类结构的群体特异性行为，表明在生命进化过程中，细胞群体比单个细胞具有生存优势。

该团队同时研究了人工组织内部巨型磷脂囊泡间酶的级联反应、以及巨型磷脂囊泡与细胞群落之间的化学物质交流。该成果所展示的人工组织构建方法，在合成

生物学、组织工程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韩晓军课题组从事人造细胞领域研究已有20年的历史，在人工细胞膜、人工细胞器、具有复杂功能人造细胞、人工组织等领域取得了系列高水平研究成

果。模拟了细胞膜和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细胞的代谢和分裂功能、以及生物组织内部个体间的交流和群体行为。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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