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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科学家线上线下齐聚东华，热议后疫情时代下纺织生物医用
材料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2021年12月04日

作者：陶婷婷 符芬 朱一超 摄影：邹婷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如何积极应对疫情，守护人民生命
健康？纺织生物医用材料在后疫情时代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这些问题引发科学家对医疗卫生
防护的深度思考。12月2-3日，由东华大学主办，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共同协办的2021国际纺织生物医用材料大会举行，来自16个国家，150余名高等院校、医院、生
物医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东华大学及云端，就后疫情时代下，纺织生物医用材料

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各抒己见、同献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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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大会聚焦纺织生物医用材料前沿科学研究热点，立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以深化基
础研究为内核，以推动产业融合为目标，邀请到纺织、生物、材料、医学等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及

学术领袖做主题报告，围绕“生物医用新材料和生物基聚合物”“材料表面改性和生物相容性”“医用
纺织品的防护、舒适和保健功能”“组织工程支架”“纺织生物植入体的设计、结构和性能”“产品质量
保证和监管”“药物递送用纺织品”“体内外测试方法发展进展”“采用计算机模型进行性能评价”“新型
抗菌药物的感染控制”十个议题，基于纺织先进材料，共同探讨其在生物、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
拓展应用，为推动高端产业用纺织品向高等级医疗卫生防护、手术、护理领域的渗透拓宽了思

路，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大会还设立青年委员会，并邀请20余位在相关领域
发表了出色研究成果的优秀青年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做口头报告，旨在为纺织生物医用材料研

究方向积累基础研究人才，培育纺织专业性和复合型人才队伍。

  “纺织是东华的传统优势学科，我们得让它在今天发挥更大的作用”，此次大会主席、东华大
学王璐教授作为学校纺织生物学科的主要负责人，一直致力于科研方向的重组调整以及开展高技

术纺织品的研究，不断探索科学新领域，特别在新型植物源染料和功能助剂的开发和医疗用纺织

品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王璐教授的带领下，团队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生物医用纺织材

料制备及其3Bs测试评价实验室，近几年来建立了9家产学研医合作科研与人才实践基地，形成了
以交叉学科为特色的课堂实验、实训与实习组成的校内外多环节创新型实践体系，全面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英国皇家工程院、新加坡工程院、印度国家工程院、东盟工程与技术科学院院士 Seeram
RAMAKRISHNA教授在大会上作有关智能生物材料的主旨报告时指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工作方式，如人脸识别、脑机接口等非接触式和人机交互技术需求呈井喷式发展，而这些颠

覆性技术的落地深深依赖于具有传感、响应、交互等功能的智能生物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此次大

会融合多领域专家，集思广益，搭建了纺织生物医用材料的创新性应用交流平台。

  大会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Martin W. KING教授在介绍大会背景和概况
时，充分肯定了大会在提升学校与医院、相关企业的合作力度，强化纺织生物材料领域重点问题

基础研究，推动国际间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促进创新纺织医用材料实现从实验室样品到商业化产

品再到临床用品的真正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据了解，这是东华大学第13次主办国际纺织生物医用材料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参会人
数、覆盖院校范围、涉及学科数目等逐年递增，在业内形成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内纺

织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近年来，东华大学依托纺织科学与工程国家一流学科建设

优势，统筹布局学科交叉发展，强力推动跨学科研究，积极促进产业创新融合，组建多支高水平

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取得系列研究成果。2009年，东华大学获得国内首个纺织生物材料与技术二
级博士点和硕士点；2010年，面向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本科功能材料-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
专业获准成立，2011年开始招生； 2011年，“功能材料”新专业获批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4年起获评4星专业。东华大学在生物医用纺织材料的人才培养方面，较完整的“本硕博”培养
体系得以建设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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