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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开发出新型人工骨移植材料
疗效优于自体骨移植法及骨形成蛋白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王小龙 发布时间：2010-09-02 【字号： 小  中  大 】 

荷兰特文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日前开发出一种生物材料，可用于骨移植手术当中，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和受损骨组

织的愈合。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目前因意外事故或骨肿瘤等原因导致的大面积骨缺损、骨损伤、骨不连以及整形美容手术中的骨改形或再造，

主要有两种治疗方法：一是自体骨移植法，即从患者身体的其他部位（如臀部）切取大小适合的骨头，而后植入到

病变骨质缺损的部位；二是骨形成蛋白(bmps)法，即采用一种骨生长刺激药物促使人体生成新的骨细胞，从而达到

修复病患部位的目的。 

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不足。自体骨移植法可供移植的自体骨在数量上非常有限，而且接受这种疗法的患者至少

需经历两次手术（取骨和植骨），不但治疗周期长，还存有一定的风险。而人骨形成蛋白不但价格极其昂贵，在体

内精确定位上也有一定难度，如果该蛋白扩散到了不恰当的位置，就会使健康的部位出现骨增生现象。 

荷兰特文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称，他们开发的这种生物陶瓷材料由多孔磷酸钙制成，在植入人体后可刺激周围的

组织产生新的骨细胞，从而促进病患部位的骨组织愈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病患部位的骨头完全愈合时，该生物

材料会完全分解，被新生成的骨骼代替。研究发现，这种方法能够像自体骨骼移植方法一样有效，并且还能完全避

免现有疗法的缺限。 

据称，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该生物材料能够使人体产生新的骨细胞，但还不明白其具体工作机制。研究人员认为

干细胞应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着重对此进行验证。 

据了解，特文特大学对这种生物陶瓷材料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10年，在完成相关的验证和审批后，该材料有望

于近几年内投入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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