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９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中国材料进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２
Ｆｅｂ 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２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０６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Ｍ５９２０７３)ꎻ

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２０１９ＢＳ０１９)
第一作者: 李　 倩ꎬ 女ꎬ １９８４ 年生ꎬ 讲师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ｑ＠ ｈａｕｔ ｅｄｕ ｃｎ
ＤＯＩ: １０ ７５０２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３９６２ 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

生物玻璃在组织修复中的研究进展

李　 倩１ꎬ 陈瑞果２ꎬ 谢岩黎１

(１.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ꎬ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强磁场中心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 生物玻璃最早被应用于硬骨组织修复ꎬ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其还可用于修复软骨和软组织ꎬ 如皮肤、 角膜、

肺、 神经组织等ꎮ 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玻璃包括硅酸盐生物玻璃和硼酸盐生物玻璃ꎬ 这类生物玻璃在体内环境中能够快速释放

大量的离子ꎬ 发挥特殊的生物学效应ꎬ 如抑菌活性ꎬ 细胞附着、 繁殖和迁移、 血管生成等ꎮ 掺杂元素对生物玻璃的性能起到

重要的作用ꎬ 进而调控组织修复中的不同效果ꎮ 并且ꎬ 生物玻璃的结构也对细胞的生长及组织修复有着重要的作用ꎮ 由于生

物玻璃韧性低、 脆性高ꎬ 常与金属、 多聚物等制备成复合材料应用于组织修复ꎮ 综述了生物玻璃物理化学性质与生物学活性

的关系ꎬ 同时介绍和探讨了基于生物玻璃衍生出来的复合材料及其应用ꎬ 为开发新型的组织修复材料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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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１９６９ 年ꎬ Ｌａｒｒｙ Ｈｅｎｃｈ 博士等首次发明了硅酸盐生

物玻璃 ４５Ｓ５(４５％ＳｉＯ２ ￣２４ ５％Ｎａ２Ｏ￣２４ ５％ＣａＯ￣６％Ｐ ２Ｏ５ꎬ
质量分数)用于组织修复ꎬ 这一发现打开了生物医用

材料领域新的篇章 [１] ꎮ 与此前传统的生物材料如惰性

生物医用高分子和惰性生物医用金属相比ꎬ 生物玻璃

有着多方面的优势ꎬ 如能够降解ꎬ 释放促进修复的离

子从而降低伤口感染ꎬ 对机体的毒性低等ꎮ 特别值得

指出的是ꎬ 生物玻璃的活性指数 ＩＢ大于 ８ꎬ 降解后生

成的碳酸羟基磷灰石(ＨＣＡ)能够与组织牢固键合ꎮ 因

此ꎬ 许多研究侧重于调整生物玻璃的成分ꎬ 加快 ＨＣＡ
形成ꎬ 如发展硼酸盐生物玻璃ꎬ 掺杂 Ｎａ＋ 和 Ｃａ２＋ 之外

的元素ꎮ 此外ꎬ 创伤组织在修复中需要一个营养流入

和废物流出的开放系统ꎬ 因此ꎬ 特殊结构的生物玻璃

也是组织工程中的重要发展趋势ꎮ 目前ꎬ 生物玻璃已

经广泛应用于硬骨、 软骨、 软组织修复甚至肿瘤杀伤

中ꎬ 是组织工程中重要的材料ꎬ 对其力学性能、 降解

速率、 组织相容性进行改善和调控仍是目前研究的难

点和热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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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玻璃的化学组成与生物学活性

生物玻璃在生理条件下的反应过程经历离子交换、
胶状 Ｓｉ(ＯＨ) ４的沉积、 无定形钙磷层沉积和 ＨＣＡ 结晶等

过程ꎮ 由反应机制可知ꎬ 降解速率和 ＨＣＡ 的形成直接影

响着生物玻璃生物活性的发挥ꎬ 而这两个参数和生物玻

璃的组成成分和含量密切相关ꎮ 如当 ＳｉＯ２质量分数高于

６０％时ꎬ 硅酸盐生物玻璃通常不具备生物活性ꎬ 在 ５５％ ~
６０％之间的适合作骨修复材料ꎬ ４５％ ~ ５２％之间的生物玻

璃适合修复软组织[２ꎬ ３] ꎮ 从体外生物玻璃的降解速率来

看ꎬ ＳｉＯ２含量高的生物玻璃形成的网络结构稳定ꎬ 这是

由于 Ｓｉ 离子无法被 Ｃａ２＋ 或 Ｎａ＋ 置换ꎬ ＨＣＡ 的形成受阻ꎮ
此外ꎬ 元素的离子半径也是影响降解的一个因素ꎬ 如硼

酸盐生物玻璃中 Ｂ３＋ 离子半径小ꎬ 形成的 Ｂ２ Ｏ３ 结构疏

松[４] ꎬ 经磷酸氢钾浸泡后ꎬ ＨＣＡ 在 ４ ｄ 内即可形成ꎬ
４５Ｓ５ 中则需要 ７０ ｄ 左右[５] ꎮ 痕量元素置换一部分 ＳｉＯ２也

可加速生物玻璃的降解ꎬ Ｌｉｕ 等[６]发现生物玻璃 Ｐ６ ３３ 掺

杂 ７％(摩尔分数)的 ＣａＦ２后ꎬ 在 Ｔｒｉｓ 中浸泡 ２~８ ｈ 即形成

ＨＣＡꎬ 而无 ＣａＦ２掺杂的样品中 ＨＣＡ 的形成延长至 ７２ ｈꎮ
有趣的是ꎬ 如果用痕量元素替换生物玻璃中的 Ｎａ＋ 或

Ｃａ２＋ꎬ 元素半径则对降解速率产生相反的影响ꎮ 用元素

半径较大的 Ｓｒ２＋替换 Ｃａ２＋ꎬ 硅酸盐生物玻璃的降解加快ꎬ
并且与 Ｓｒ２＋的含量呈正相关[７] ꎮ 相似地ꎬ 最新研究也表

明ꎬ 如用 Ｌｉ＋替换 ４５Ｓ５ 中的 Ｎａ＋ꎬ Ｔｒｉｓ 浸泡液在 ６ ｈ 内 ｐＨ
值和离子浓度保持稳定ꎬ 而用 Ｋ＋替换ꎬ 则 ｐＨ 值和离子

浓度都快速上升ꎬ 有大量 ＨＣＡ 沉积ꎬ 推测原因是离子半

径较小的元素使 ＳｉＯ２的结构更为致密ꎬ 减缓降解[８] ꎮ 在

硼酸盐和硅酸盐混合玻璃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ꎬ 当用

含量低于 ２％(摩尔分数)的 Ａｇ２ Ｏ 置换 ＣａＯ 后ꎬ ＢＯ４ 与

ＢＯ３的含量比升高ꎬ 结构的无序性增加ꎬ ＨＣＡ 形成加

快[９] ꎮ 与 Ａｇ＋不同ꎬ Ｚｎ２＋作为中间氧化物能够稳定 ＳｉＯ４的

结构ꎬ 促进网络结构的聚合ꎬ 因而减缓了生物玻璃的降

解[１０ꎬ １１] ꎮ 因此ꎬ 在调整生物玻璃中元素的组成和含量时

需要综合考虑元素的半径、 酸碱性、 网络结合倾向等ꎬ
特别是多种元素掺杂时ꎬ 生物玻璃的降解速率和活性可

能存在不确定性ꎮ
除了参与网络结构的构建ꎬ 生物玻璃中的离子也具

有抑菌、 激活成骨细胞分化通路以及促进血管生成等功

能ꎮ 如 Ａｇ＋、 Ｚｎ２＋、 Ｓｒ２＋、 Ｃｕ２＋等掺杂的生物玻璃有效杀

灭了 大 肠 杆 菌、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绿 脓 杆 菌 等 细

菌[１２－１７] ꎮ 在抑菌率上ꎬ 对放线共生放线杆菌和牙龈卟啉

单胞菌的抑菌率与 Ｆ－ 掺杂的比例呈正相关ꎮ 并且 ＣａＦ２

掺杂摩尔分数低于 ５％的生物玻璃均无细胞毒性ꎬ 随着

ＣａＦ２掺杂量的提高ꎬ ３ 周内 ＭＣ３Ｔ３￣１ 细胞中血管生长因

子 ＶＥＧＦ 上调ꎬ 其中只有掺 杂 量 为 １％ 的 Ｐ６ ３３ 使

ＭＣ３Ｔ３￣１ 细胞中成骨相关基因 Ｃｏｌｌａ１ 和 ＯＰＮ 表达明显上

调ꎬ 胶原蛋白合成增加[６] ꎮ 然而ꎬ 目前氟掺杂的生物玻

璃体内实验尚不明确ꎬ 氟可能引起的骨骼和牙齿釉斑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验证ꎮ Ｚｎ２＋ 也有促进细胞矿化的作用ꎬ
掺杂量(摩尔分数)低于 ５％时促进人骨肉瘤细胞 ＳＡＯＳ￣２
的生长和分化ꎬ 并且当 ＺｎＯ 的掺杂量为 ０ ３％时细胞外

基质合成量最高[１８] ꎬ 掺杂量在 ３％以内的生物玻璃也促进

图 １　 机体对生物玻璃的生物学响应机制[２０]

Ｆｉｇ 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ｇｌａｓｓ[２０]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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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牙髓干细胞的分化[１１] ꎮ 体外和体内实验显示ꎬ Ｃｕ２＋

掺杂的 １３－９３Ｂ３ 对细胞的生长繁殖、 相关生长因子基因

的转录表达以及皮肤伤口修复都有促进作用ꎬ 并且与

Ｃｕ２＋的含量呈正相关[１９] ꎮ 为了避免局部高 ｐＨ 值对细胞

的毒性ꎬ 以上体外细胞实验都是用生物玻璃粉末浸出液

的稀释液与细胞共同培养ꎬ 而体内实验中ꎬ 随着体液循

环局部碱性得到中和ꎮ 综上ꎬ 元素掺杂含量高于 ５％的ꎬ
往往不可避免地引起细胞毒性ꎬ 大多数实验证明ꎬ １％以

下的掺杂量能最大程度地促进成骨分化ꎮ 因此ꎬ 为了实现

生物玻璃对特定组织的最佳修复效果ꎬ 除了要考虑掺杂元

素的种类和含量ꎬ 离子释放的动力学更需要精确调控ꎮ

3　 结构对生物相容性的影响

除了化学组成ꎬ 生物玻璃的结构也对其修复能力有

着重要的影响(图 １[２０] )ꎮ 目前基于熔融法、 溶胶－凝胶

等方法制备的生物玻璃有初级的微米、 纳米级颗粒、 纤

维ꎬ 还有介孔生物玻璃和 ３Ｄ 打印、 电纺纤维生物玻璃ꎮ
从微观上来说ꎬ 已经发现比表面积、 表面粗糙度、 电荷 /
Ｚ－电势、 拓扑学性质、 机械强度等影响着生物玻璃的生

物相容性ꎮ 如纳米级颗粒因比表面积大ꎬ 相较微米级颗

粒吸附的胶原蛋白更多ꎬ 能为细胞提供更多的黏附位

点[２１] ꎮ 然而细胞黏附和 ＨＣＡ 的形成之间并不是正相关ꎬ
Ｇｏｕｇｈ 等发现光滑的(Ｒａ: ０ ０４５ μｍ)４５Ｓ５ 表面人原代成

骨细胞黏附面积大ꎬ 但长时间降解后 ＨＣＡ 的形成远远低

于表面粗糙的(Ｒａ: ２ ０２７ μｍ)４５Ｓ５[２２] ꎮ 此外ꎬ 孔径和孔

隙率对材料与组织的结合也有重要的影响ꎮ 在孔径低于

１００ μｍ 的生物材料上细胞易团聚ꎬ 且黏附性和繁殖率降

低ꎬ 有更多新生软骨ꎻ 而孔径高于 ３００ μｍ 的生物材料直

接促进新骨形成和毛细血管生成ꎬ 因此ꎬ 材料中孔径大

小呈梯度分布是解决复杂组织 (如关节等) 的一个思

路[２３] ꎮ 孔隙率对细胞生长的影响主要和比表面积有关ꎬ
一般地ꎬ 孔隙率高的生物玻璃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ꎬ 细

胞与细胞外基质蛋白的结合度更高ꎬ 利于细胞生长ꎮ 同

时ꎬ 不同孔隙率的生物玻璃具有不同机械强度ꎬ 能够匹

配不同机械强度的组织ꎬ 如松质骨与密质骨的压缩强度

分别为 ２~１２ ＭＰａ 和 １００~１５０ ＭＰａꎬ 弹性模量分别为 ０ １~
５ ＧＰａ 和 ５~１５ ＧＰａ[２４] ꎬ 因此通过控制孔隙率来获得不同

比表面积以及不同机械强度的生物玻璃也是制备支架材

料的一个思路ꎮ

4　 生物玻璃在组织修复中的应用

4 1　 硬组织修复

硬组织修复中往往用生物玻璃复合钛、 钛合金、 镁

合金等ꎬ 以提高金属支架的力学性能ꎬ 降低离子溶出率

和腐蚀速度[２５－２７] ꎮ 此外ꎬ 生物玻璃与金属复合能够显著

降低机体的炎症反应ꎬ 如 Ｓｃｉｓｌｏｗｓｋａ￣Ｃｚａｒｎｅｃｋａ 等发现相

比羟基磷灰石(ＨＡ)或者硅酸钙ꎬ 生物玻璃涂覆的钛募集

更多的巨噬细胞ꎬ 并且相关的炎症因子 ＭＭＰ￣９、 ＴＮＦ￣α
等的产生量减少[２８] ꎮ 生物玻璃涂覆的金属还能诱导干细

胞分化为成骨细胞ꎬ 普遍的观点认为大量的分化是骨整

合的首要条件ꎮ 然而ꎬ 也有不同的观点ꎮ Ｐｏｐａ 等提出干

细胞在长期修复中要保持一定的数量ꎬ 而不能过度分化ꎮ
他们将钛材料表面涂覆生物玻璃以提高硬度ꎬ 牙髓干细

胞只是表现为数量增多ꎬ 而并无分化[２９] ꎮ 笔者认为ꎬ 在

硬组织修复中ꎬ 不同类型的细胞数量需要维持适当的比

例ꎬ 以避免过度增生引起的副作用ꎮ 除了与金属材料复

合ꎬ 还将生物玻璃与多聚物复合ꎬ 一方面模拟天然骨组

织中无机(磷灰石) /有机(胶原蛋白)环境ꎬ 另一方面两

种材料都能够降解ꎬ 成为骨组织工程中一种理想的支架

材料ꎮ 多聚物中应用较多的有聚 ＤＬ－乳酸(ＰＤＬＬＡ)、 透

明质酸、 壳聚糖、 海藻酸等ꎮ 一般地ꎬ 随着生物玻璃含

量的提高ꎬ 形成的复合材料越致密ꎬ 机械性能越高ꎮ 生

物玻璃的含量还影响着细胞增长、 细胞外基质合成和体

内骨组织修复ꎮ 如人骨肉瘤细胞 ＭＧ￣６３、 人脂肪干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在 ４５Ｓ５ / ＰＤＬＬＡ 复合材料上的繁殖数量与

４５Ｓ５ 的含量呈正相关ꎬ 含 ４０％(质量分数) ４５Ｓ５ 的复合

材料上ꎬ 细胞的数量最多[３０－３１] ꎮ 进一步地ꎬ Ｌｕ 等还发现

在含 ４０％ ４５Ｓ５ 的复合材料上ꎬ 胶原蛋白的合成量最大ꎬ
人脂肪干细胞的成骨分化率最强[３２] ꎮ 而对于天然的多聚

物ꎬ 与很低含量的 ４５Ｓ５ 复合就能用于骨修复ꎬ 如在 ｍ / Ｖ
为 ０ ２％的 ４５Ｓ５ 与海藻酸溶液混合的水凝胶上ꎬ 大鼠间

充质干细胞的繁殖和分化最快ꎬ 并且能够快速迁移至复

合材料内部ꎬ 这与 Ｓｉ４＋ 的含量和表面形成的 ＨＣＡ 有

关[３３] ꎮ 在诱导成骨中ꎬ ４５Ｓ５ 与不同多聚物复配的含量比

例差异较大ꎬ 因此ꎬ 在实验中需要关注材料本身的强度、
表面沉积的 ＨＣＡ 和降解过程中离子的浓度ꎮ

除了形状固定的支架材料ꎬ 可注射的生物玻璃在关

节软骨再生中发展迅速ꎮ Ｚｈｕ 等[３４] 制备了复杂的可注射

生物玻璃－水凝胶－细胞多层复合材料ꎬ 体内外实验显

示ꎬ 骨髓干细胞和海藻酸钠－生物玻璃层促进软骨下骨再

生ꎬ 骨髓干细胞、 关节软骨细胞和海藻酸钠－琼脂糖层促

进关节软骨再生ꎬ 并且发现该复合材料还能整合新旧

组织ꎮ
4 2　 软组织修复

４ ２ １　 皮肤伤口修复

由于生物玻璃能释放促进血管生成的离子ꎬ 且能够

降解ꎬ 近年来有报道将其用于皮肤伤口修复ꎮ Ｚｈａｏ 等将

掺杂 Ｃｕ２＋的 １３－９３Ｂ３ 纳米纤维敷在大鼠伤口处ꎬ 伤口修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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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速度与 Ｃｕ２＋的含量成正相关[１９] ꎮ 此外ꎬ 许多研究将生

物玻璃与多聚物混合制备伤口敷料ꎬ 如将 ４５Ｓ５ 纳米颗粒

与聚羟基辛酸混合作为伤口敷料ꎬ 生物玻璃的含量越高ꎬ
混合材料的粗糙度和亲水性越高ꎬ 止血需要的时间越

短[３５] ꎮ 为了更好地模拟天然的软组织ꎬ 研究人员采用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多聚物共价交联生物玻璃ꎬ 制备了复杂

的复合材料ꎮ Ｃｈｅｎ 等报道了一种 ３Ｄ 支架ꎬ 外壳由透明

质酸和壳聚糖组成ꎬ 能够增强材料的热力学和结构的稳

定性ꎬ 内核是纳米尺寸的明胶和生物玻璃海绵纤维ꎬ 并

提出了促进慢性伤口修复的材料模型[３６] ꎮ
４ ２ ２　 神经元修复

４５Ｓ５ 纤维与硅橡胶导管制备的复合物促进 Ｓｃｈｗａｎｎ
细胞的附着ꎬ 并且可连接大鼠坐骨神经残端长达 ０ ５ ｃｍ
的间隙[３７] ꎮ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等[３８]将条状的 １３－９３Ｂ３ 掺入纤维

蛋白中ꎬ 引导神经元沿着生物玻璃的走向延伸ꎮ Ｎｏｖａｊｒａ
等[３９]在中空的磷酸盐玻璃纤维中填充琼脂 /明胶和荧光

素葡聚糖ꎬ 不但诱导神经元的再生ꎬ 还可控制生长因子

的释放ꎮ Ｍｏｈａｍａｄｉ 等[４０]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聚己内酯

－胶原－纳米生物玻璃多孔复合材料促进了末梢神经组织

再生ꎮ 然而ꎬ 体内实验表明ꎬ 复合材料修复神经元的效

果无法持久ꎮ 如 Ｆｏｒｔｕｒａｎ 等[４１] 发现生物玻璃和明胶共价

交联的纳米导管能够连接坐骨神经中末梢神经长达 １ ｃｍ
的间隙ꎬ 促进神经元更新ꎬ 但是术后 ３ 个月的观察结果

表明ꎬ 复合材料组中神经的修复效果与对照组(仅明胶)
无差异ꎮ Ｋｉｍ 等[４２] 也发现在磷酸盐玻璃纤维表面包裹上

胶原蛋白ꎬ 在体内实验的初始阶段促进了大鼠神经元轴

突的生长ꎬ 修复效果在 １２ 周后消失ꎮ 因此ꎬ 生物玻璃 /
多聚物复合材料如何在体内长效修复神经元仍然是需要

解决的问题ꎮ
４ ２ ３　 其他软组织修复

生物玻璃与多聚物复合材料还能用于心脏、 肠道、
肺等软组织的修复ꎮ 如将 ４５Ｓ５ 与聚癸二酸丙三醇酯混合

用于心肌梗塞的治疗ꎬ 最佳含量为 ５％(质量分数)ꎬ 复

合材料的弹性模量在 ０ ５ ＭＰａ 左右ꎬ 在模拟体液浸泡后

降低到 ０ ２ ＭＰａꎬ 适合心脏组织修复[４３] ꎮ 相似的是ꎬ 质

量分数为 ５％的 ４５Ｓ５ 与聚 ＤꎬＬ－丙交酯复合可促进人肺上

皮细胞繁殖ꎬ 具备肺组织修复功能[３０] ꎮ 对于肠道和子宫

内膜修复ꎬ 则生物玻璃的含量较低ꎬ 如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ｎｉ 等用生

物玻璃与聚乳酸－羟基乙酸复合制备多孔管状材料ꎬ 发现

１％ 的 ４５Ｓ５ 即可诱导肠道细胞再生[４４]ꎬ 对于子宫内膜修

复ꎬ 生物玻璃的最佳含量为 １ ５％[４５]ꎮ 如果将 ４５Ｓ５ 涂覆

在多聚物上ꎬ 则很低的浓度即可促进血管新生ꎬ 如 Ｄａｙ
等发现成纤维细胞在浓度为 ０ ０１％(ｍ / Ｖ)的 ４５Ｓ５ 涂覆的

聚羟基乙酸上表达的 ＶＥＧＦ 量最高ꎬ 而浓度高于 ０ ２％时

则对细胞有毒性ꎬ 体内实验证明了植入大鼠皮下囊的复

合材料中有大量新生血管生成[４６] ꎮ
4 3　 肿瘤杀伤作用

近年来发现ꎬ 在生物玻璃中掺杂磁性元素能够达到

杀死肿瘤细胞和促进组织再生的双重目的ꎬ 在肿瘤治疗

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ꎮ Ｌｕ 等将 ＳｒＦｅ１２Ｏ１９修饰的介孔生物

玻璃 /壳聚糖多孔支架植入大鼠体内后ꎬ 经 ０ ３ Ｗｃｍ－２

的近红外光照射 ２ ｍｉｎ 后ꎬ 植入部位的温度上升到 ４３ ℃ꎬ
骨癌细胞的杀伤率达到 ８４ ６％ꎬ 此外ꎬ ＳｒＦｅ１２ Ｏ１９ 产生的

磁场使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ꎬ 相关成骨通路激

活[４７] ꎮ 另外掺杂铋、 钡等元素[４８ꎬ ４９]也发现了相似的热疗

效应ꎮ Ｗａｎｇ 等将 Ｂｉ２Ｏ３掺杂的磷硅酸生物玻璃 Ｓ６Ｐ２Ｂ 植

入裸鼠骨癌组织ꎬ 受到 １ ５ Ｗｃｍ－２的近红外光照射后ꎬ
骨癌组织处的温度迅速升高到 ５５ ℃ꎬ 照射 １０ ｍｉｎꎬ 裸鼠

在 １ ｄ 后肿瘤组织开始瓦解ꎬ １５ ｄ 后完全消失ꎬ 其中铋

的掺杂量越高ꎬ 产生的热疗效应越高ꎬ 但高于 ６％(摩尔

分数)时对细胞有毒性[４８] ꎮ

5　 结　 语

生物玻璃已经被广泛用于人体组织修复ꎬ 如骨、 软

骨、 皮肤、 心脏、 肺、 神经等组织ꎮ 这些应用都与其组

成成分可灵活调控ꎬ 可与金属、 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聚

合物有效复合密切相关ꎮ 同时ꎬ 生物玻璃还可以与干细

胞、 药物等联合使用实现细胞预激活和药物缓释的目标ꎮ
生物玻璃的进一步设计和研发仍然是目前组织修复和疾

病控制中重要的课题ꎬ 现有的修复支架材料也面临着许

多问题和挑战ꎬ 如力学性能需要与待修复组织匹配ꎬ 实

现可控的离子释放速度和浓度ꎬ 降低机体的炎症反应ꎬ
缩短修复时间ꎬ 以及在临床上使用方便和成本控制等ꎮ
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体内和体外实验进行细胞和分子

层面的深入研究ꎮ 相信未来生物玻璃会有更广阔的医用

潜力和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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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Ｊ]ꎬ ２０１２ꎬ ９: ８８０－８８９.

[８]　 ＢＲÜＣＫＮＥＲ Ｒꎬ ＴＹＬＫＯＷＳＫＩ Ｍꎬ ＨＵＰ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Ｊ]ꎬ ２０１６ꎬ ４: ３１２１－３１３４.

[９]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ＡＣＨＡＲＹＵＬＵ Ｎꎬ ＭＯＨＩＮＩ Ｇ Ｊꎬ ＢＡＳＫＡＲＡＮ 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ｌｏｙ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３４: ２７９９－２８１０.

[１０] ＬＵＳＶＡＲＤＩ Ｇꎬ ＭＡＬＡＶＡＳＩ Ｇꎬ ＭＥＮＡＢＵＥ Ｌ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Ｊ]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０６(３８): ９７５３－９７６０.

[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Ｍꎬ ＨＩＬＬ Ｒ Ｇꎬ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Ｓ Ｃ Ｆ. Ｄｅｎｔ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３(５): ５４３－５５２.

[１２] ＢＥＬＬＡＮＴＯＮＥ Ｍ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Ｈ Ｄꎬ ＨＥＮＣＨ Ｌ 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ꎬ ２００２ꎬ ４６(６): 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１３] ＬＥＥ Ｍꎬ ＡＲＩＫＡＷＡ Ｋꎬ ＮＡＧＡＨＡＭＡ 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Ｊ]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７８(２): ２８３－２９１.

[１４] ＳＨＵＡＩ Ｃ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ＧＡ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 Ｊ ]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１

(３): ３７８.

[１５] ＳＥＨＧＡＬ Ｒ Ｒꎬ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Ｅꎬ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Ｒ. ＡＣ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Ｊ]ꎬ ２０１６ꎬ ８(２２): １３７３５－１３７４７.

[１６] ＬＩＵ Ｊꎬ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Ｓ Ｃ Ｆꎬ ＨＩＬＬ Ｒ 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ｎｔ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２(３): ４１２－４２２.

[１７] ＬＩ Ｊꎬ ＺＨＡＩ Ｄꎬ ＬＶ Ｆ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６: ２５４－

２６６.

[１８] ＳＡＩＮＯ Ｅꎬ ＧＲＡＮＤＩ Ｓꎬ ＱＵＡＲＴＡＲＯＮＥ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ｌｌｓ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１: ５９－７２.

[１９] ＺＨＡＯ Ｓꎬ ＬＩ Ｌ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３: ３７９－

３９１.

[２０] ＨＯＰＰＥ Ａꎬ ＧÜＬＤＡＬ Ａ Ｓꎬ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ＮＩ Ａ Ｒ.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Ｊ]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２: ２７５７－２７７４.

[２１]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ＮＩ Ａ Ｒꎬ ＥＲＯＬ Ｍꎬ ＳＴＡＲＫ Ｗ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ꎬ ２０１０ꎬ ７０(１３): １７６４－１７７６.

[２２] ＧＯＵＧＨ Ｊ Ｅꎬ ＮＯＴＩＮＧＨＥＲ Ｉꎬ ＨＥＮＣＨ Ｌ 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Ｊ]ꎬ ２００４ꎬ ６８(４): ６４０－６５０.

[２３] ＫＡＲ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Ｖꎬ ＫＡＰＬＡＮ Ｄ.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６(２７):

５４７４－５４９１.

[２４] ＲＡＨＡＭＡＮ Ｍ Ｎꎬ ＤＡＹ Ｄ Ｅꎬ ＢＡＬ Ｂ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ꎬ

２０１１ꎬ ７: ２３５５－２３７３.

[２５] ＧＵＯ Ｈ Ｂꎬ ＭＩＡＯ Ｘꎬ ＣＨＥ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Ｊ]ꎬ ２００４ꎬ ５８:

３０４－３０７.

[２６] ＨＵＡＮ Ｚ Ｇꎬ ＬＥＥＦＬＡＮＧ Ｍ Ａ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Ｊ]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７６: １６４４－１６５２.

[２７] ＡＮＡＮＴＨ Ｋ Ｐꎬ ＳＵＧＡＮＹＡ Ｓꎬ ＭＡＮＧＡＬＡＲＡＪ Ｄ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Ｊ]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３(７): ４１６０－４１６６.

[２８] ＳＣＩＳＬＯＷＳＫＡ￣ＣＺＡＲＮＥＣＫＡ Ａꎬ ＭＥＮＡＳＺＥＫ Ｅꎬ ＳＺＡＲＡＮＩＥＣ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ｅｌｌ[Ｊ]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４: ３９１－４００.

[２９] ＰＯＰＡ Ａ Ｃꎬ ＳＴＡＮ Ｇ Ｅꎬ ＥＮＣＵＬＥＳＣＵ Ｍ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１: ３１３－３２７.

[３０] ＶＥＲＲＩＥＲ Ｓꎬ ＢＬＡＫＥＲ Ｊ Ｊꎬ ＭＡＱＵＥＴ Ｖ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Ｊ]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５: ３０１３－３０２１.

[３１] ＹＡＮＧ Ｘ Ｂꎬ ＷＥＢＢ Ｄꎬ ＢＬＡＫＥ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４２(４): １０９８－１１０７.

[３２] ＬＵ Ｗꎬ ＪＩ Ｋꎬ ＫＩＲＫＨＡＭ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５６

(１): ９７－１０７.

[３３] ＺＥＮＧ Ｑꎬ ＨＡＮ Ｙꎬ Ｌ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０２(１): ４２－５１.

[３４] ＺＨＵ Ｙꎬ ＫＯＮＧ Ｌꎬ ＦＡＲＨＡＤＩ Ｆ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９２:

１４９－１５８.

[３５] Ｄ′ＡＭＯＲＥ Ａꎬ ＡＣＩＥＲＮＯ Ｄꎬ ＧＲＡＳＳＩＡ Ｌ. 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ＴＯ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Ｍ]. Ｉｓｃｈｉａꎬ Ｉｔａｌｙ: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 １２６－１２８.

[３６] ＣＨＥＮ Ｊꎬ ＣＨＥＮ Ｘꎬ Ｙ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 Ｊ]ꎬ

２０１３ꎬ ９２: ６１２－６２０.

[３７] ＢＵＮＴＩＮＧ Ｓꎬ ＳＩＬＶＩＯ Ｌ Ｄ Ｉꎬ ＤＥＢ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ｎｄ Ｓｕｒ￣

ｖｅ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ｏｌｕｍｅ)[Ｊ]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０(３): ２４２－２４７.

[３８]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Ｌ Ｍꎬ ＤＡＹ Ｄꎬ ＳＡＫＩＹＡＭＡ￣ＥＬＢＥＲＴ Ｓ Ｅ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 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０２ (８):

２７６７－２７７５.

[３９] ＮＯＶＡＪＲＡ Ｇꎬ ＴＯＮＤＡ￣ＴＵＲＯ Ｃꎬ ＶＩＴＡＬＥ￣ＢＲＯＶＡＲＯＮＥ 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 ２５－３２.

[４０] ＭＯＨＡＭＡＤＩ Ｆꎬ ＥＢＲＡＨＩＭＩ￣ＢＡＲＯＵＧＨ Ｓꎬ ＲＥＺＡ ＮＯＵＲＡＮ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Ｊ]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０５

(７): １９６０－１９７２.

[４１] ＦＯＲＯＵＴＡＮ Ｍꎬ ＡＢＢＡＳ Ｋꎬ ＩＭＡＮＩ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２): ３６３－３７３.

[４２] ＫＩＭ Ｙꎬ ＬＥＥ Ｇꎬ ＫＩＭ Ｊꎬ 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ꎬ ２０１５ꎬ ９(３): ２３６－２４６.

[４３] ＣＨＥＮ Ｑꎬ ＪＩＮ Ｌꎬ ＣＯＯＫ Ｗ Ｄ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ｆｔ Ｍａｔｔｅｒ [ Ｊ]ꎬ ２０１０ꎬ ６:

４７１５－４７２６.

[４４]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ＮＩ Ａ Ｒꎬ ＢＬＡＫＥＲ Ｊ Ｊꎬ ＭＡＱＵＥＴ Ｖ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Ｊ]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５: ２３－３１.

[４５] ＳＨＡＭＯＳＩ Ａꎬ ＭＥＨＲＡＢＡＮＩ Ｄꎬ ＡＺＡＭ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５(１): １６３－１７３.

[４６] ＤＡＹ Ｒ Ｍꎬ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ＮＩ Ａ Ｒꎬ ＳＨＵＲＥＹ Ｓ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５: ５８５７－５８６６.

[４７] ＬＵ Ｊꎬ ＹＡＮＧ Ｆꎬ ＫＥ Ｑꎬ 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４: ８１１－８２２.

[４８] ＷＡＮＧ Ｌꎬ ＬＯＮＧ Ｎ Ｊꎬ ＬＩ Ｌ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１): １－１３.

[４９] ＹＡＺＤＡＮＰＡＮＡＨ Ａꎬ ＭＯＺＴＡＲＺＡＤＥＨ 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Ｂ: Ｂｉｏｉｎｔ￣

ｅｒｆａｃｅｓ[Ｊ]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７６: ２７－３７.

(编辑　 惠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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