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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组织工程的发展
随着组织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血管组织工程已经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构建具有生物

活性的血管替代物，可以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促进创伤愈合等，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的优势
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材料，具有独特的形状记忆效应和微图形结构，能够在体内

外环境下实现可逆的形状变化。这种材料在血管组织工程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可以模拟天然血管

的微环境，提高血管细胞的黏附、增殖和分化能力，从而促进血管组织的再生和修复。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在血管组织

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利用形状记忆聚

合物制备微图形基底，通过调控基底的形状和微图形结构，

实现对血管细胞行为的调控。同时，也有研究将形状记忆

微图形基底与其他生物材料相结合，构建复合型的血管组

织工程支架，进一步提高血管组织的再生效率。

要点一 要点二

发展趋势

随着材料科学、生物医学和工程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在血管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将呈现出以

下发展趋势：一是开发具有更高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活性的

形状记忆材料；二是深入研究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与血管

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三是探索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

在复杂血管组织再生中的应用。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微图形基底，并探讨其在血管组织工程中的应用潜力。通过调控基底的

形状和微图形结构，实现对血管细胞行为的精确调控，为血管组织工程的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首先设计并制备具有不同形状和微图形结构的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其次，通过体外实验评价基底对血

管细胞黏附、增殖和分化能力的影响；最后，构建血管组织工程模型，评估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在体内环境下对

血管再生的促进作用。

研究内容

研究目的和内容



形状记忆微图形基底制备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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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具有形状记忆效应、超弹性等特性，常用

材料如NiTi合金。

形状记忆合金

如聚氨酯、交联聚乙烯等，具有质轻、易

加工、生物相容性好等优点。

高分子形状记忆材料

结合多种材料的优点，如增强型复合形状

记忆材料，提高力学性能。

复合形状记忆材料

形状记忆材料选择与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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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图形类型

根据应用需求设计不同形状的

微图形，如线条、网格、点阵

等。

02

结构参数优化

通过调整微图形的尺寸、间距

、排列方式等参数，优化基底

的力学性能、生物相容性等。

03

生物活性表面修饰

在微图形表面引入生物活性分

子或细胞外基质成分，提高细

胞黏附、增殖和分化能力。

微图形基底结构设计及优化



包括材料准备、微图形加工、热处理、

表面修饰等步骤。

工艺流程

如激光切割、电子束蒸发、微纳加工等

技术，用于在基底材料上精确制造微图

形。

微图形加工技术

通过控制温度和时间等参数，实现形状

记忆材料的相变和性能调控。

热处理技术

利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在微图形表面引

入特定官能团或生物活性分子，改善生

物相容性。

表面修饰技术

制备工艺流程及关键技术参数控制



血管组织工程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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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组织工程原理
基于细胞生物学和工程学原理，通过模拟体内血管再生过程，构建
具有生物相容性、力学性能和生理功能的人工血管。

血管组织工程意义
为心血管疾病治疗提供新的途径，解决传统治疗方法存在的问题，
如供体短缺、免疫排斥等。

组织工程概念
利用生物学、工程学及医学原理，构建具有生物活性的组织或器
官替代物，以恢复、维持或改善人体功能。

血管组织工程概述及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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