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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通过水热合成了鳞片状的羟基磷灰石，将其与海藻酸钠混合注入到以棉/壳聚糖/蚕丝混纺纱制备的复合中空编

织物中，采用冷冻干燥技术制备了多孔，可降解的，四组参数分别为 0:1、0.25:1、0.5:1、1:1 的编织支架。采用 SEM、

FTIR、XRD等对羟基磷灰石进行了形貌表征，使用改进的液体置换法、压缩实验和降解实验及细胞实验等对支架进行了

测试，得出性能最优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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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精要：事故创伤、骨折以及骨科疾病(如骨质疏松

症或关节炎)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骨缺损，并且通常需

要替代移植物来恢复其功能。在骨组织工程中，设计使用

具有生物相容性、多功能性和生物降解性的生物材料所制

备的骨支架对临界尺寸的骨缺损进行填充，这种方法正在

被广泛研究。 

本文通过水热合成制备了纳米羟基磷灰石，将其与海藻酸

钠共混制备复合凝胶，将其注入到具有高强度纵向拉伸性

能和网状结构的中空编织物。通过冷冻干燥与包裹在多层

编织物中的纳米羟基磷灰石混合的 SA溶液，形成核-壳

结构支架。所述网状结构由具有均匀和连续孔隙的交织纱

线形成，并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根据结果显示支架的

孔隙率均在 40%以上，在 21天降解后，支架的重量损失

随着纳米颗粒的含量的增加而增加，最大为 5%以上（如

图所示）。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过量的纳米颗粒部分流

失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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