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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性软骨损伤与组织工程化软骨及生物支架材料的修复★
 

张军鹏 

Exercise-induced cartilage damage repair with tissue engineered cartilage and biological 

scaffold materials 

Zhang Jun-peng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cartilage damage is common in basketball exercise.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 

engineering and biological materials,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or scaffold repair has become a trend.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artilage damage in basketball exercise, with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elements concerned in the repair process of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 materials. 

METHODS: An online search of PubMed database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and Wanfang database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between January 2005 and October 2010 was performed by the first author. English key words 

are “cartilage, damage, treatment, biological materials”, Chinese key words are “tissue engineering; cartilage injury; repair; 

biological materials; seed cells”. A total of 120 literatures were screened out, articles about cartilage treatment, materials science 

characteristics, biocompatibility, material modification, surface modif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were selected, old and repeated 

experiments were excluded. Those recently published or published in the authority magazine were preferred in the same area, 

and ultimately 30 literat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lude criteria were involv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seed cells, scaffolds and in vitro culture environment are three elements for of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and compose a body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mutual restraint. The appropriate selection and collocation of 

these 3 eleme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f repairing cartilage injury with tissu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Zhang JP. Exercise-induced cartilage damage repair with tissue engineered cartilage and biological scaffold material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yu Linchuang Kangfu. 2011;15(8):1491-1494.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篮球运动中造成软骨损伤较为常见。随着组织工程和生物材料的应用发展，利用软骨组织工程化或支架材料修复已

成为趋势。 

目的：对篮球运动中造成软骨损伤的因素进行探讨，重点对组织工程支架材料修复过程中关注的 3 个要素的研究和运用情

况进行概括。 

方法：由第一作者检索 2005-01/2010-10PubMed数据库(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及万方数据库(http://www. 

wanfangdata.com.cn)。英文检索词为“crtilage，damage，treatment， biological materials”，中文检索词为“组织工程；

软骨损伤；修复；生物材料；种子细胞”。检索文献量总计 120 篇，选择文章内容与软骨治疗方法、材料学特点、生物相

容性、材料改性、表面修饰及其应用效果相关等方面的文献，排除陈旧及重复实验文章，同一领域文献则选择近期发表或

发表在权威杂志的文章，最终纳入 30篇符合标准的文献。 

结果与结论：种子细胞、支架材料和体外培养环境，构成了软骨组织工程学注重的 3个要素，3者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

制约的整体，以组织工程技术修复软骨损伤时应注重到 3者间的恰当选择和配置。 

关键词：组织工程；软骨损伤；修复；生物材料；种子细胞 

doi:10.3969/j.issn.1673-8225.2011.08.039 

 

张军鹏.运动性软骨损伤与组织工程化软骨及生物支架材料的修复[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11，15(8):1491-1494.    

[http://www.crter.org  http://cn.zglckf.com] 

 

0  引言 

 

在日常活动或体育锻炼中，尤其在篮球等爆

发力负荷强度要求较大的体育项目中，由于受力

的突发性和复杂性，造成人体软骨等软组织损伤

较为常见，主要表现为软组织撕裂和断裂伤等。

人体软骨大多存于关节连接区域，从关节软骨的

生理特点来看，关节软骨属于透明软骨，组织代

谢活性较低，无血液供应和淋巴回流，自身修复

能力较差，在传统疗法中大多采用物理治疗，康

复效果不理想，对于较为严重的软骨损伤运用外

科手术进行软骨切除也较为常见，但手术切除后

势必影响了关节软骨部位的生理结构，难免给患

者造成运动遗憾。所以，由于软骨组织自身生长

环境及其生理特点的特殊性，如何对其进行治疗

与康复，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医患人员的难题。

随着组织工程的研究进展，人们逐渐利用这种工

程化的组织修复体内缺损或病废的组织和器官，

特别是在软骨组织缺损中，这方面的工作尤为突

出，组织工程学的兴起为软骨组织的再生与康复

提供了必要保障和崭新的研究方向。作者应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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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通过对PubMed及CNKI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对软骨

组织工程学材料的运用情况进行综述，对其材料学特征进

行探讨。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由作者应用计算机检索PubMed数据库

(http://www.ncbi.nim.nih.gov/PubMed)，检索关键词

“crtilage，damage，treatment， biological materials”，

限定语言种类为English；同时检索CNKI数据库

(www.cnki.net/index.htm)。检索关键词：“组织工程；

软骨损伤；修复；生物材料；种子细胞”，限定语言种

类为中文。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阐释组织工程修复软骨损伤、软骨材料学

研究进展及软骨材料学治疗中其基本要素相关方面的

文献。 

排除标准：重复及较陈旧的文献。 

1.3  数据的提取及评价  计算机初检到120篇文献，阅读

标题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研究目的与本文无关的文献

67篇，内容重复性研究及非核心文献23篇，共30篇文献

符合标准，中文19篇，英文11篇。所有选用的文献均为

相关性较强，并在此领域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能及时

准确反映和报道运用组织工程学手段治疗软骨损伤措

施的情况。 

 

2  结果 

 

2.1  篮球运动造成软骨损伤的因素  关节软骨为覆盖关

节表面的一层光亮的结缔组织，富有弹性，摩擦因数小，

能吸收关节间的振荡，是机体重要的力学器官之一
[1-3]
。

体育运动中受暴力挤压或扭撕常会造成其急性损伤，在

体育项目中由于受力的突发性和复杂性是造成其损伤

的重要原因
[4]
。 

篮球运动员关节软骨损伤可因一次急性暴力致伤，

也可以由逐渐劳损致伤。一次急性暴力致伤可引起关节

软骨剥脱、软骨骨折、骨软骨骨折。挤压暴力还引起软

骨压缩损伤、胶原纤维损伤、软骨细胞坏死等。急性期

过后则演变成为的慢性软骨损伤相似的病理过程。在膝

关节损伤的运动员中，最常见的损伤是经常微细损伤积

累而致的病理改变。 

体育运动训练过程中，运动员的膝关节软骨长期受

到磨损、撞击、挤压、捻错等小的微细损伤。久之就会

使膝关节软骨的无形层破坏、软骨因介层胶原纤维构成

的“网状拱结构”在表面类似的“薄壳结构”受损以致

胶原纤维破坏、断裂，失去弹性变形作用，再受压时不

能向周围传输压力，致局部压强增大，软骨细胞受损、

基质破坏
[5]
。所以，不科学的运动训练计划或长期大运

动量，膝关节强负荷容易引起膝关节软骨软化，这类损

伤往往没有急性受伤史，是因长期逐渐劳损、磨损以及

微细损伤积累而致。另外，从运动员角度而言，篮球运

动项目的防守、进攻、急停与行进间上篮、跳起投篮等

都要求膝于半蹲位“发力”，并且膝屈曲扭转，包括小

腿的内、外旋，内收及外展。这样髌骨与股骨关节面之

间，必然产生“不合槽”的“挤压”与“捻错”应力，

从而使软骨面的某一部位发生坏变、剥离，甚至出现“镜

相”
[6]
。而且，有些运动员全面锻炼不够，过早从事篮

球的专项训练，结果因膝周围肌力不强，主要是股四头

肌无力，髌骨就容易异位错动造成膝不稳而易受伤
[7]
。 

2.3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修复损伤的基本要素  关节软骨组

织工程是通过生物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构建具有

生物活性的软骨组织，用以修复、改善关节软骨缺损，

加快关节功能的恢复。将种子细胞培养在生物材料支架

上然后移植到缺损部位，形成新的软骨组织，经过重塑

形并与机体组织整合在一起，是软骨组织工程的基本方

式。软骨组织工程要具备理想的种子细胞、理想的支架

材料和理想的体外培养环境三个方面的要素。现把三要

素的作用和特点，以及种子细胞及支架材料的来源和应

用情况以及对种子细胞培养环境的研究情况作如下汇

总，分别见表1~4。

 

 

 

 

 

 

 

 

 

 

 

 

名称 作用 特点 

种子细胞
[7] 

 

 

种子细胞是修复受损软骨组织再生细胞的基础，是制约

软骨组织工程进一步临床应用的首要因素，也是保证

组织工程持续性深入研究的前提。 

取材容易，对机体损伤小；体外培养过程中有较强的增殖能力，需要时易分化为软骨

性细胞；与支架材料的黏附能力较强；植入机体后能适应受区生理病理应力等环境，

并能保持软骨活性等，组织工程化关节软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种子细胞的选择。 

支架材料
[8] 

 

 

 

支架材料是种子细胞种植的载体，通过把种子细胞种植

到来源广泛、可大量生产并可任意塑形的生物材料上，

在体外构建成为软骨细胞-三维支架复合物，进而植入

体内修复各种关节软骨缺损。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足够的孔隙结构，促进细胞黏附与增殖支架的容积应

能保持不变；不宜从缺损区脱落；具有一定的弹性；具有关节软骨的分层结构等。支

架材料不仅影响种子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和种植效率，而且决定移植后能否与受体组织

很好地结合，从而发挥其修复缺损的作用。 

培养环境
[9] 

 

 

 

 

细胞的生长分化主要受生长因子和机械生物力学信号

的双重调节，组织工程软骨细胞植入体内前要在体外

进行扩增，由于生长环境的改变，软骨细胞容易发生

功能老化和表型的去分化，因此，体外的培养环境对

软骨的正常生长非常重要。 

理想的培养环境要便于种子细胞在支架材料上的吸附繁殖和增生，要充分考虑种子细

胞、支架材料和生物体的生物相容性，为种子细胞或基质材料的成长和移植提供良好

的微环境。良好的培养环境受支架材料、种子密度、氧浓度、应力及微重力、材料的

表面修饰等多种方面的影响。 

 

表 1  软骨损伤组织工程三要素的作用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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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材料来源 应用结果 

天然支架材

料
[10]

 

 

主要包括：胶原、明胶、纤维蛋白、

壳聚糖、琼脂、糖胺多糖、藻酸盐、

蚕丝蛋白等。 

天然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但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力学性能较差，降解速

度快，大量制备困难，不同批次质量差异波动较大，并且因来自于天然生物体，有传播疾病的危险。随

着组织工程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天然材料作为细胞生长的天然载体，也正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质疑。 

合成高分子

支架材料
[11] 

 

聚乙烯醇，聚乳酸，磷酸二钙，聚乙

丙酯，聚氨酯，聚乙烯氧化物，聚

N-异丙基丙烯酰氨等。 

目前运用较广泛的聚乙醇酸，聚乳酸由于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降解可调性等已被批准用于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但其吸水性差，对细胞吸附能力弱，机械性能欠佳且在降解过程中产生酸性物质积

累，引起局部 pH值下降而导致炎症反应等缺点，制约着其运用效果也是继续解决问题。 

复合支架材

料
[12]

 

 

选用明胶等为基体材料，戊二醛为交

联剂，聚磷酸钙纤维为增强材料等

进行交联。 

将不同的材料，通过适当的工艺混合、加工来制备复合支架材料，可以弥补单一材料的不足，并增强复合

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组织工程的需要，为组织工程材料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可注射支架

材料
[13]

 

 

主要有藻酸盐、纤维蛋白、聚乙烯醇、

聚乙二醇等。 

 

具有可注射性，利于微创操作；水含量高，摩擦系数低；细胞接种较均一；利于作为生长因子的缓释载体

等多种优点。作为基质虽然存在降解过程不够稳定，材料不利于细胞的增值和基质的合成以及机械强度

低等缺点，但因其具有固态支架材料无法比拟的优点，从而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仿生纳米支

架材料
[14-15] 

 

操纵原子和分子或原子团和分子团，

进行材料加工及创制具有特定功能

的产品等。 

具有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功能特性。构建具有类细胞外基质结构和功能的纳米纤

维结构支架，可为细胞的体外生长、发育和细胞间信号传递提供理想的微环境，但技术尚未成熟。 

 

表 2  软骨支架材料的来源和应用 

分类 材料来源 应用结果 

自体移植
[16] 

 

 

种子细胞取自患者软骨体等 

 

 

是关节软骨组织工程研究中最早应用的软骨种子细胞，自体软骨细胞来源的种子细胞不存在免疫排斥反

应，有利于临床应用。但，细胞表型易发生变异，且生长缓慢，不能达到组织工程软骨的需要数量，另

因该细胞取自患者来源有限、对个体造成二次创伤、增加了手术费用和患者痛苦等，限制了其应用。 

异种异体移植
[17]

 

取自其它种群生物软骨体等 

 

异种软骨细胞来源充足，短时间可大量获取、增殖，但植入受体后免疫排斥反应严重，且有传播疾病的危

险，故应用较少。 

同种异体移植
[18] 

 

非患者其他个体软骨体、骺板

软骨、软骨膜、肋软骨及耳软

骨等 

随着移植时间推移，较严重的免疫反应可以基本消除，但，该软骨在获取的同时又对其他个体造成创伤，

增加二次手术费用，且有传播疾病的危险，故也不是最理想的软骨种子细胞来源。 

 

骨髓基质干细

胞和其它组

织干细胞
[19]

 

骨干、髂骨、肋骨、骨膜等 

 

 

在体内和体外环境中，特定的条件会诱发自体骨髓基质干细胞、肌肉和脂肪组织来源的干细胞表达软骨细

胞表型。具有来源充足、取材方便、创伤小、增殖能力强、无排斥反应、不存在伦理问题等优点，干细

胞在诱导因子作用下可向软骨细胞分化，已被公认有可能成为关节软骨组织工程理想的种子细胞来源。

胚胎干细胞
[20] 

 

 

来源于受精卵发育成的早期胚

胎，也可从体细胞核移植发育

的胚胎获得 

胚胎干细胞具有全能性和无限殖的能力，有望成为组织工程种子细胞的新来源。目前胚胎干细胞应用中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诱导胚胎干细胞向软骨细胞定向分化、有效地建立起无免疫原性的胚胎干细

胞等。 

转基因细胞
[21] 

 

将基因技术应用到关节软骨组

织工程 

软骨细胞在体外培养过程中因其增殖能力低、代谢缓慢、对密要求较高，细胞增殖有限，且细胞在传达过

程中易出现老化。通过基因转染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软骨细胞内部并有效表达，可产生内源性生长因子，

对软骨细胞产生持续的作用。 

表 3  软骨种子细胞的来源和应用 

方法名称 应用结果 

单层培养
[22] 

 

传统的培养方法是在培养瓶中进行单层培养，单层培养的软骨细胞会发牛接触抑制，易发生去分化，游离的种子细胞难以在特定宅间聚

集并增殖成一定的形状，很难形成组织工程软骨。故目前单层培养仅用于软骨细胞的初步培养。 

静止三维立体培养体

系
[23] 

 

 

静止三维立体培养将种子细胞与三维可降解支架材料复合后进行培养，三维支架为种子细胞提供三维空间，利于种子细胞在支架不断增

殖。静止三维培养的方法有利于种子细胞获得足够的营养物质和保持相互间的接触和通信，促进组织工程软骨的形成，三维支架还可

制成任何形状用以修复不规则形状的软骨缺损。然而受三维支架表面与细胞相容性的限制，细胞在支架上分布不均，当三维支架过大，

中心种子细胞的生长仍缺乏营养，生长缓慢，不利于组织工程软骨的形成。 

生物反应器
[24] 

 

 

 

生物反应器主要是模拟体内软骨微环境，为体外软骨形成提供一个动态的力学刺激，以便进一步提高体外构建软骨的基质合成及力学性

能。目前常用的生物反应器有机械搅拌式生物反应器、直接灌流式生物反应器、同心桶型生物反应器以及旋转的微重力生物反应器系

统。在体内几乎所有的细胞都受到应力的作用，这些应力可改变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影响细胞的表型、基因表达、代谢以及生长因子

的自分泌和旁分泌。 

改良支架材料生物相

容性
[25] 

 

在运用组织工程学手段对软骨进行重建的工程中，理想支架材料的选择必须重视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其生物相容性的好坏直接决定着

骨康复治疗的效果，可以说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应是组织工程治疗手段过程中生物材料选择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通过对基质材料复合与

加工，可以弥补单一材料的不足，最大限度的满足组织工程支架材料的需要。 

改良支架的性状或表

面特征
[26] 

 

 

对支架材料性状的改善及表面的修饰可有效解决大多数支架材料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更适合种子细胞在支架上的生长。例如，支架呈

三维多孔网状结构，具备合适的孔径和孔隙率，更便于种子细胞的表达和增生，Chen 等将 L-聚乳酸进行表面改性，大大促进了细胞

的 增殖。许多人工合成支架材料具有疏水性，不利于细胞在其表面的生长，可采用等离子体处理或经亲水性聚合物内外包裹等方法达

到改善亲水性的目的。对基质支架材料的形状和表面结构特征进行修饰，以利于细胞的吸附、分化和生长。 

基因修饰
[27] 

 

 

细胞因子能够促进种子细胞增殖、分化和成熟。比如，转化生长因子β是一族具有多种功能的多肽类生长因子，可以调节多种细胞的生

长和分化。转化生长因子 β1 可以诱导原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形成软骨组织，并具有促进软骨细胞增殖和成熟、增加软骨细胞合

成和分泌蛋白多糖的作用。但由于这些细胞因子的作用机制和调节作用尚不完全清楚，在组织工程半月板的应用中仍处于探索阶段。

表 4  细胞培养环境的改良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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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软骨损伤修复的综合分析  一般认为，关节内软骨

中一般无血管，其营养主要需通过周围组织和关节内滑

液提供，故损伤后的修复较为困难，愈合较差，如膝关

节中半月板的损伤，常需要做手术切除。但是，对于某

些部位的软骨，例如，腕关节软骨，由于其处于桡腕关

节与桡尺远侧关节之间，软骨薄，并且面积较小(面积仅

约0.7 cm
2
，近远侧面均能得到关节滑液营养；加之，软

骨是腕关节纤维系统中一部分，可以直接从周围组织中

得到营养供应
[28]
。临床上治疗急性软骨轻度损伤，多采

用局部封闭治疗即注射药物，如强的松龙类药物等，消

炎止疼，配合腕部休息，经过半个月左右治疗，一般均

能康复。但严重伤者，由于往往均伴随有周围软组织损

伤，在受伤后，首先还应当立刻进行局部冷敷，时间约

10 min，防止这些软组纲中毛细血管大量出血，造成腕

关节严重肿胀，然后进行石膏或夹板固定(屈肘90°，腕

功能位)，旋前伤时旋后位固定；反之旋前固定。固定时

问为三四周。对于慢性劳损性损伤，可在疼痛部位进行

理疗、针灸等，还可以局部擦抹舒活酒、正红花油等，

并辅以较为轻柔的手法按摩，如搓、揉、揉捏等，治疗

时尽量配合腕部敷药、熏洗，达到关节周围软组织整体

的活血化淤，理顺筋络，防止形成粘连，影响关节的功

能
[29]
。对于经过治疗仍无好转或软骨损伤较为严重的患

者，还可进行手术部分切除或全切除手术，但手术切除

后势必影响了关节软骨部位的生理结构，难免给患者

造成运动遗憾，所以，在手术切除中应考虑尽量保留

软骨组织，减小创伤面。所以，由于软骨组织自身生

长环境及其生理特点的特殊性，如何对其进行治疗与

康复，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医患人员的难题。1977年，

Green等
[30]
成功分离培养软骨细胞，并尝试与脱钙骨支

架材料联合培养，成为软骨组织工程发展的开端，随着

组织工程的研究进展，人们逐渐利用这种工程化的组织

修复体内缺损或病废的组织和器官，特别是修复软骨组

织缺损。可以说组织工程化软骨移植是又一种可行的修

复关节软骨缺损的有效方法，众多学者通过各种实验尝

试用组织工程化软骨来修复关节缺损，并获得较为满意

的效果，组织工程学的兴起为软骨组织的再生与康复提

供了必要保障和崭新的研究方向。 

 

3  小结 

 

由于软骨组织自身生长环境及其生理特点的特殊

性，如何对其进行治疗与康复，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医

患人员的难题。软骨组织工程是通过生物学和工程学的

原理和方法构建具有生物活性的软骨组织，用以修复、

改善关节软骨缺损，加快关节功能的恢复。 

在运用组织工程学手段对软骨进行康复治疗的过

程中，理想的种子细胞的选择和培养、理想的支架材料

的合成研制和选择，以及便于种子细胞成长的理想的体

外培养环境，够成了软骨组织工程学必需注重的3个要

素，而种子细胞、支架材料和培养环境，三者组成了一

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整体，所以，在运用组织工程学

手段治疗的过程中，注重三者的恰当配置应是治疗中着

重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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