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澳門重點研發資助計劃 

生物醫用材料領域申報指南 

 

一.背景 

隨著生命科學、材料科學及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發展，特別是

組織工程技術的發展，以及配合科技創新必須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

新形勢，推動加快研發生物醫用材料及產品，對於培育戰略新興產

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技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內

地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21-2035 年）》和

《「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進行相關部署。 

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在生物醫用材料領域已經積累了較強的

研發能力，尤其針對基於納米材料技術的醫療診斷和生物醫用材料

研發等已經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較大優勢。在這個領域進一步

集中資源重點研究，對於促進澳門生物醫用材料科技與大健康產業

發展、提升澳門科技創新綜合實力具有重要作用。 

為充分發揮澳門在生物醫用材料領域的優勢，進一步整合現有

優勢資源，提升研發能力和產業化水平，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在

徵求澳門相關領域科研人員意見的基礎上，依託內地專家的力量，

研究提出了澳門生物醫用材料重點研發計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配

合國家所需、發揮澳門所長，針對澳門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現狀

和需求，以科技創新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助力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貢獻力量。 

 

 



二. 總體目標 

面向腫瘤及糖尿病重大複雜性疾病的治療，以納米材料與現代

生物技術的交叉融合為突破，並結合中國傳統醫藥的經驗積累，為

晚期轉移性惡性腫瘤和糖尿病治療提供新的技術和產品：針對晚期

轉移性惡性腫瘤，研發基於新型納米材料的腫瘤免疫技術並開展臨

床應用研究；針對糖尿病併發症難愈性創面治療，創制可促進糖尿

病創面修復的中藥源多糖材料並開展臨床驗證。 

 

三. 研究方向 

方向 1：基於新型碳基納米材料的腫瘤免疫技術研究與應用 

研發新型碳基納米材料及其符合 GMP 的制備工藝，完成其生物

安全性評估。建立基於該碳基納米材料的免疫細胞疫苗制備工藝。

開展腫瘤免疫治療的臨床前研究，完成其安全性、有效性及質量可

控性評價。開展臨床研究，初步評估基於新型納米材料腫瘤免疫技

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考核指標：完成上述研究內容，形成研究報告，並完成相關部門

組織的技術驗收。獲得發明專利 4-5 項及臨床試驗批件。 

方向 2：促進糖尿病創面修復的中藥源多糖或幹細胞材料研究與

應用 

從傳統中藥或幹細胞提取能促進糖尿病創面愈合的材料，研究並

優化其制備工藝。開展該新型材料的臨床前研究，完成其安全性、

有效性及質量可控性評價。開展臨床研究，初步評估該新型材料的

人體安全性和有效性。 

考核指標：完成上述研究內容，形成研究報告，並完成相關部門

組織的技術驗收。獲得發明專利 2-4 項及臨床試驗批件。 



四．申報要求 

申報單位根據指南所列某一方向的研究內容以項目形式組織申

報，項目下設課題。每個項目均應整體申報，原則上須覆蓋全部考

核指標。如無特殊說明，每個項目下設課題不超過 3 個。牽頭單位

須為澳門機構，鼓勵澳門以外單位參與合作，每個項目的參與單位

數不超過 6 家。項目負責人及課題負責人均須具備在澳全職工作的

資格。 

本項目實施年限 3 年。其中，方向 1 每個項目的申請金額上限為

2000 萬澳門元；方向 2 每個項目的申請金額上限為 1000 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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