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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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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聚焦于增材制造的新兴技术，也称之为三

维（3D）打印技术。此次主题来源于2019年国际工程

科技战略高端论坛——医用增材制造前沿技术与产品

转化上的特邀报告。该高端论坛由中国工程院（CAE）
主办，于2019年6月中旬在中国深圳举行。本期专题涵

盖的主题包括：第一，医用增材制造的原材料研发及其

挑战；第二，医用增材制造前沿技术；第三，医用增材

制造医用标准及认证等体系制定；第四，增材制造成果

转化。本期专题中的文章作者是来自学术界、医疗界、

工业界和监管机构的顶尖专家，包括来自加拿大、中国、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院和工程院的研究员和院士。

3D打印技术及其相关原材料在辅助诊断、术前计

划以及设计手术导板和配件以应对骨科挑战方面是比较

先进的。事实上，用于医用增材制造的原材料与用于其

他工业领域的原材料具有广泛的共性。但是，除了传统

的非生物材料，如永久性或生物惰性金属，可降解聚合

物或聚醚醚酮（PEEK）是医用增材制造中使用最广泛

的材料，因为它们具有生物相容性并可用来开发III类医

用植入物。目前，人们正在进行新的尝试，引入镁及

其合金作为一种有前景但又有挑战性的可生物降解金

属。除了单一材料之外，均相/非均相陶瓷基无机复合

材料也正在开发中。将活细胞和组织用于3D打印的技

术被誉为生物3D打印。正是通过使用这些创新的组织

工程概念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技术方法，以此在医用增

材制造方面创造出了巨大的机会。尽管如此，当涉及

活细胞时，这类技术方法在临床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就

随之出现了。此外，在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将材

料与抗菌药物结合使其具有抗菌特性，在临床应用中

有巨大的潜力。

由于3D打印技术和应用从本质上讲是多学科的，

因此3D打印机的设计应一开始就通过工程师、材料科

学家和临床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将应用目标与所需材料

结合在一起。之所以需要多学科的发展，其原因包括：

①传统的3D打印技术对粉末状材料和生物材料的研发

提出了新的要求；②新兴的3D生物打印对不同材料和活

细胞的空间分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可使用生物墨

水进行优化；③必须在3D打印制造之前考虑材料的加工

性能和机械性能，尤其是在设计具有两种不同机械要

求的个性化医疗植入物时（如使植入物的几何形状和

结构与宿主组织或器官匹配，如髋关节重建和骨肿瘤

重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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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中，我们选择了与先前讨论的医用增材制

造领域中的挑战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详细介绍了该领

域的现状、机遇和挑战：

（1）增材制造的医学应用与进展；

（2）用于医用增材制造的微流体；

（3）使用2D、3D和4D增材制造材料的生物植入物

的发展；

（4）用于多细胞组织工程的细胞容器类支架的3D
打印；

（5）个性化颅颌面重建的3D打印方法与体系；

（6）可生物降解镁植入物增材制造的挑战和解决

方案；

（7）3D打印髋关节假体在复杂髋臼骨缺损的全髋关

节置换手术中的准确重建、稳定固定和功能恢复；

（8）增材制造在假肢和矫形临床应用中的生物力学

研究。

我们希望本期有关骨科及相关领域的增材制造与

3D打印技术的专题能够如上述提及的高端论坛，有效

地促进国际合作。这些平台将促使我们开发更好的材

料，设计和制造新技术，并建立相关的和经过验证的临

床指标，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提高医疗效能与安全性使

患者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