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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中的应用

张海林，周晓△

４１００１３长沙，湖南省肿瘤医院 肿瘤整形外科

［摘要］　 ３Ｄ打印技术作为一种新兴临床辅助技术手段，已广泛应用于肿瘤整形外科领域。本文总结了３Ｄ打印技
术在肿瘤整形外科中的应用流程、技术要求、应用范围，并结合团队自身临床应用基础，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同时提出生物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中的研究思路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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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Ｄ打印是通过具有三维制造能力的打印机实
现快速成型的一种技术，属于增材制造的范畴。自

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应用于医学临床领域，以 ＣＴ、
ＭＲＩ、超声等医学影像的原始数据为基础，经过数字
化软件设计，运用可粘合材料，通过增材制造法逐层

叠加的方式来构造物理实体。在医学临床领域方

面，其最大的优点是满足个性化设计需求。为病患

提供个性化的诊断、治疗，特别是外科手术治疗方

案，从而达到个性化和精准治疗的目的。肿瘤整形

外科学是一个融合肿瘤外科、整形外科、显微外科的

理论和技术，以有计划地进行根治性肿瘤切除加一

期修复重建为特征的外科交叉和边缘科学，除了肿

瘤切除之外，其治疗范围还包括肿瘤切除后缺损的

修复和重建［１］。肿瘤整形外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随着近年来不断壮大发展，也不断吸收、消化新的技

术手段更新内容，充实内涵。医学３Ｄ打印技术以
其个性化、定制化的特点，在肿瘤整形外科肿瘤根治

和缺损修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２］。本

文就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目前的应用状况和
应用前景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主要包括下列３个方
面：１）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流程和技
术要求；２）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范围；
３）生物３Ｄ打印在肿瘤整形外科应用前景等。

１　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流程
和技术要求

　　３Ｄ打印技术在临床外科领域的应用流程包括
３个步骤：１）数据的采集。数据来源于影像学的原
始数据，包括 ＣＴ、ＭＲＩ、三维超声影像等。这些数据
并不是各个层面图像的简单叠加，而是图像的原始

数据，通常以ＤＩＣＯＭ格式存在；２）后期软件设计处
理。原始数据需要导入三维图像设计软件进行重

建。设计软件种类繁多，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设计

软件是比利时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公司的 ｍｉｍｉｃｓ，该软件操
作简便，能进行骨骼、软组织、血管、神经描绘。根据

使用侧重点不同，也可选用其他一些自带设计功能

专业软件，如对于颅颌面骨的修复重建，ＣＭＦｐｒｏｐｌａｎ
软件是较好的选择，其中颌骨的腓骨修复设计模块

能非常方便地进行设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３）
打印成型。经设计完成的ＳＴＬ格式文件导入３Ｄ打
印机就能进行实物模型的打印。

肿瘤整形外科融合了肿瘤外科、整形外科、显微

外科理念及技术，包括肿瘤病灶切除和术后缺损的

修复重建两方面的内容。３Ｄ打印技术目前在肿瘤

切除和缺损的修复重建中均可应用，其应用流程在

肿瘤整形外科与其他临床领域并无不同，但是对于

技术要求有其特殊性。

１．１　数据采集是３Ｄ打印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
基础

　　３Ｄ打印的影像数据采集有时限要求。由于肿
瘤无限生长，当进行３Ｄ打印辅助肿瘤整形外科手
术时，影像扫描数据采集应在手术前１周采集。如
果采集的数据与进行手术时间间隔太长，手术时肿

瘤可能已经生长，之前３Ｄ打印设计可能已经不适合
此时的手术实际情况。除此之外，肿瘤的治疗为综合

序贯治疗，肿瘤整形外科手术是治疗的重要环节，放、

化疗等其他治疗可能位于手术治疗之前，手术时肿瘤

大小可能与首诊治疗时不一致，需要重新扫描影像进

行手术前设计处理。另外，术前病理诊断如切开活检，

粗针穿刺会产生组织局部炎性反应，对影像检查结果

产生干扰，影响真实肿瘤影像的判断，应尽量避免。

３Ｄ打印原始影像数据亦有扫描要求。３Ｄ打印
的实物模型建立在详实、丰富的数据基础上，换言

之，基础数据越丰富，打印实物精度和准确度越高。

肿瘤整形外科手术特殊性在于涉及全身各处肿瘤切

除，涉及解剖结构复杂，肿瘤空间位置多变。应用

ＣＴ或ＭＲＩ时，应使用薄层扫描，例如涉及骨骼 ＣＴ
扫描时，层距可调整为０．８ｍｍ，如此重建打印的实
物能提供更多解剖细微结构及其与肿瘤相关关系，

避免因厚层距带来的空间容积效应，从而导致打印

实物的解剖细微结构模糊，造成对手术预判不足。

ＭＲＩ具有很好的软组织分辨能力，在肿瘤外科领域，
ＭＲＩ成像应用广泛，通过不同的扫描序列可以很好
显示全身各处肿瘤及其毗邻关系。常规临床应用

ＭＲＩ主要是肿瘤定性诊断，肿瘤定位分析，层厚和层
距较大。将其原始数据进行３Ｄ打印设计可能遗漏重
要的解剖定位信息，势必造成打印精度和准确度不

足，降低３Ｄ打印的可信度。因此，对于应用３Ｄ打印
进行肿瘤整形外科设计辅助手术时，应选用高分辨、

薄层的扫描序列。已有研究表明 ３ＤＳＰＡＣＥ、３Ｄ
Ｃｕｂｅ、３ＤＬＡＶＡ序列适合体表肿瘤成像及三维重
建［３４］。总之，不同部位的肿瘤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

扫描序列，进行肿瘤整形外科３Ｄ打印手术辅助前，外
科医师应与放射诊断技师有充分沟通，这样才能获得

较为实用、丰富的原始数据进行三维重建设计。

１．２　３Ｄ打印在肿瘤整形外科软件设计处理
目前３Ｄ打印技术在临床应用最为成熟的是骨

科。骨组织密度高，软件可直接读取数据，自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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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便于进行截骨、修复设计。肿瘤整形外科领域

涉及软组织肿瘤更为常见，大部分软件不能自动重

建，需要描绘设计。在软件上准确地描绘出实体肿

瘤模型是设计的第一步，描绘肿瘤实际是逐层阅片

的步骤。３Ｄ打印设计工程师大多不具备临床医学
基础，没有影像阅片能力，这一步需要临床医师来完

成，确保肿瘤及其毗邻结构描绘设计准确无误。当

决定进行３Ｄ打印辅助肿瘤整形外科手术时，外科
医师应积极参与，应熟悉掌握设计软件的模块功能，

对设计环节有全局把握，才能保证打印模型或打印

植入物适合手术应用，简化缩短手术时间，保证手术

切除彻底及修复重建的精确。如图１为利用软件的
镜像技术，设计获得正常对称上颌骨３Ｄ打印模型，
并在３Ｄ打印模型上进行植入物钛网的预成型，从

而获得满足对称外形的钛网术中植入。

肿瘤的切除涉及切缘，不同的肿瘤类型切缘不

一，缺损、创面范围亦不一，在重建设计时应充分考

虑到这一点。如下颌骨的恶性肿瘤截骨切缘至少保

证２个牙位，某些恶性程度高的肿瘤甚至要求“孔
到孔”的切除。而良性下颌骨肿瘤预留０．５ｃｍ切缘
就能保证肿瘤切除安全。因此，当应用３Ｄ打印辅
助手术时，切缘的设定就涉及到接下来进行缺损修

复重建游离骨瓣的长短，这一点在设计时应充分考

虑。肿瘤切除后缺损的修复重建设计应充分考虑到

放疗、化疗、肿瘤复发转移等相关因素，实施修复的

目的是在保证肿瘤病灶彻底切除干净的前提下，解

决肿瘤病灶切除后组织、器官缺损的创面修复和功

能重建。

图１　镜像技术在上颌骨重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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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ｆｏｒ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ｍｅｓｈｐｒｅｆｏｒｍ．

１．３　肿瘤整形外科的３Ｄ实物模型或植入物打印
３Ｄ打印机主要成型技术原理包括光固化快速

成型、选择性激光烧结、熔融沉积、电子束融化、分层

实体制造、立体光刻等等［５］。主要根据打印不同材

料的实物选择不同的技术进行成型，主要的打印材

料包括光敏树脂材料、金属粉末材料、低熔点丝材

等。肿瘤整形外科手术中辅助使用的手术切除导

板，重建模板，肿瘤实体模型，对成型技术及材料并

无特殊要求。肿瘤整形外科３Ｄ打印植入物材料主
要为钛金属、聚醚醚酮等，主要用于涉及全身各部位

骨骼缺损的修复重建。目前已有应用生物材料的

３Ｄ打印在肿瘤切除后植入人体的研究及初步的临
床应用，本文将在第３章节详细论述。肿瘤整形外
科中３Ｄ打印的实体肿瘤模型虽然技术较为成熟，
但均为单一材料打印，因此不能很好区分肿瘤与周

围毗邻重要神经、血管、肌肉的关系，在临床应用中

实际价值受限。尽管目前有多种材料混合打印技

术，但由于成本控制，临床应用并不广泛。因此肿瘤

整形外科中肿瘤实体模型打印完成后，还需进行进

一步的打磨、修整、上色等工艺用以区分不同解剖毗

邻结构，提升临床应用价值。另外，对于一些肿瘤位

于深在部位的情况，如颅、腹腔内、胸腔内的肿瘤，应

用透明材料和半透明材料混合打印可以较好进行视

差区分，有利于辅助手术价值提升。对于肿瘤术后

缺损重建修复导板的打印，可选择弹性较好的材料

打印实物，这样有利于解剖固位，提升应用价值。

２　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范围

２．１　３Ｄ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临床教学中的
应用

　　肿瘤整形外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缘
学科，目前已经建立了初步的教学培训体系，已初步

形成头颈、乳腺、四肢躯干、泌尿生殖器等相关肿瘤

整形外科分支学科。尽管如此，肿瘤整形外科对从

业医生要求较高，要求具备肿瘤外科、整形外科、显

微外科等多学科理论基础，培养周期长。肿瘤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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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侵入深度、所在位置、毗邻关系这些信息往往通

过查体以及影像阅片获得，其中影像阅片是肿瘤整

形外科手术前重要内容，有利于评估可切除性、切除

后缺损范围估计、修复创面大小预估。影像资料为

２Ｄ的图片资料，而３Ｄ打印技术可将影像学上抽象
的二维图片转化成为实体化肿瘤模型，３Ｄ打印实物
具有形象、生动、真实可见的特点［６］（图２）。利用软
件，术者可对肿瘤切除和修复重建进行虚拟的手术

预演，有利于提高年轻肿瘤整形外科医生空间想象

及分析实践能力。３Ｄ打印技术大大缩短年轻医生
的学习曲线，缩短培养周期。肿瘤整形外科手术复

杂，进行虚拟手术预演的目的在于：１）术前充分了
解肿瘤毗邻的最重要血管神经结构，避免非肿瘤侵

犯时误伤，有利于避免实际手术的严重并发症发生；

２）术前熟悉缺损后重建流程，对缺损范围预估，术
前心中有数，术中有所依据，能大大提高手术的流畅

性。然而，肿瘤整形外科手术涉及切除和缺损修复

重建，要求医师具有多学科手术实践能力，经验的累

积仍然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良好的传统手术实践基

础，才能有效应用３Ｄ打印技术提高肿瘤整形外科
手术的精度，优化手术疗效。

图２　颅内外沟通性肿瘤的透明３Ｄ打印
Ｆｉｇｕｒｅ２．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ｕｍｏｒｓ
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ｍｅｎｉｎｇｉｏｍａｉｎＭＲＩ；Ｂ．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ｓｈｏｗ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ａｔｏｍｙ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ｔｕｍｏｒ．

２．２　３Ｄ打印在肿瘤整形外科手术中的辅助作用
２．２．１　肿瘤切除　根据不同肿瘤的特点，选择适宜
的病例实施外科手术，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最大限

度地保留器官和机体的正常功能是肿瘤整形外科手

术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切除过度的组织影响重要

器官功能时，要考虑减小手术范围。因此肿瘤整形

外科强调术前评估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的术前评估

主要依靠影像学阅片，其评估依靠二维平面信息判

断，缺乏立体，直观的分析判断，因此是相对的，大部

分肿瘤外科手术要根据术中探查情况决定具体的手

术方式。肿瘤的位置、大小、形状、空间毗邻、侵润深

度等特点是决定能否切除以及切除方式的重要依

据。通过３Ｄ打印技术构建实体肿瘤模型及毗邻的
结构能直观地反映这些特点［７］，为外科医师评估肿

瘤的可切除性，设计可行的切除方案提供帮助。

３Ｄ打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软组织和骨组织相
关肿瘤整形外科手术切除。软组织肿瘤切除方面：

头颈肿瘤整形外科涉及颅底的肿瘤位置较深，且有

颈内动脉、后组颅神经等重要的解剖结构，因此手术

切除难度大，风险高。通过构建肿瘤与临近颈内动、

静脉，后组颅神经的实体模型，可以帮助手术医生评

估是否肿瘤侵犯颈内动脉，是否可切除，是否需要预

备颈内动脉重建，术后是否出现后组颅神经症状等

等相关问题。根据实体肿瘤模型大小、位置，可以设

计切口、手术入路、暴露肿瘤方案等等手术实施的细

节问题。在体表肿瘤整形外科，有学者通过分析体

表肿瘤“触手样”形态特点，不对称性生长特性，利

用薄层３Ｄ的磁共振扫描的原始数据，导入设计软
件构建体表肿瘤“生长地图”。设计出体表肿瘤切

除导板，将可视转化为可用，精准控制切缘，缩短手

术时间，优化了手术疗效［３］。在骨相关肿瘤整形外

科手术切除方面，３Ｄ打印技术应用非常成熟［８］。在

下颌骨肿瘤切除过程中，可以设计截骨导板，引导动

力系统准备截除肿瘤侵犯骨段，有利于安全缘控制

以及保留正常骨段，避免人为因素或动力系统器械

造成的偏差。在脊柱相关肿瘤切除过程中，脊柱形

态不规则，切除过程中人为控制往往对切缘控制不

精确，利用截骨板能将这一技术简化，缩短手术时

间［９］。

２．２．２　缺损修复重建　肿瘤整形外科设计肿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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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术后缺损的修复重建，修复重建手术原则要求能

用简单的手术收到同样效果，就不采用复杂的整形

手术方案。用次要部位的组织作为供区，移植修复

重要的受区部位。既要考虑受区的功能与外观形态

的良好修复，又要尽可能减少供区功能与外观形态

的损失。肿瘤术后缺损创面涉及重要神经、血管暴

露，常用游离或带蒂的皮瓣、肌皮瓣、骨瓣进行创面

的修复。在头颈肿瘤整形外科领域，肿瘤术后颌骨

的区段缺损，最常使用游离腓骨瓣或游离髂骨瓣进

行颌骨的重建。腓骨必须要依据颌骨的缺损长度及

成角进行塑形，传统手术往往依靠术者经验进行术

中比对，反复调整，耗时长。利用３Ｄ打印技术，可
以在术前设计塑形导板，按照导板截骨既能保证塑

形精准又能大大缩短手术时间［１０］。颌骨的重建前

需要固定上、下颌咬合关系，传统手术需要手工进行

颌间结扎，不仅耗时，而且手工对位偏差不可避免。

利用３Ｄ打印技术术前设计的咬合对位导板，可以
简单固定咬合，便于腓骨就位修复，方便快捷，大大

体现了３Ｄ打印技术的优势［１１］（图３）。穿支皮瓣目
前是肿瘤整形外科创面修复中较为主流的皮瓣移植

方式。穿支的准确定位是皮瓣切取移植成功的关

键。通过获取术前供区的ＣＴ血管成像或ＭＲＩ血管
成像数据，可以描绘出供区的“穿支分布地图”，进

一步获取供区体表数据适用于３Ｄ打印技术，设计
出穿支定位导板，简单快捷地获取血供可靠，厚薄适

中的穿支皮瓣，提高手术效率，缩短手术时间。

图３　３Ｄ打印导板在下颌骨重建的应用
Ｆｉｇｕｒｅ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Ｐｌａｔｅｉｎ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ｏｓｔｅｏｔｏｍｙｇｕｉｄｅｂｙｔｈｅ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ｐｌａｔｅ；Ｂ．Ｉｌｉａｃｂｏｎｅｆｒｅｅｆｌａｐ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ｐｌａｔｅ；Ｃ．Ｂｏｎｅｅｘｔｒａｃ
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ｐｌａｔｅ．

２．２．３　３Ｄ打印植入物　随着材料的不断改进以及
３Ｄ技术不断完善，３Ｄ打印植入物在临床外科应用
非常广泛。目前应用的３Ｄ打印植入物主要为人体
相容性较好的钛金属，高分子材料如聚醚醚酮

等［１２１３］。肿瘤整形外科常常涉及全身各处骨组织

缺损的修复重建。一些特殊骨性解剖结构如颅骨、

下颌骨髁状突［１４］、胸壁胸骨与肋骨的复合缺损，不

能找到自体骨组织进行替代，３Ｄ打印植入物能为这
些骨缺损修复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１５１６］。３Ｄ打印
植入物作为个性化产品，有其严格、复杂的医疗认证

流程，加之价格昂贵，经济成本较高，从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其临床普及应用。在我国３Ｄ打印骨科医疗
植入物属于三类医疗器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规定对其实行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注册制度，此类

产品需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过程和审批流程，取得

产品注册证需要较长的周期。本研究团队在前期临

床实验中应用了一批３Ｄ打印钛金属植入物病例，
如图４病例，涉及胸壁肿瘤切除后，利用３Ｄ打印的
钛金属肋骨植入物，进行个性化的解剖修复，在获得

良好的功能同时，达到外观同期恢复。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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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打印植入物应用也有不足的一面，主要表现在３Ｄ
打印植入物已经成型，在术中无法调整形状、尺寸。

另外，３Ｄ打印植入材料在患者术后影像学复查过程

中可能对成像产生干扰，对监测肿瘤术后的随诊复查

判断造成影响。因此，应用３Ｄ打印植入物时应充分
考虑到不足的方面，避免术后产生不良影响。

图４　３Ｄ打印肋骨钛支架植入
Ｆｉｇｕｒｅ４．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Ｒｉｂｓ
Ａ．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ｔｕｍｏｒ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ｈｅｓｔｗａｌｌ；Ｂ．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ｒｉｂｓ．

２．３　３Ｄ打印联合其他数字化外科技术在肿瘤整
形外科中的应用

２．３．１　３Ｄ打印技术联合术中导航技术　虽然３Ｄ
打印技术在肿瘤整形外科应用已日趋成熟和完善，

能够满足个性化肿瘤切除与缺损修复重加需求，但

仍存在有一些缺陷。３Ｄ打印实物是建立在术前设
计基础上的，一经打印成型，不能修改。这要求肿瘤

整形外科手术切除与修复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其打

印的切除导板，重建模板、导板，仍需要人为固定放

置，如何保证置放的准确性，使手术严格按照设计方

案施行值得重视。一旦出现偏差，就丧失３Ｄ打印指
导手术的意义，甚至拖累手术进程。通过联合术中导

航技术，能解决这一矛盾。通过导航指引，能将３Ｄ打
印导板放置到正确设计位置，当修复重建完成时，导

航能进行即时验证，确保手术精度及准确［１７１８］。

２．３．２　３Ｄ打印技术联合混合现实技术　利用３Ｄ
打印技术构建肿瘤实体模型进行肿瘤切除，虽然能

有效进行术前手术评估和风险控制，但在术中指导

时不能进行真实环境下的实时比对［１９］。利用混合

现实技术，将３Ｄ打印构建的实体肿瘤３Ｄ模型文件

导入具有虚拟和增强现实功能的眼镜设备，术中能

将虚拟的模型呈现在实时的手术野中［２０２１］。从３Ｄ
打印的“可视”到＂可用”再到“术中可视”，能更好
地指导术中肿瘤切除方案实施，确保肿瘤安全、彻底

切除［２２２３］。尽管这一技术目前仍在研究阶段，实际

操作、实施存在技术难点，但是值得进一步突破和研

究，提高临床实用性。

３　生物３Ｄ打印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前景

生物３Ｄ打印技术是指通过特殊打印装置，以
生物材料、活细胞为原料，打印成型具有三维立体结

构的类组织体，用于制造医疗器械、组织工程支架，

甚至是构建组织器官［２４２５］。生物３Ｄ打印是３Ｄ打
印重点研究方向，也是医疗及科研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前３Ｄ打印产品仍停留在的手术导板、硬组织植
入物和一些无生物活性的医疗器械。生物３Ｄ打印
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在复杂组织工程支架

制造、组织再生与修复、个性化肿瘤精准医疗模型构

建方面，生物３Ｄ打印显示了其明显的技术优势（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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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混合现实技术在下颌骨重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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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１　生物３Ｄ打印在组织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组织工程技术为组织创面修复和器官移植提供

了无限的自体组织供应。技术要点是其主要思路是

在生物降解支架上植入预先收集的宿主干细胞，在

生物反应器中或植入人体后，宿主干细胞分化为成

熟细胞，重新填充可降解支架，并最终通过沉积新的

细胞外基质取代支架。种子细胞可以通过释放各种

细胞因子和化学物质来诱导宿主细胞，从而促进细

胞在支架上的生长、增殖和分化［２６］。得益于相关材

料学进步，如使用聚己内酯、聚乙醇酸等生物相容性

和生物降解性较好的材料，利用生物３Ｄ打印的组
织工程支架，能构建有利于干细胞进入支架及转化

成熟的三维结构，特定条件下能够促使干细胞定向

转化，提高了使得组织工程支架植入宿主后的稳定

性和成功率［２７２８］。目前生物３Ｄ打印的组织工程支
架联合干细胞技术在长骨、长段气管重建的研究已

很成熟［２９３０］。

３．２　生物３Ｄ打印技术在器官组织再生与修复中
的应用

　　３Ｄ打印活细胞构建类生物组织体，是组织再生
与修复的重要研究内容。动物实验研究表明，生物

３Ｄ打印的软骨组织植入动物体内后具有组织学和
力学性能，但在生长因子、机械性能和干细胞梯度打

印方面仍需突破以获得更好的软骨组织生理功

能［３１］。利用生物３Ｄ打印目前在体外已成功打印心
脏［３２］、神经［３３］等复杂器官组织。利用生物３Ｄ打印
技术，通过精确控制，在动物体内可以实现皮肤损

伤［３４］、脊髓损伤［３５］的修复。

３．３　肿瘤整形外科相关生物３Ｄ打印研究思路
尽管生物 ３Ｄ打印活细胞产品已取得重大突

破，但要向临床转化仍然面对重大挑战［３６３７］。肿瘤

整形外科肿瘤切除术后缺损部位的修复对生物材料

有严格要求，特别是恶性肿瘤切除术后，组织缺损范

围大，一些病灶周围组织合并有炎症、感染、组织变

性甚至潜在肿瘤细胞侵润，手术后需要进行放化疗

等综合治疗，植入材料可能导致局部伤口炎症、感染

加重，影响术后治疗，增加手术并发症导致手术失

败。目前肿瘤整形外科首选的修复材料是自体组织

修复术后软组织或骨组织缺损，但自体组织取材有

限，往往会造成供区的继发残损，还存在组织形状不

匹配、术后恢复时间长，美学效果欠佳的问题。生物

３Ｄ打印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生物３Ｄ打印预构组织工
程皮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３８］。多种缺损区域需要

的皮瓣的关键功能组织如神经、骨组织，都可使用组

织工程材料和干细胞，通过生物３Ｄ打印在体外定
向转化得以实现，再植入供瓣区血管化取出用于缺

损的重建，从而恢复受区的形态，功能，并兼顾美

观［３９４０］。

４　总结与展望

３Ｄ打印技术已在肿瘤整形外科领域广泛应用，
推动了肿瘤整形外科在肿瘤切除和缺损修复重建手

术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使得肿瘤整形外科向

个性化、精准化方向大步迈进。生物３Ｄ打印技术
在肿瘤整形外科修复重建显示了良好的前景，将会

给组织修复和器官重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是进一

步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１］　周晓．肿瘤整形外科学［Ｍ］．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　周晓，李武，曾勇，等．３Ｄ打印在肿瘤整形外科的应用前景分

析［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２）１５７１６０．

·５１１１·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第３４卷第１２期 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



［３］　栗利．基于核磁共振成像的数字可视化技术在整形外科常见

体表肿瘤、穿支皮瓣手术中的应用［Ｄ］．北京：中国人民解放

军医学院，２０１９．

［４］　范应方，方驰华．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肝胆外科临床应用的争议

与共识［Ｊ］．中国实用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３８（２）１３７１４１．

［５］　王春鹏，杨海娇，张成，等．３Ｄ打印技术在骨科领域的应用进

展［Ｊ］．医学综述，２０２０，２６（１）１１８１２２．

［６］　范应方，项楠，蔡伟，等．三维可视化技术在精准肝切除术前规

划中的应用［Ｊ］．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２０１４，３（５）

８１１．

［７］　李小军，朱潇，杏福宝，等．三维重建及３Ｄ打印在微创肺外科

中的应用［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２０，１８（７）１１９０１１９４．

［８］　吴昆．３Ｄ打印技术在鼻鼻窦恶性肿瘤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２０１７．

［９］　付军，郭征，王臻，等．多种３Ｄ打印手术导板在骨肿瘤切除重

建手术中的应用［Ｊ］．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８（３）

３０４３０８．

［１０］ＸｉａｏＹ，ＳｕｎＸ，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ｒｔｈｏｇｎａｔｈ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ｓｔｅｏｐｌａ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ａｎｉｏｆａｃｉ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ｉｅｓ［Ｊ］．

ＡｅｓｔｈｅｔＰｌａｓｔＳｕｒｇ，２０１７，４１（６）１１２．

［１１］彭歆，章文博，于尧．数字化技术在口腔颌面部肿瘤精准外科

诊疗中的应用［Ｊ］．精准医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５（５）３８３３８８．

［１２］ＲｏｈｎｅｒＤ，Ｇｕｉｊａｒｒｏ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Ｒ，ＢｕｃｈｅｒＰ，ｅ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Ｃｒａｎｉｏ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４１（５）３８２３９０．

［１３］ＬｉＢ，ＷｅｉＨ，ＺｅｎｇＦ，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ｇｅｎ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ｉｄａ

ｔｉｏｎ：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７，７（１）５４３１．

［１４］陈建宇，罗崇岱，张春雨，等．计算机辅助设计及激光快速成形

的纯钛髁突对重建颞下颌关节可行性探讨［Ｊ］．中华口腔医学

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１０）６２５６３０．

［１５］张豪，黄立军，朱以芳，等．３Ｄ打印钛合金胸肋骨植入物在胸

壁重建中的临床应用［Ｊ］．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２０２０，

２７（３）２６８２７３．

［１６］李赞，宋达疆．肿瘤性复杂性胸壁缺损的修复策略及对肿瘤治

疗的积极影响［Ｊ］．中华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２０，３６（３）２３１２４１．

［１７］ＰｉｅｔｒｕｓｋｉＰ，ＭａｊａｋＭ，Ｓ＇ｗｉａｔｅｋＮａｊｗｅｒＥ，ｅｔ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ｄ

ｆｉｂｕｌａｆｒｅｅｆｌａｐ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ｏｆ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ｔｕｄｙ［Ｊ］．ＪＰｌａ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ｅｓｔｈｅｔＳｕｒｇ，２０１９，７２（４）５７２５８０．

［１８］罗斌杰，熊猛．导航机器人系统应用于下颌骨精确截骨的实验

研究［Ｊ］．中华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２０，３６（２）１４０１４７．

［１９］ＬｅｉＰＦ，ＳｕＳＬ，ＫｏｎｇＬＹ，ｅｔａｌ．Ｍｉｘ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ｏｔａｌ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ｃａｓ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ｒｔｈｏｐ

Ｓｕｒｇ，２０１９，１１（５）９１４９２０．

［２０］唐祖南，ＨｕｉＹｕｈＳｏｈ，胡耒豪等．混合现实技术在口腔颌面部

肿瘤手术中的应用［Ｊ］．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２０，５２（６）

１１２４１１２９．

［２１］刘帅，强力，陶先耀，等．混合现实技术在股前外侧皮瓣修复手部创

面中的临床应用［Ｊ］．中华手外科杂志，２０２０，３６（５）３２４３２８．

［２２］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

国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数字智能化外科专业委员会．复杂性肝脏肿瘤切除三维可视

化精准诊治指南（２０１９版）［Ｊ］．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０

（３）２９７３０７．

［２３］ＫａｎｇＳＬ，ＳｈｋｕｍａｔＮ，ＤｒａｇｕｌｅｓｃｕＡ，ｅｔａｌ．Ｍｉｘ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ｉｅｗ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

ｒ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２０，２３（５）

１０３１１０．

［２４］ＢｉｇｌｉｎｏＧ，Ｐｅｔｅｒ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ＺｅｇｅｌｓＲ，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ｈａｎｔｏｍｓｆｏ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ｉｃ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ＭａｇｎＲｅｓｏｎ，２０１３，１５（１）２．

［２５］廖俊琳，王少华，陈佳，等．３Ｄ生物打印在组织工程软骨再生

与重建应用中的研究进展［Ｊ］．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７，

４２（２）２２１２２５．

［２６］ＺｈｕＷ，ＭａＸ，ＧｏｕＭ，ｅｔａｌ．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ｆｏｒ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６，４０

１０３１１２．

［２７］ＤｉＢｅｌｌａＣ，ＤｕｃｈｉＳ，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ＣＤ，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ｔｕ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Ｔｉｓ

ｓｕｅＥｎｇＲｅｇｅｎＭｅｄ，２０１８，１２（３）６１１６２１．

［２８］张慧，孟桐辉，刘琳，等．３Ｄ生物打印材料在生物医学领域中

的应用及研究进展［Ｊ］．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９，１３

（２）１５７１６０．

［２９］ＰａｎＳ，ＺｈｏｎｇＹ，ＳｈａｎＹＢ，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３Ｄ
"

ｐｒｉｎｔｅｄｐ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ｔｉｓｓｕｅ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ｖｉｖ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Ｂｉｏｍｅｄ

ＭａｔｅｒＲｅｓＡ，２０１９，１０７（２）３６０３７０．

［３０］梁娅男，张建华．３Ｄ打印与组织工程技术在气管替代治疗中

的应用与热点［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２０２０，２４（５）７８０７８６．

［３１］李海燕，杨斌，韦敏，等．生物３Ｄ打印在颅颌面修复重建中的

发展机遇及思考［Ｊ］．中华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２１，３７（１）７１２．

［３２］ＮｏｏｒＮ，ＳｈａｐｉｒａＡ，ＥｄｒｉＲ，ｅｔａｌ．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ｉｃｋａｎｄｐｅｒｆｕｓａｂｌ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ｐａｔｃｈ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ｓ［Ｊ］．ＡｄｖＳｃｉ

（Ｗｅｉｎｈ），２０１９，６（１１）１９００３４４．

［３３］ＬｉＸ，ＺｈｏｕＤ，ＪｉｎＺ，ＣｈｅｎＨ，ｅｔａｌ．Ａｃｏａｘｉａｌｌｙｅｘｔｒｕｄｅｄ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ｅｓｈｅｌｌｆｉｂｅｒｗｉｔｈＳｃｈｗａｎｎ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

［Ｊ］．Ｒｅｇｅｎ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２０２０，７（２）１３１１３９．

［３４］ＡｌｂａｎｎａＭ，ＢｉｎｄｅｒＫＷ，ＭｕｒｐｈｙＳＶ，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ｔｕｂｉｏ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

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ｓｋｉｎｃｅｌｌ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ｅｘｃｉ

ｓｉｏｎａｌ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ｏｕｎｄｓ［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９，９（１）１８５６．

［３５］ＫｏｆｆｌｅｒＪ，ＺｈｕＷ，ＱｕＸ，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ｆｏｒ

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ｒｅｐａｉｒ［Ｊ］．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９，２５（２）２６３２６９．

［３６］ＧｏｎｆｉｏｔｔｉＡ，ＪａｕｓＭＯ，Ｂａｒａｌｅ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ａｉｒ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５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３８３（９９１３）２３８２４４．

［３７］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Ｂ．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ｓ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Ｊ］．ＬａｎｃｅｔＲｅｓｐｉｒａｔ

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９）６８４．

［３８］ＧｌａｄｍａｎＡＳ，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ＥＡ，ＮｕｚｚｏＲ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４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Ｊ］．Ｎａ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２０１６，１５（４）４１３４１８．

［３９］周晓，曹谊林．肿瘤整形外科学与组织工程［Ｊ］．中国医学工

程，２００７，１５（９）７２６７２９．

［４０］周晓，周波，李赞，等．中国肿瘤整形外科的历史与现状———肿

瘤外科医师有根治肿瘤的责任，更有让患者拥有健康美丽生活

的义务［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２）８５９０．

·６１１１· 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第３４卷第１２期 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