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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未未来来，，人人们们根根本本不不用用担担心心会会因因器器官官病病变变而而死死于于非非命命，，亦亦无无需需等等待待遥遥遥遥无无期期
的的捐捐赠赠者者，，只只需需支支付付一一笔笔费费用用，，就就能能获获得得一一个个功功能能与与外外表表兼兼顾顾的的人人造造器器官官回回归归正正
常常生生活活。。””——这这是是好好莱莱坞坞经经典典电电影影《《重重生生男男人人》》中中的的剧剧情情。。随随着着被被称称为为““人人类类另另一一个个
登登月月计计划划””的的33DD生生物物打打印印技技术术的的出出现现，，人人们们的的憧憧憬憬或或许许可可以以一一步步步步实实现现。。而而在在国国
内内，，我我省省的的山山东东大大学学第第二二医医院院关关节节外外科科已已经经运运用用33DD打打印印技技术术成成功功开开展展了了全全国国首首
例例33DD打打印印截截骨骨导导板板指指导导下下复复杂杂全全膝膝关关节节翻翻修修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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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晓丽

3D打印截骨器械
疑难手术顺利完成

3D打印学名是“增材制造”，作为
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
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合材料，通过
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推动，3D打印的

“数字模型”得以高速发展。
近日，人工关节置换新技术研讨

会暨山大二院骨科3D打印临床研究中
心成立大会在济南举办。记者在会议
上了解到，3D打印技术已经开始应用
于临床，帮助医生提高手术精度，帮助
疑难复杂病例获得更好的治疗，实现
个性化定制、精准医疗的目标。

3D打印应用于医疗领域的可行性
是基于CT、MRI对人体进行扫描得
到二维数据，经过专业的筛选、剔除
后，再对其进行三维重构处理，最后
形成3D打印模型数据。在医疗领域，
骨科已经率先将3D打印应用临床，
真真切切地开始帮忙解决患者的病
痛。

发展初期，3D打印主要应用于
模拟手术过程。通过3D打印技术，可
以针对患者病灶部位建立一个1 :1完
全相同的立体模型，医生借助这个
3D模型模拟手术。”

40多岁的张春晓 (化名 )就是3D
打印技术的受益者之一。2 0多年前
因为意外，张春晓大腿严重骨折。虽
然当时做了手术，但是在完全康复
前，张春晓就从事了过重的体力劳
动，导致骨折畸形愈合，形成了严重
的O形腿。

由于多年畸形难以矫正，同时
关节磨损严重，完成矫形和关节置换
手术难度极大，跑了很多家医院，医生
都建议放弃。山大二院关节外科主任
王韶进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了只为张
春晓定做的截骨器械。术前王韶进及
其手术团队在3D打印获得的模型上进
行了手术的预演，最终，手术仅用了不
到两个小时就顺利完成。

骨缺损垫块
“缺多少打多少”

“现在关节缺损的患者越来越多，

从我们科室来看，关节置换翻修手术
甚至比常规置换手术数量还多”，王韶
进告诉记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很多，最重要的是限于经济条件，很多
患者在初次进行关节置换手术时选择
了质量相对低端的假体，使用期限到
了就需要手术翻修。同时，由于患者使
用不当、体型过于肥胖、初次手术时医
生的经验和水平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
假体使用寿命。

而在关节置换翻修手术中，膝关
节骨缺损是让医生头疼的问题。“传统
的骨关节假体和植入物都是成批制
造、固定型号的，而每个人的骨骼形态
都存在差异，假体和植入物很难做到
与每个人匹配，在手术中需要对患者
的骨骼进行削减来适应假体，必然会
造成进一步的骨流失，增大手术难度
和风险。”

王韶进介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自20 1 2年起，该院关节外科开始利
用3D打印技术，根据患者骨缺损的
形态，打印与之匹配的垫块，“缺多
少打多少”，“个性化定制”，同时模
拟了骨小梁结构，使得金属垫块和
患者自身骨头可以亲密无间，最终
愈合为一体。这一技术为国内首创，
目前已完成超过10例。

“目前我们在做的这种手术，3D
打印膝关节骨缺损垫块都是免费提
供给患者使用，不收取额外费用。”
王韶进表示，手术前医院内部相关
部门首先会进行伦理考评，伦理考
评通过后再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
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在患者及家
属充分了解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
手术。

皮肤、肾脏等器官
未来可实现3D打印

据介绍，虽然目前3D打印应用于
临床方面我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
是国内尚没有相关的规范化管理条例
或文件，这也相对制约了医用3D打印
的发展。虽然3D打印具有无限可能性，
但是距离临床医生随心所欲地使用该
技术，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前3D打印的肝脏和肾脏等软组
织器官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王韶进指
出，“未来通过培养细胞进行生物打
印，血管、皮肤、肾脏等软组织器官都
可能通过3D打印实现。”

靳有鹏，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山
东省立医院小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
院及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访问学习。主要从事儿童各系统危
重症的急救和诊治工作。主持省博士基金课题1项，获科技奖2项，近几
年，在国内外SCI及核心期刊收录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参编学术专著
10余部。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儿
科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
围产医学分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小儿急救医学杂志通讯编委以及《中
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特邀审稿专家。

66月月龄龄内内婴婴儿儿
应应如如何何母母乳乳喂喂养养

0—6月龄是人一生中生长
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对能量和
营养素的需要高于其他任何时
期，但婴儿消化器官和排泄器官
发育尚未成熟，功能不健全，对
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及代谢废
物的排泄能力仍较低。

母乳既可提供优质、全面、
充足和结构适宜的营养素，满足
婴儿生长发育的需要，又能完美
地适应其尚未成熟的消化能力，
并促进其器官发育和功能成。此
外，6月龄内婴儿需要完成从宫
内依赖母体营养到宫外依赖食
物营养的过渡，来自母体的乳汁
是完成这一过渡最好的食物，任
何其他食物的喂养方式都不能
与母乳喂养相媲美。

母乳喂养能满足6月龄内婴
儿全部液体、能量和营养素的需
要，母乳中的营养素和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构成一个特殊的生物
系统，为婴儿提供全方位呵护，
助其在离开母体子宫的保护后，
仍能顺利地适应大自然的生态
环境，健康成长。

6月龄内婴儿处于1000d机
遇窗口期的第二个阶段，营养作
为最主要的环境因素对其生长
发育和后续健康持续产生至关
重要的影响。母乳中适宜数量的
营养既能提供婴儿充足而适量
的能量，又能避免过度喂养，使
婴儿获得最佳的、健康的生长速
率，为一生的健康奠定基础。因
此，对6月龄内的婴儿应给予纯
母乳喂养。

1 . 1 如何开奶

如果顺利分娩，母子健康状
况良好，婴儿娩出后应尽快吸吮
母亲乳头，刺激乳汁分泌并获得
初乳。开奶时间愈早愈好，正常
新生儿第一次哺乳应在产房开
始。当新生儿娩出断脐和擦干羊
水后，即可将其放在母亲身边，
与母亲皮肤接触，并开始让婴儿
分别吸吮双侧乳头各3—5min，
可吸吮出初乳数毫升。

刚出生的婴儿已具备很强
烈的觅食和吸吮反射能力，母亲
也十分渴望看见和抚摸自己的
婴儿，这种亲子接触有利于乳汁
分泌。故新生儿的第一口食物应
该是母乳。正常分娩的情况下，
不宜添加糖水和奶粉，以避免降
低新生儿吸吮的积极性，也可降
低过敏风险。

1 . 2 母乳喂养的

方法

哺喂婴儿时，推荐坐着喂
奶。两侧乳房轮流喂，吸尽一侧
再吸吮另一侧。若一侧乳房奶量
已能满足婴儿需要，应将另一侧
乳汁用吸奶器吸出。完成喂奶

后，不要马上把婴儿平放，应将
婴儿竖直抱起，头靠在妈妈肩
上，轻拍背部，排出吞入胃里的
空气，以防止溢奶。

1 . 3 如何促进乳

汁分泌

婴儿出生后应尽早让其吸
吮母乳，勤吸吮(每侧乳头每隔
2—3h要得到吸吮一次)；必要时
(如婴儿吸吮次数有限时)，可以
通过吸奶泵辅助，增加吸奶次
数。母亲身体状况和营养摄入是
乳汁分泌的前提，因此分娩后要
合理安排产妇休息、饮食和宝宝
喂哺，处理好休息、进餐与亲子
接触、吸吮母乳之间的关系。

精神放松、心理愉快是成功
母乳喂养的重要条件，产妇应从
生产的辛苦中多体会生育的幸
福，愉悦心情，享受哺喂和亲子
互动。此外，在孕期就需要充分
认识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并得到
周围亲朋、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这也是成功母乳喂养的必需环
境

1 . 4 如何判断母

乳分泌是否充足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情况来
判断乳汁分泌充足：

①婴儿每天能够得到8—12
次较为满足的母乳喂养；

②哺喂时，婴儿有节律地吸
吮，并可听见明显的吞咽声；

③出生后最初2天，婴儿每
天至少排尿1-2次；

④如果有粉红色尿酸盐结
晶的尿，应在生后第3天消失；

⑤从出生后第3天开始，每
24小时排尿应达到6—8次；

⑥出生后每24小时至少排
便3-4次，每次大便应多于1大汤
匙；

⑦出生第3天后，每天可排
软、黄便4—10次。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食物，
纯母乳喂养能满足婴儿6月龄以
内所需要的全部液体、能量和营
养素。此外，母乳有利于肠道健
康微生态环境建立和肠道功能
成熟，降低感染性疾病和过敏发
生的风险。母乳喂养营造母子情
感交流的环境，给婴儿最大的安
全感，有利于婴儿心理行为和情
感发展；母乳是最佳的营养支
持，母乳喂养的婴儿最聪明。

母乳喂养经济、安全又方
便，同时有利于避免母体产后体
质量滞留，并降低母体乳腺癌、
卵巢癌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应
坚持纯母乳喂养6个月。母乳喂
养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专业人员
的技术指导，家庭、社区和工作
单位应积极支持。充分利用政策
和法律保护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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