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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架或植入体的弹性模量过高会产生应力遮挡效应，引发骨吸收以及后期支架或植入体松动等问题。 多孔

支架和植入体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其孔隙率和弹性模量，从而减小应力遮挡，同时多孔结构有利于骨组织的长入，利
于骨整合。 分别介绍 ３Ｄ 打印多孔支架和植入体 ３ 种基本结构（均匀多孔结构、类骨小梁结构和功能梯度结构）的
设计方法，以及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隐式曲面、图像、拓扑优化的设计方法，为解决应力遮挡问题和设计 ３Ｄ 打印

多孔支架和植入体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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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钛合金植入体被广泛应用于骨科，如 Ｔｉ⁃６Ａｌ⁃４Ｖ
表面有天然的氧化层，能够抗腐蚀，具有较好的力

学性能和较高的比强度，以及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１］。 但钛合金等金属植入体的弹性模量远高于

人骨的弹性模量（１０ ～ ３０ ＧＰａ），易造成应力遮挡，
引发骨吸收等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严重的并

发症，如后期植入体松动、假体周围骨折［２］。
实验证明，植入体承担的力学载荷会随着其弹

性模量的增加而增加，即植入体弹性模量越大，宿
主骨承受载荷越小［３］。 根据 Ｗｏｌｆｆ 定律，骨总是力

图以最小的质量、最大的力学效率去适应力学环

境，即在需要的地方生长，不需要的地方吸收。 力

学载荷对骨再生和重建有着重要的影响。 要避免

应力遮挡现象，支架或植入体的弹性模量需要与骨

相匹配，将其设计为多孔结构是减小支架或植入体

弹性模量的有效方式。 拥有多孔结构的支架或植

入体不仅可以减少应力遮挡，还有利于骨组织的再

生与整合［２］。
近年来，３Ｄ 打印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制造具有

复杂多孔结构的个性化支架或植入体提供条件。
３Ｄ 打印又被称为快速成型技术，基于数字模型文

件，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

堆积的方式制作三维实体［４］。 ３Ｄ 打印技术具有优

良的个性化定制能力，尤其是生成 ３Ｄ 连通的孔隙

结构，可提供诱导骨长入的结构性条件，对于制作

骨植入体或支架具有独特的优势［５］。 目前在骨科

领域，常用的 ３Ｄ 打印技术有光固化立体成型

（ｓｔｅｒｅｏ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ＳＬＡ）、选择性激光烧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ｓｅｒ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ＳＬＳ）、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ｓｅｒ ｍｅｌｔｉｎｇ，ＳＬＭ）、电子束选区熔化成型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ｍｅｌｔｉｎｇ，ＥＢＭ）等［６］。
本文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 学术和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

库，以 “功能梯度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ｒａｄｅｄ）” “ ３Ｄ 打印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植入体（ ｉｍｐｌａｎｔ）”“多孔（ｐｏｒｏｕｓ）”
“ 骨 小 梁 结 构 （ 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 支 架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三周期极小曲面（ ｔｒｉｐ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ｍｉｎｉ⁃
ｍ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拓扑优化（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为
检索词组合检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关于 ３Ｄ 打印多孔支

架和植入体基本结构和设计方法的相关文献，并整

理、筛选和总结代表性文献 ４０ 篇。 ３Ｄ 打印多孔支

架和植入体的基本结构分为均匀多孔结构、类骨小

梁结构和功能梯度结构三大类。 本文分别介绍这

三大类结构的设计方法，包括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ＣＡＤ）的方法、基于隐式曲

面和三周期极小曲面的方法、基于图像的设计方法

和基于拓扑优化的设计方法，以期为 ３Ｄ 打印多孔

支架和植入体的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１　 均匀多孔结构在支架和植入体中的应用

在设计多孔支架或植入体时首先要确定孔结

构的形状，因为它不仅会影响支架或植入体的力学

性能，还会影响其骨整合能力［７］。 常见孔结构的形

状有立方体孔结构［２］、圆形孔结构［７］、六边形孔结

构［８］、十二面体［９］ 等。 对于均匀多孔结构的设计，
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１ １　 自上而下式多孔支架和植入体

自上而下式多孔支架或植入体指先设计好支

架或植入体的整体形状，再在支架或植入体上阵列

孔结构。 其中，立方体孔和圆形孔结构是设计自上

而下式多孔支架或植入体常用的孔结构形状，易设

计为互相连通的规则通道结构，常用于创伤修复支

架，有利于骨组织长入和血管再生［７，１０］。 多数非金

属材料多孔支架都采用立方体孔结构，如硫酸钙和

羟基磷灰石圆柱体支架。 这些支架力学性能良好，
成骨能力优异，适用于骨组织工程［１０］。 Ｂａｒｕｉ 等［７］

设计了具有圆形孔结构的 Ｔｉ⁃６Ａｌ⁃４Ｖ 植入体，力学

实验显示其弹性模量为 ２ ２ ～ ３ ０ ＧＰａ，与骨的弹性

模量相匹配。
除了圆形和立方体孔结构可用于自上而下式

多孔支架或植入体的设计，还有一些形状更加复杂

的孔结构，例如六边形孔结构等。 Ｒｏｏｈａｎｉ⁃Ｅｓｆａｈａｎｉ
等［８］设计并制造了新型玻璃⁃陶瓷支架，通过对比六

边形、矩形和锯齿形多孔支架发现，具有六边形设

计的支架显示出良好的耐疲劳性，既能满足多孔性

的要 求， 又 能 满 足 与 皮 质 骨 抗 压 强 度 （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Ｐａ）相当的要求（见图 １）。
１ ２　 自下而上式多孔支架和植入体

自下而上式多孔支架或植入体是将多孔单元

结构周期性阵列，堆叠成所需的形状，再将缺损部

位的外部轮廓和设计好的支架或植入体模型进行

布尔操作，得到符合要求的支架或植入体，满足病

人的个性化需求。 自下而上式多孔支架或植入体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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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Ｄ 打印的 ４ 种支架［８］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采用的孔结构通常会更加复杂，如十二面体［９］ 和金

刚石晶格孔结构［１１］ 等。 自下而上式多孔支架和植

入体的常用设计方法有两种，分别是 ＣＡＤ 方法和基

于隐式曲面的设计方法。

图 ２　 菱方八面体的线框模型［１２］

Ｆｉｇ．２　 Ｗｉｒｅｆｒａｍ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ｏｍｂｉｃｕｂｅｏｃｔａｈｅｄｒｏｎ

１ ２ １　 ＣＡＤ 方法　 ＣＡＤ 是现在最为广泛使用的设

计方法。 ＣＡＤ 设计常用的商业软件有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 ／ Ｅ、 ＵＧ、 ＭＩＭＩＣＳ、 ＮＸ、 ＣＡＴＩＡ 等。 Ｗｅｔｔｅｒｇｒｅｅｎ
等［１１］采用 ＣＡＤ 软件构建两种类型的结构单元，第 １
种类型采用如球体或立方体类实体单元结构与多

孔单元结构负模型做布尔运算，得到期望的多孔单

元结构；第 ２ 种类型是采用阿基米德或柏拉图几何

多面体，构建线框模型作为多孔单元结构，如菱方

八面体（见图 ２） ［１２］。 Ｌｉｍｍａｈａｋｈｕｎ 等［１３］ 利用软件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设计柱状八面体孔结构以构成蜂窝结构

的 ＣｏＣｒ 植入体，力学实验显示，该植入体有良好的

力学性能（见图 ３）。 Ｃｈａｎｔａｒａｐａｎｉｃｈ 等［１４］ 利用 ＣＡＤ
软件和有限元方法评估 １１９ 个多面体线框多孔单元

结构；结果表明，六面体和截角六面体以及立方八

面体和大斜方截半立方体多孔单元结构最适用于

支架的设计。 Ｃｈｅａｈ 等［１５］ 运用 Ｐｒｏ ／ Ｅ 设计出 １１ 种

多孔单元结构，即截角八面体和菱形十二面体等，
并且建立一个基于 ＣＡＤ 的标准化参数支架库，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用和调整单元结构。 用于

设计组织支架的计算机辅助系统（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ＣＡＳＴＳ）是基于这些支架

库的进一步发展，旨在自动化地创建所需的 ３Ｄ 支

架模型，并能精确地匹配所需缺损的外轮廓［１６］。

图 ３　 柱状八面体单元构成的蜂窝结构［１３］

Ｆｉｇ．３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ｐｉｌｌａｒ ｏｃｔａｈｅｄｒａｌ ｕｎｉｔ

基于 ＣＡＤ 设计得到最终的支架或植入体形状，
通常需把缺损部位外部轮廓和多孔支架或植入体

模型进行布尔运算，获得所需支架或植入体的最终

形状［１７］；或者将所需缺损部位外轮廓减去多孔支架

或植入体负模型，得到最终的支架或植入体形

状［１８］。 这两种方法生成的支架或植入体在边缘易

出现悬垂，即产生阶梯现象。 阶梯现象会导致几何

轮廓失真，力学性能受到影响。 下面介绍的基于隐

式曲面的设计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
１ ２ ２　 基于隐式曲面的设计方法　 隐式曲面建模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ＳＭ）通过使用数学函数

来自由引入孔形状，是设计多孔单元结构的有效方

法。 如三周期极小曲面 （ ｔｒｉｐ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ＰＭＳ），在设计支架时非常灵活，通过改变

参数调整孔结构，可以设计形状复杂的多孔支架，
并且不会出现阶梯现象［１９］。 ＴＰＭＳ 是一种在三维

空间中 ３ 个独立方向上均具有周期性的曲面，更是

一种极小化曲面，即曲面上任意一点的平均曲率为

零［２０］。 Ｒａｊａｇｏｐａｌａｎ 等［２１］首次提出基于 ＴＰＭＳ 的设

计方法，设计了一种简单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Ｐ 类型（一种

ＴＰＭＳ 单元）支架结构，并对其进行力学性能分析。
其他类型的 ＴＰＭＳ 单元例如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Ｄｉａｍｏｎｄ（Ｄ 类

型）和 Ｓｃｈｏｅｎ Ｇｙｒｏｉｄ（Ｇ 类型）也应用于骨组织支架

的设计［２２］。 和基于 ＣＡＤ 的方法相比，ＴＰＭＳ 能既精

确又容易地控制孔结构参数（孔隙大小、孔隙形状、
孔隙率等）。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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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类骨小梁结构在支架和植入体中的应用

类骨小梁结构的支架或植入体具有良好的骨

整合能力。 仿人体松质骨相互连接的大孔和微孔

赋予了植入体独特的结构，能促进细胞黏附和增

殖［２３］。 Ｃｈｅｎｇ 等［１］ 采用人松质骨作为生物模板设

计多孔植入体，并用 ＳＬＳ 打印出 Ｔｉ⁃６Ａｌ⁃４Ｖ 多孔植

入体，认为模拟松质骨的高孔隙率结构能够更加刺

激成骨细胞分化。
基于图像的设计方法是设计类骨小梁结构的

可行性方法，它最早由 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 等［２４］ 提出，图像获

得的途径有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Ｔ）和核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ＲＩ）。 基于图像的设计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对二维

图像直接进行图像处理获得多孔结构的特征，从而

直接构建支架的模型，不需要将缺损部位三维重建

出来，提高了支架建模的速度［２５］；另一种方法是对缺

损图像进行三维重建，然后将多孔结构与重建的缺损

模型做布尔运算，得到所需的多孔支架或植入体［２６］。
基于图像设计方法的优势在于易模拟骨小梁的结构，
起到仿生效果，但是该方法对获取图像设备的分辨率

有极高的依赖性，建立支架模型的过程也较复杂。

３　 功能梯度结构在支架或植入体中的应用

３ １　 孔径与孔隙率对骨重建的影响

孔径及孔隙率会影响细胞的黏附和增殖。 已

有大量研究关注孔径对骨重建的影响，以及有利于

骨长入的最佳孔径，但目前缺乏统一的标准［２７］。 研

究表明，成骨的孔径应在 １００～８００ μｍ 之间，但对于

骨长入的最佳孔径，研究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Ｂａｒｕｉ等［７］认为孔径大于 ４００ μｍ 更有利于骨组织的

长入，Ｆｕｋｕｄａ 等［２８］则认为孔径在 ５００ μｍ 时骨长入

的效果最好。
孔隙率在 ６０％ ～ ９０％ 之间适合骨组织的长

入［８］。 支架或植入体拥有较高的孔隙率，可以使其

弹性模量与骨相匹配以减少应力遮挡，也可以使支

架或植入体具有更好的骨整合能力［２］。 同种材料

和结构下，孔隙率越高，支架或植入体的强度越低；
但对于一些需承重的支架或植入体而言，拥有一定

强度是必须的。 因此，在降低支架或植入体弹性模

量的同时，还需保证其具有一定的强度。 Ｂａｒｕｉ

等［７］用同种材料设计具有均匀多孔和功能梯度结

构的两种植入体，经过压缩实验证明，均匀多孔和

功能梯度植入体的单轴压缩强度分别为 ４７、
９０ ＭＰａ；该结果表明保证植入体的弹性模量与骨相

匹配的同时，通过合理设计具有功能梯度的多孔植

入体保证其所必须的强度是可实现的。
３ ２　 功能梯度概念

功能梯度是指通过控制支架或者植入体的结

构和孔隙率来模仿骨的梯度［２９］。 骨是一种天然的

功能梯度材料，骨骼中有两种类型的梯度多孔结

构，即长骨中的径向梯度以及短而不规则骨中的线

性梯度［１６］。 具有功能梯度的支架或植入体不仅能

降低其弹性模量，还能改善其强度［３０］。
３ ３　 功能梯度结构

具有功能梯度结构的支架或植入体骨整合更

强。 梯度结构显著影响细胞黏附和增殖。 成骨细

胞培养表明，相比均匀多孔结构的支架，梯度结构

支架更利于成骨细胞形成［３１］。 功能梯度结构的常

用设计方法有 ３ 种，分别为基于 ＣＡＤ 的方法、基于

隐式曲面的设计方法和基于拓扑优化的设计方法。
３ ３ １　 基于 ＣＡＤ 设计的功能梯度结构　 功能梯度

可分为轴向和径向功能梯度。 径向功能梯度的孔

隙率从外层向中心逐渐增大或减小。 轴向功能梯

度的孔隙率分别从结构的上端向下端逐渐增加或

减小。

图 ４　 内部结合泡沫元素的径向功能梯度植入体［３０］

Ｆｉｇ．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ｒａｄｅ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ａｍ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 ３Ｄ ｍｏｄｅｌ， （ｂ） ３Ｄ ｈａｌｆ⁃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 Ｅｎ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Ｍｕｒｒ 等［３０］ 用 ＣＡＤ 和 ＥＢＭ 相关软件根据铝合

金泡沫结构创建具有径向功能梯度的 Ｔｉ⁃６Ａｌ⁃４Ｖ植

入体（见图 ４）。 该研究通过改变孔结构大小和形状

来实现其孔隙率的改变。 结果表明，这种功能梯度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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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显著降低植入体的弹性模量［３０］。
Ｂａｒｕｊ 等［７］探究轴向功能梯度，通过 ３Ｄ 打印技

术打印具有梯度的和均匀多孔的 Ｔｉ⁃６Ａｌ⁃４Ｖ 植入

体。 压缩实验表明，均匀多孔和梯度多孔植入体的

有效弹性模量分别为 ２ ２、３ ０ ＧＰａ，单轴压缩强度

分别为 ４７、９０ ＭＰａ，表明具有功能梯度植入体的力

学性能优势更明显。
Ｌｉｍｍａｈａｋｈｕｎ 等［１３］比较具有径向和轴向功能

梯度 ＣｏＣｒ 植入体的力学性能。 压缩实验表明，具
有轴向功能梯度的股骨植入体显示出良好的力学

性能，并且可以更有效地将负荷传递到植入体

近端。
目前，基于 ＣＡＤ 方法设计功能梯度的主要挑战

在于繁琐的设计和迭代过程，且严重依赖用户的

ＣＡＤ 技能。 Ｓｕｄａｒｍａｄｊｉ 等［２８］ 开发了 １ 个由 １３ 种不

同多孔单元结构组成的支架库，提供 ＰＣＬ 材料支架

孔隙率与其相应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试图使功能

梯度支架的设计更加自动化。 Ｃｈｕａ 等［３２］ 设计的支

架采用算法控制，以实现功能梯度支架的自动化设

计，满足在几何和力学性能上的要求。
３ ３ ２　 基于隐式曲面设计的功能梯度结构　 近年

来，用隐式曲面设计功能梯度结构是一种新趋势。
Ｃａｉ 等［３３］运用有限元中的形状函数，使用不规则的

六面体将缺损部位的孔隙结构划分并建模，然后通

过布尔和运算生成骨支架的全孔模型，最后再将缺

损模型与骨支架的全孔模型做布尔减运算来获得

最终的支架形状。 使用此方法可以设计形状复杂

且不规则的骨支架，可控制梯度支架的孔径分布。
Ｇａｂｂｒｉｅｌｌｉ 等［３４］采用基于 ＴＰＭＳ 的方法设计出线性

功能梯度结构和仿骨的径向功能梯度。 Ｙａｎｇ 等［３５］

采用基于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和高斯径向基函数方法生成

功能梯度结构，利用这两种方法可以控制基于

ＴＰＭＳ 的多孔单元结构，制造出高质量的复杂多孔

骨组织支架。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ａｎ 等［３６］ 计算基于 ＴＰＭＳ 的

２４０ 个单元结构的弹性模量、强度和渗透性，发现基

于 ＴＰＭＳ 的结构在功能梯度支架设计和制造中具有

巨大的潜力。
３ ３ ３　 基于拓扑优化技术的功能梯度结构　 在设

计功能梯度支架和植入体时，孔结构形状、孔径大

小和孔隙率分布是影响支架或植入体力学性能的

重要因素，最终目标是找到能同时满足一定孔隙率

和力学性能的结构。 拓扑优化技术能够快速找到

同时满足多个目标和约束条件的最佳拓扑结构。
拓扑优化是一种基于有限元的数学方法，能够重新

排列材料或结构以获得所需的力学性能，同时满足

一些规定的限制条件，对于设计具有多尺度特征的

复杂支架来说是一个强大的方法［３７］。
Ｌｉｎ 等［３８］使用拓扑优化技术设计具有功能梯度

的椎间融合器，此方法同样适用于一些承重植入体

的设计，例如节段性骨缺损植入体。 Ｃｈａｎｇ 等［３９］ 使

用拓扑优化技术设计组织支架结构的优化方案，可
同时保证支架的孔隙率和力学性能要求。 利用这

种方法同样有望设计出具有功能梯度结构的骨组

织支架。 Ｈａｎ 等［４０］ 研究基于微观拓扑结构的功能

梯度支架。 结果表明，功能梯度结构支架可以根据

骨组织生长的孔隙空间进行优化。 Ａｒａｂｎｅｊａｄ 等［２］

对由立方体孔结构堆叠的 Ｔｉ⁃６Ａｌ⁃４Ｖ 多孔股骨干植

入体进行拓扑优化，通过体外性能评估发现，该植

入体力学性能优异，且可以减少应力遮挡。

４　 结论

将支架或植入体设计为多孔结构不仅可以减

少弹性模量，还有利于增强骨整合能力。 均匀多孔

结构适用于对力学性能没有高要求的组织支架，类
骨小梁结构极具仿生效果，但目前应用并不广泛，
功能梯度结构是设计一些承重支架或植入体时的

最佳选择。 基于 ＣＡＤ 的设计方法是目前设计多孔

支架或植入体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法，但其设计繁

琐，并且严重依赖用户的 ＣＡＤ 技能。 近年来，基于

拓扑优化技术、隐式曲面和三周期极小曲面的设计

方法获得极大的进展，使用以上方法设计并制造出

可应用的承重支架或植入体是未来研究的一大

趋势。

参考文献：

［ １ ］　 ＣＨＥＮＧ Ａ， ＨＵＭＡＹＵＮ Ａ， ＣＯＨＥＮ ＤＪ， ｅｔ 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３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Ｔｉ⁃６Ａｌ⁃４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ｍｉｍｉｃ ｔｒａ⁃
ｂｅｃｕｌａｒ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Ｊ］ ． Ｂｉｏｆａｂｒ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６（４）： ０４５００７．

［ ２ ］　 ＡＲＡＢＮＥＪＡＤ Ｓ，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Ｂ， ＴＡＮＺＥＲ Ｍ， ｅｔ ａｌ． Ｆｕｌｌｙ
ｐｏｒｏｕｓ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ｓｔｅｍ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ｔｒｅｓｓ⁃

０５４
医用生物力学　 第 ３４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４　 Ｎｏ．４， Ａｕｇ． ２０１９



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 Ｊ ］ ． Ｊ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ｓ， ２０１７， ３５（８）： １７７４⁃１７８３．

［ ３ ］　 ＹＡＶＡＲＩ ＳＡ， ＳＴＯＫ Ｊ， ＡＨＭＡＤＩ ＳＭ，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ｒｏｄｅｎ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ｎ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ｎ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Ｊ］ ． Ｊ Ｂｉｏｍｅｃｈ， ２０１４， ４７（１１）： ２７００⁃２７０８．

［ ４ ］　 郭鹏年， 董乐乐， 左强， 等． ３Ｄ 打印技术在创伤骨科中的临

床应用［Ｊ］ ． 中国数字医学， ２０１５， １０（６）： ４５⁃４７．
［ ５ ］　 王彩梅， 张卫平， 王刚， 等． 电子束熔融快速成型技术在骨

科植入物修复过程中的骨诱导能力［ Ｊ］ ． 中国组织工程研

究， ２０１３， １７（５２）： ９０５５⁃９０６１．
［ ６ ］　 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Ａ， ＥＳＰＡＮＡ Ｆ， Ｂａｌｌａ ＶＫ，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ｉ⁃６Ａｌ⁃４Ｖ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０， ６
（４）： １６４０⁃１６４８．

［ ７ ］　 ＢＡＲＵＩ Ｓ，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Ｓ， ＭＡＮＤＡＬ Ｓ，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３Ｄ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Ｔｉ⁃６Ａｌ⁃４Ｖ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Ｍａｔｅｒ Ｓｃｉ Ｅｎｇ Ｃ Ｍ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 Ａｐｐｌ， ２０１７， ７０（Ｐｔ １）： ８１２⁃８２３．

［ ８ ］　 ＲＯＯＨＡＮＩ⁃ＥＳＦＡＨＡＮＩ ＳＩ， ＮＥＷＭＡＮ Ｐ， ＺＲＥＩＱＡＴ Ｈ． Ｄｅ⁃
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ｂｏｎｅ ｔｏ ｒｅｐａｉｒ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ｎ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Ｊ］ ． Ｓｃｉ Ｒｅｐ， ２０１６， ６： １９４６８．

［ ９ ］　 ＹＡＶＡＲＩ ＳＡ， ＷＡＵＴＨＬÉ Ｒ， ＳＴＯＫ Ｊ，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
ｓｅｒ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Ｊ］ ． Ｍａｔｅｒ Ｓｃｉ Ｅｎｇ Ｃ Ｍ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 Ａｐｐｌ， ２０１３，
３３（８）： ４８４９⁃４８５８．

［１０］　 ＡＳＡＤＩ⁃ＥＹＤＩＶＡＮＤ Ｍ， ＳＯＬＡＴＩ⁃ＨＡＳＨＪＩＮ Ｍ， ＦＡＲＺＡＤ 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 ［Ｊ］ ．
Ｒｏｂｏｔ Ｃｉｍ⁃Ｉｎｔ Ｍａｎｕｆ， ２０１６， ３７： ５７⁃６７．

［１１］　 ＪＥＴＴÉ Ｂ， ＢＲＡＩＬＯＶＳＫＩ Ｖ， ＤＵＭＡＳ Ｍ， ｅｔ ａｌ．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ｓｔｅｍ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ｕｂｉｃ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Ｊ］ ． Ｊ Ｍｅｃｈ Ｂｅｈａｖ Ｂｉｏｍｅ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８， ７７： ５８⁃７２．

［１２］　 ＷＥＴＴＥＲＧＲＥＥＮ ＭＡ， ＢＵＣＫＬＥＮ ＢＳ， ＳＴＡＲＬＹ Ｂ， ｅｔ 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ｎｉｔ ｂｌｏｃ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ｅ ｉ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Ａｉｄｅｄ Ｄｅ⁃
ｓｉｇｎ， ２００５， ３７（１１）： １１４１⁃１１４９．

［１３］　 ＬＩＭＭＡＨＡＫＨＵＮ Ｓ， ＯＬＯＹＥＤＥ Ａ， ＳＩＴＴＨＩＳＥＲＩＰＲＡＴＩＰ Ｋ，
ｅｔ 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ｇｒａｄｅ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ｓｓ⁃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Ｍａｔ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１７， １１４： ６３３⁃６４１．

［１４］　 ＣＨＡＮＴＡＲＡＰＡＮＩＣＨ Ｎ， ＰＵＴＴＡＷＩＢＵＬ Ｐ， ＳＵＣＨＡＲＩＴＰ⁃
ＷＡＴＳＫＵＬ Ｓ， ｅｔ ａｌ．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Ｍａ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２ ／ ４０７８０５．

［１５］　 ＣＨＥＡＨ ＣＭ， ＣＨＵＡ ＣＫ， ＬＥＯＮＧ ＫＦ，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 Ｐａｒｔ 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Ａｄｖ Ｍａｎｕｆ Ｔｅｃｈ， ２００３， ２１（４）： ２９１⁃３０１．

［１６］　 ＡＮ Ｊ， ＴＥＯＨ ＪＥＭ， ＳＵＮＴＯＲＮＮＯＮＤ Ｒ，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 Ｊ ］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１（２）： ２６１⁃２６８．

［１７］　 李莉敏， 郭桂芳， 胡庆夕， 等． 面向骨组织工程的三维仿生

支架的微观结构研究［Ｊ］ ． 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 ２００５， ３４
（４）： ８６⁃８８．

［１８］　 吴懋亮， 刘廷章， 石钢生． 仿生支架微孔结构 ＣＡＤ 设计方法

［Ｊ］ ． 机械科学与技术， ２００６， ２５（１１）： １２８５⁃１２８７．
［１９］　 ＧＩＡＮＮＩＴＥＬＬＩ ＳＭ， ＡＣＣＯＴＯ Ｄ， ＴＲＯＭＢＥＴＴＡ Ｍ，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Ｊ］ ．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０
（２）： ５８０⁃５９４．

［２０］　 ＹＯＯ Ｄ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ｉｐ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Ｐｒｅｃｉｓ Ｅｎｇ Ｍａｎ， ２０１１， １２（１）： ６１⁃７１．

［２１］　 ＲＡＪＡＧＯＰＡＬＡＮ Ｓ， ＲＯＢＢ ＲＡ．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ｍｅｅｔｓ Ｓｃｈｗａｎ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ａｘｉｃ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Ｊ］ ． Ｍ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 ２００６， １０（５）：
６９３⁃７１２．

［２２］　 ＥＬＯＭＡＡ 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Ｓ， ＨＡＫＡＬＡ Ｒ，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 ε⁃ｃａｐ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ｂｙ ｓｔｅｒｅｏ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Ｊ］ ．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１， ７ （ １１）：
３８５０⁃３８５６．

［２３］　 张明， 赖毓霄， 王新峦， 等． 基于 ３Ｄ 打印技术的新型生物活

性复合镁骨修复支架［Ｊ］ ． 国际骨科学杂志， ２０１５， ３６（５）：
３８２⁃３８４．

［２４］　 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 ＳＪ， ＬＥＶＹ ＲＡ， ＣＨＵ ＴＭ，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ｒａｎｉｏｆａ⁃
ｃｉａｌ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Ｏｒａｌ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０， ２９（１）： ６７⁃７１．

［２５］　 ＹＯＯ ＤＪ． Ｒａｐｉ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Ｉｎｔ Ｊ Ｐｒｅｃｉｓ Ｅｎｇ
Ｍａｎ， ２０１０， １１（２）： ２７３⁃２８３．

［２６］　 ＳＭＩＴＨ ＭＨ，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ＣＬ， ＫＥＭＰＰＡＩＮＥＮ Ｊ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ｉｎ ｃｒａｎｉｏ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ｅｄ Ｒｏｂｏｔ， ２００７，
３（３）： ２０７⁃２１６．

［２７］　 Ｐ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Ａ， ＳＮＩＳ Ａ， ＥＭＡＮＵＥＬＳＳＯＮ Ｌ，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ｂｉ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ｓｓｅ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ｍｅｌｔｅｄ， ｆｒｅｅ⁃ｆｏｒｍ⁃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ａｌ⁃
ｌｏ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ｅｐ ［ Ｊ］ ． Ｊ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 Ａｐｐｌ，
２０１３， ２７（８）： １００３⁃１０１６．

［２８］　 ＦＵＫＵＤＡ Ａ， ＴＡＫＥＭＯＴＯ Ｍ， ＳＡＩＴＯ Ｔ， ｅｔ ａｌ． Ｏｓｔｅｏｉｎ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Ｔｉ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
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ｓｅｒ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Ｊ］ ．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１， ７
（５）： ２３２７⁃２３３６．

［２９］　 ＳＵＤＡＲＭＡＤＪＩ Ｎ， ＴＡＮ ＪＹ， ＬＥＯＮＧ ＫＦ，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１５４
赵春伶，等． 基于 ３Ｄ 打印多孔支架和植入体的结构设计研究进展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ｓ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ｅｄ 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ａｌ ｆ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Ｊ］ ．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１， ７（２）： ５３０⁃５３７．

［３０］　 ＭＵＲＲ ＬＥ， ＧＡＹＴＡＮ ＳＭ， ＭＥＤＩＮＡ Ｆ， ｅｔ ａｌ． 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ｓｈ ａｒｒａｙｓ ［ Ｊ］ ． Ｐｈｉｌｏｓ
Ｔｒａｎｓ Ａ Ｍａｔｈ Ｐｈｙｓ Ｅｎｇ Ｓｃｉ， ２０１０， ３６８（１９１７）： １９９９⁃２０３２．

［３１］　 ＮＵＮＥ ＫＣ， ＫＵＭＡＲ Ａ， ＭＩＳＲＡ ＲＤ，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ｓ 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ａｌｌｏｙ
ｍｅｓｈ ａｒｒａｙ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３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Ｓｕｒｆ Ｂ Ｂｉｏ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２０１７， １５０： ７８⁃８８．

［３２］　 ＣＨＵＡ ＣＫ， ＬＥＯＮＧ ＫＦ， ＳＵＤＡＲＭＡＤＪＩ Ｎ，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ｓｅｒ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ｒａｄ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 Ｊ］ ．
ＭＲＳ Ｂｕｌｌ， ２０１１， ３６（１２）： １００６⁃１０１４．

［３３］　 ＣＡＩ Ｓ， ＸＩ Ｊ， ＣＨＵＡ ＣＫ． Ａ ｎｏｖｅｌ ｂｏｎ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ａｐ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ｈｅｘａｈｅｄｒａｌ ｍｅｓｈ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 Ｍ ］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ｏｔｏｗａ： Ｈｕｍａ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４５⁃５５．

［３４］　 ＧＡＢＢＲＩＥＬＬＩ Ｒ， ＴＵＲＮＥＲ ＩＧ， ＢＯＷＥＮ Ｃ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ｂｏｎ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Ｊ］ ． Ｋｅｙ Ｅｎｇ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０８， ３６１⁃３６３： ９０３⁃９０６．

［３５］　 ＹＡＮＧ Ｎ， ＱＵＡＮ Ｚ， ＺＨＡＮＧ Ｄ，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ｏｒ⁃
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ｅ 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１４， ５６（１１）： １１⁃２１．

［３６］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ＡＮ Ｈ， ＤＡＶＯＯＤＩ Ｅ， ＡＳＡＤＩ⁃ＥＹＤＩＶＡＮＤ Ｍ，
ｅｔ ａｌ．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 Ｍａｔ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１７， １２６： ９８⁃１１４．

［３７］　 ＷＡＮＧ Ｘ， ＸＵ Ｓ， ＺＨＯＵ Ｓ， ｅｔ ａｌ．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ｆｏｒ ｂｏｎ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６， ８３： １２７⁃１４１．

［３８］　 ＬＩＮ ＣＹ， ＳＣＨＥＫ ＲＭ， ＭＩＳＴＲＹ ＡＳ，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ｅｘ ｖｉｖｏ ｇｅｎ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
ｍｉｚｅｄ，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 Ｊ］ ．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 ２００５， １１（９⁃１０）： １５８９⁃１５９８．

［３９］　 ＣＨＡＮＧ ＣＣ， ＣＨＥＮ Ｙ， ＺＨＯＵ Ｓ，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 ／ ／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７： ３４９⁃３６９．

［４０］　 ＨＡＮ Ｃ， ＬＩ Ｙ， ＷＡ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ｒａ⁃
ｄ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
ｓｅｒ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ｏｎ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Ｊ］ ． Ｊ Ｍｅｃｈ Ｂｅｈａｖ Ｂｉｏｍｅｄ，
２０１８， ８０： １１９⁃１２７．

２５４
医用生物力学　 第 ３４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４　 Ｎｏ．４， Ａｕｇ． ２０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