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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在复杂髋关节翻修重建中采用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的可行性。方法 选

择2021年3月至2023年1月该院全髋关节置换术后需关节翻修的40例患者,将其分为3D打印组与对照组,
各20例。3D打印组给予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技术进行翻修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全髋关节翻修治

疗,比较2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髋关节功能评分、并发症。结果 3D打印组手术时间[(120.56±8.13)
min]、术中出血量[(312.57±24.65)mL]低于对照组[(132.67±8.27)min、(342.64±25.47)mL],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t=5.720,P<0.001;t=4.647,P<0.001)。治疗后3D打印组髋关节功能评分[(87.69±6.35)分]
高于对照组[(72.56±6.2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286,P<0.001);并发症发生率(5.00%)低于对照组

(2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06,P=0.030)。结论 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在髋臼侧严重骨

缺损髋关节翻修术中的应用效果突出,可节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较少,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改善明显,减少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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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personalized
 

3D
 

printing
 

titanium
 

alloy
 

filler
 

blocks
 

in
 

the
 

revi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plex
 

hip
 

joint.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January
 

2023,a
 

total
 

of
 

40
 

patients
 

who
 

required
 

joint
 

revision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the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3D
 

printing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2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3D
 

printing
 

group
 

was
 

given
 

personalized
 

3D
 

printing
 

titanium
 

alloy
 

filling
 

block
 

technology
 

for
 

revision
 

treatment,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otal
 

hip
 

joint
 

revision
 

treatment.The
 

operation
 

time,intr-
aoperative

 

blood
 

loss,hip
 

joint
 

function
 

score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
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120.56±8.13)min]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312.57±24.65)mL]
 

in
 

the
 

3D
 

printing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32.67±8.27)min]
 

and
 

[(342.64±25.47)
mL],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5.720,P<0.001;t=4.647,P<0.001).After
 

treat-
ment,the

 

hip
 

joint
 

function
 

score
 

[(87.69±6.35)points]
 

in
 

the
 

3D
 

printing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2.56±6.27)point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9.286,P<0.001);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5.00%)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0.00%),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4.706,P=0.030).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3D
 

printed
 

ti-
tanium

 

alloy
 

filling
 

blocks
 

in
 

hip
 

joint
 

revision
 

surgery
 

for
 

severe
 

acetabular
 

bone
 

defects
 

is
 

outstanding,which
 

can
 

save
 

operation
 

time,reduc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significantly
 

improve
 

postoperative
 

hip
 

joint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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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髋关节置换术在骨科临床应用广泛,但每年髋 关节翻修手术的总量也在不断地上升[1]。在髋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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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术中如何重建重度髋臼侧缺损是骨科医生一直

关注的重点[2]。传统钽金属填充块形状和尺寸较为

固定,很多情况下无法与实际骨缺损尺寸匹配,需要

进行打磨,从而增加了骨量的流失,不利于患者术后

髋臼假体的稳定,而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的

应用则能弥补这方面的缺陷[3-4]。本研究就个性化

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在复杂髋关节翻修术中运用的

可行性及效果进行研究,以期为复杂髋关节翻修重度

髋臼骨缺损提供参考借鉴,可改善髋关节功能,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1.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3月至2023年1月

就诊于本院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需关节翻修的40例

患者,将其随机分为3D打印组与对照组,各20例。
对照组中男12例,女8例;年龄55~75岁,平均

(67.75±6.47)岁;3D打印组中男11例,女9例;年
龄56~75岁,平均(67.86±6.73)岁。2组患者基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件

(2021)医研伦审第(043)号]。
1.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经查体、髋
关节正位X线片及超声检查符合翻修手术指征;(2)
髋臼侧Paprosky

 

Ⅲ型髋臼骨缺损;(3)无手术禁忌及

金属过敏者。排除标准:(1)髋关节活动性感染者;
(2)骨盆不连续者;(3)影像学资料不全者;(4)严重骨

质疏松症者;(5)免疫系统性疾病者;(6)患侧肢体肌

力小于4
 

级及患侧肢体偏瘫者。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1.2.1.1 3D打印组 (1)个性化钛合金填充块的

3D打印:①CT扫描,术前进行平扫,将扫描数据储存

上传至计算机;②在计算机上采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

骨盆三维重建;③根据骨盆三维重建模型,构建三维

模型,髋臼缺损以钛合金填充块填充;④打印出骨盆

模型、填充块,在尼龙模型上进行手术模拟,根据髋臼

杯的大小、位置,确认填充块的最终位置、大小及螺钉

固定位置等;⑤根据手术模拟情况,对填充块三维模

型进行修改,并完善内部结构参数、螺孔的设计,精确

设计固定加强块的螺钉;⑥最终填充块设计为表面层

厚1.00
 

mm的实心钛合金,将填充块模型数据导入

到3D打印设备进行3D打印;⑦对填充块进行打磨抛

光,并使用乙醇在超声波清洗机内反复清洗,消毒备

用。(2)翻修手术方法:患者取手术体位,全身麻醉

后,原手术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等,以显露髋

关节,取出原人工假体。彻底清除髋臼内的病变组织

并进行冰冻活检以排除感染可能。根据术前模拟手

术选定的髋臼杯尺寸打磨髋臼,安装满意。将3D打

印钛合金填充块植入髋臼骨缺损处,位置满意后用螺

钉固定;安放髋臼假体,在填充块与髋臼假体缝隙间

灌入骨水泥,待骨水泥凝固后植入髋臼内衬。之后翻

修股骨柄、植入股骨头,复位髋关节,无出血后逐层缝

合。术后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康复训练指导。
1.2.1.2 对照组翻修方法 手术前部分与3D打印

组相同,将髋臼内的病变组织彻底清除及排除感染

后,选定合适尺寸的钽金属填充块,根据钽金属填充

块磨锉髋臼至合适大小,植入钽金属填充块并固定,
选择合适的多孔金属涂层生物型髋臼杯压配固定,植
入髋臼内衬。之后操作与3D打印组相同。
1.2.2 观察指标 (1)统计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2)采用Harris

 

髋关节评分量表(HHS)评估术后髋

关节恢复,总分100分,得分越高,髋关节功能越好。
(3)术后对患者随访1年,了解并统计并发症发生

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 表示,行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行χ2 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3D打印组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120.56±8.13)min、(312.57±24.65)
mL]均低于对照组[(132.67±8.27)min、(342.64±
25.47)mL],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t=5.720,P<
0.001;t=4.647,P<0.001)。
2.2 2组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治疗前,3D打

印组髋关节功能评分[(34.65±5.33)分]与对照组

[(34.57±5.32)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 疗 后,3D 打 印 组 髋 关 节 功 能 评 分

[(87.69±6.35)分]高于对照组[(72.56±6.27)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2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3D打印组并发症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2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髋关节移位 关节脱位 其他 发生率[n(%)]

对照组 20 2 1 1 4(20.00)

3D打印组 20 1 0 0 1(5.00)a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706,aP=0.030。

3 讨  论

  全髋关节置换术是骨科常见手术,主要用于对各

种髋关节疾病进行治疗,而且手术后患者各项症状一

般可得到缓解,髋关节功能可明显提升[5-6]。近年来,
在手术方式不断改进的背景下,相关手术器械制作越

发精炼,髋关节假体也越发优化,这促使广大患者更

易接受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不同于初次髋关节置

换术,很多复杂髋关节手术患者由于髋臼缺损,致使

假体安放难度较大,假体更易出现松动,极易出现感

染,导致髋关节功能受损,影响翻修手术的实施效果。
故而在此类患者治疗中,如何重建髋臼骨缺损是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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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师面临的一大挑战。而且由于患者存在明显

的个体差异,所以在髋关节翻修术中如何重建重度髋

臼侧缺损也是骨科医生一直关注的重点[7-8]。髋臼骨

缺损重建的目标是在尽量保留患者原始骨量的基础

上恢复髋关节正常旋转中心,通过骨长度获得髋臼假

体的长期稳定性,对于Paprosky
 

Ⅲ型髋臼骨缺损,钽
金属填充块与生物型髋臼杯在重度髋臼骨缺损重建

中应用广泛,具有一定的效果[9]。但由于患者髋臼骨

缺损程度不一,传统钽金属填充块形状和尺寸较为固

定,很多情况下无法与实际骨缺损尺寸匹配,需要进

行打磨,从而增加了骨量的流失,但不利于患者术后

髋臼假体的稳定,而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的

应用能弥补这方面的缺陷[10]。
3D

 

打印技术最初是在工业领域内广泛应用,其
是综合激光快速成型技术、三维CT技术和高分子材

料技术构建而成的现代化工业制造技术。借助计算

机辅助作用,通过3D打印,可精确采集并分析零件信

息,结合设计要求,实施深层次的加工,获得三维重建

模型,之后借助打印机和制造材料,构建出实体模型。
在医学技术快速发展下,3D打印技术在临床中的应

用越发广泛,这可降低因个体差异引发的医疗事故发

生风险,提高治疗安全性。而且3D打印简单,便于推

广[11-12]。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设计理念是术

前进行骨盆CT扫描,利用CT原始数据重建患者骨

盆三维图像,根据髋臼骨缺损的解剖形态和位置设计

出适合骨长入最佳孔隙结构和参数,且能完美匹配患

者髋臼骨缺损部位、范围、程度等特征的个性化多孔

钛合金加强块。利用选择性激光烧结或电子束熔融

技术打印钛合金粉末制备个性化多孔钛合金加强块,
完成后续的抛光、清洗和消毒等处理后植入患者体

内,术中依靠术前模拟设计的螺钉大小、位点和方向

将加强块固定在骨缺损的最佳位置,在保留原始骨量

的同时有助于更好地恢复正常髋臼解剖形态和旋转

中心位置[13-14]。
本研究结果显示,3D打印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均低于对照组,髋关节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在髋臼侧严

重骨缺损髋关节翻修术中的应用效果显著。综上所

述,将个性化3D打印钛合金填充块应用在髋臼侧严

重骨缺损髋关节翻修术中,可促进患者髋关节功能的

恢复,临床可行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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