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问题！之前的症状都没有了……”近期，一位患

者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门诊复诊时这样表示。此

前，该患者接受了椎体置换手术，手术植入了纯国产的

“自稳型”3D 打印钛合金微孔结构人工椎体。据了解，该

人工椎体的基础材料钛合金粉末是国产的，生产该椎体

的 3D 打印设备也由我国自主研发。这枚“自稳型”3D 打

印钛合金微孔结构人工椎体的植入，标志着在 3D 打印技

术骨科应用领域，我国不仅拥有相关创新产品自主设计、

研发的能力，且拥有以国产设备和材料进行生产的能力，

实现了从原始设计到产品研发制造的全过程创新。

开辟3D打印骨骼国产化道路

椎体置换应用于颈椎病、颈椎肿瘤等多种需要切除

椎体进行治疗的患者。目前，国内外颈椎椎体切除的修

复技术通常采用钛网加钛板和螺钉的方法，即切除椎体

后，用一种圆柱状钛网结构放置在切除椎体之后的骨缺

损区，再将一块钛板放在钛网前方，钛板的上、下端用螺

钉固定在相邻椎体上。因为装置需要组合，所以固定强

度有所减弱。同时，起固定作用的钛板覆盖在手术椎体

的前后两端，而颈椎前方即为食道，钛板的突出部分易对

食道造成挤压。

“‘自稳型’3D 打印钛合金微孔结构人工椎体就这一

问题进行了改进，去掉了给患者造成挤压感的钛板，直接

将螺钉和椎体组合，植入体与颈椎表面平齐，实现了‘零

切迹’。”作为上述植入“自稳型”3D 打印钛合金微孔结构

人工椎体患者的手术医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

研究所所长、骨科教授、主任医师，医用增材制造技术医

疗器械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专家组组长刘忠军指着人工

椎体模型说，前期研究证实“自稳型”3D 打印钛合金微孔

结构人工椎体生物力学性能较以往使用的钛填充物更

好，且使手术更加简洁。他介绍，这款“自稳型”3D打印钛

合金微孔结构人工椎体已在国内上市 1年多，医疗单位使

用反馈很好，未来将逐步推向国际市场。

在 90%以上高端医疗器械依赖进口的背景下，3D 打

印人工椎体的国产化道路并不容易。作为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骨科个性化植入假体增材制造关键技术及临

床应用”牵头人，刘忠军坦言，这款“自稳型”3D 打印钛合

金微孔结构人工椎体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最开始，刘忠军想利用 3D 打印做出人工枢椎。但医

生和工程师的语言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医学专用术

语和解剖名词，工程师听不懂；计算机和工程专业语言，

医生也难以理解。

“后来我用橡皮泥捏了一节枢椎椎体模型交给技术

人员，让他们先照着打印出来。”刘忠军说，然后双方再就

着模型反复沟通修改，靠着这样的“笨方法”，刘忠军研究

团队最终打印出 3D人工枢椎。

3D打印与骨科应用“一拍即合”

3D 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技术，是制造技术的一次革命

性突破。近年来，这个来自工业领域的技术在医疗领域

也作出了不小贡献——制作医学模型、辅具、假肢、手术

导引装置等。当然，还有 3D打印骨骼。

刘忠军告诉记者，3D打印技术在骨科领域有独特的应

用优势。“一方面，骨组织 CT扫描图像可便捷地转化为 3D

打印的数字文件；另一方面，骨骼解剖结构复杂且为硬组

织，形态相对恒定，这恰恰也是3D打印技术产品的特征。”

早期，3D 打印技术在骨科领域多应用于制作骨骼模

型，为医学教育、临床诊治和医患沟通提供便利。2010 年

前后，随着金属 3D 打印机面世，3D 打印技术制作金属材

料人体内植物成为可能。以脊柱外科为例，3D 打印技术

不仅可以制造手术操作导板，提高术中穿刺或螺钉拧入

的精准度，还能制作出有利于修复、重建骨结构及功能的

钛合金内植物。

“目前 3D 打印骨科内固定物多采用钛合金。钛合金

也是 3D 打印最常用的金属材料之一。钛合金和人体组

织的相容性很好，不会出现过敏等免疫排斥现象。近年

来，钛合金在骨科领域的应用已非常成熟。”刘忠军介

绍。同时，他表示，钛合金椎体还可以设计成像海绵一样

的微孔结构，这样，人体相邻正常椎体的骨细胞就可以长

入其中，最终实现融合，大大增强了牢固性。“这在医学领

域属于非常重要的性能。”他表示。

在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骨科前，科技工作者也进行了

个性化骨关节假体的设计、应用与转化研究。然而，传统

的标准化假体无法重建或效果不佳，设计难度和较长的

制造时间严重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但 3D 打印能够定制患者需要的复杂人体骨骼，为

骨科手术从‘削足适履’到‘量体裁衣’的治疗模式转变提

供了契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与‘精准化’治

疗。”刘忠军说。

目前，3D 打印定制化假体在骨科临床上已有广泛应

用，如 3D 打印人工髋臼假体、肩胛骨假体、骨盆假体、胸

腰椎人工椎体及个性化假肢等。3D 打印的各种不同形状

的内植物，也帮助医生解决了脊柱肿瘤、严重创伤等疑难

重症的治疗问题。

全链条自主创新需久久为功

未来，3D 打印在骨科方面的应用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我国科研人员和企业还要进一步发挥创新能力，推动

该领域全链条自主创新，造福更多患者。刘忠军告诉记

者，目前已有相关研发团队探索使用镁金属制作 3D 打印

人体内植物。“镁合金具有很好的修复、重建骨结构及功

能的性能，同时它还具备一定的抗感染能力，能够减少相

关感染合并症。”

这是未来 3D 打印骨科应用材料创新的一个方向。

能不能设计出更好的 3D 打印内植物，使其和患者体内骨

组织更快结合，缩短疾病治疗周期？能不能在内植物表

面附着促生长药物，让骨头长得更快？能不能在内植物

微孔中放上缓释药物，在起到支撑作用的同时治疗疾

病？这些都是值得科技工作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

题。

此外，尽管 3D 打印人工椎体已迈出了关键性的国产

化脚步，但在刘忠军看来，3D打印人工假体领域实现全链

条自主创新还需久久为功。

“虽然我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生产 3D 打印人工椎体的

技术，但其应用范围仍不大。”刘忠军说，大部分 3D 打印

设备和材料依赖进口，目前国产的 3D 打印设备和医疗原

创材料仍非常少。

刘忠军建议，国家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 3D 打

印医疗器械国产化，推动临床科研创新和产学研一体化，

加强院企合作，实现 3D 打印骨科应用材料、设计、研发、

生产等环节全链条自主创新，以造福更多患者。

“这也是中国骨科科技创新从追随、并跑向引领转变

的重要机遇，我希望看到 3D 打印技术和骨科应用更紧密

的联合，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刘忠军说。

33DD打印技术骨科应用步入纯国产化打印技术骨科应用步入纯国产化

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定制定制””骨骼助患者挺直脊梁骨骼助患者挺直脊梁

近日，甲流进入高发期，一些地方出

现了发热门诊接诊量增多的情况。

甲流指甲型流感，是由甲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常发生在

冬春季。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甲流，我们应

该如何预防？我们能从症状上区分甲流

与新冠病毒感染吗？甲流与新冠病毒感

染会叠加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感染科

主任王宝增。

甲流发生合并感染概率较低

流感病毒可分为甲、乙、丙、丁 4 大家

族。甲流较为常见，每年会呈季节性流

行。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发布的 2023年第 7

周中国流感监测周报显示，近期甲流的来

势比较凶猛。

“甲流的潜伏期通常为 1—3 天，最主

要的症状是发热、全身肌肉酸痛与头痛，

也会有一些较轻的呼吸道症状，例如咳

嗽、流涕、咽痛等。”王宝增说。

王宝增告诉记者，尽管甲流与新冠病

毒感染在上呼吸道方面的症状相似。“但

是，新冠病毒感染还可能带来味觉、嗅觉

的异常，部分感染者会出现呕吐、腹泻与

结膜炎的症状，这些症状在甲流患者中相

对少见。”王宝增说，“特别是对味觉和嗅

觉的影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特点。”

“从临床来看，非重症的新冠病毒感

染者发生肺炎的情况比甲流患者多一些，

对于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而

言，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后出现肺部疾病等

重症的案例比感染新冠病毒的少。”王宝

增说。

“目前我国大部分人群都对新冠病

毒有了免疫力，同时感染新冠病毒与甲

型流感病毒的概率很低，即使出现两种

病毒同时感染的情况，也不一定就会成

为危重症。是否成为危重症与个人的体

质有关，对于非高危人群，即使同时感染

两种病毒，自身较强的抵抗力也会降低

发生危重症的风险。”王宝增说，“但建议

未感染过新冠病毒的群体，还要继续做

好防护。”

王宝增告诉记者，感染甲型流感病毒

后所产生的抗体有效期一般为半年。“近 3

年来，很多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也因为

较好的个人防护没有得过流感，所以流感

的抗体水平偏低。近期人群聚集的情况

增多，所以出现了较多关于感染的报道。”

王宝增说。

接种疫苗能有效预防甲流

王宝增表示，预防甲流，最有效的方

式是接种流感疫苗。“推荐在甲流流行期

开始之前进行接种，一般是 10月。当然在

流行期也可以去接种疫苗。”他表示。

除了注射流感疫苗外，预防甲流与预

防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方法基本相同。

“可以尽量少去人员密集区域，如果

去就戴好口罩，不揉眼鼻；在公共场所，

如果需要咳嗽和打喷嚏，尽量用手臂、纸

巾遮住口鼻。回家后换下外衣，家里定

时开窗通风。居家消毒可以选择酒精和

含氯消毒液。”王宝增说，“如果家中没有

甲流患者，没有必要在家中进行大范围

的消毒。”

如果感染了甲型流感病毒，也不必

恐慌。“对于体质较好的群体而言，可以

对症治疗，部分群体不经治疗也可自行

痊愈。”王宝增说，“但对于高危人群，例

如婴幼儿、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还是建议使用抗病毒药物，减少危重症

的发生。”

“如果患者出现持续高烧、呼吸困难、

严重呕吐腹泻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

避免延误病情。”王宝增强调。

王宝增告诉记者，在感染甲型流感病

毒后一定要注意休息，建议 3—4周后逐渐

恢复运动。

甲流进入高发期甲流进入高发期，，症状与新冠有何不同症状与新冠有何不同

肝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全球每年肝癌新发人数

超过 84万。

2月 28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该

所陈纪军研究员团队从南牡蒿中发现了系列结构多样的新颖倍半萜

二聚体和作用于相关靶点与信号通路的抗肝癌活性成分。相关研究

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

倍半萜二聚体作为蒿属植物中一类重要的化学成分，因其新颖

的结构和独特的药理活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此项研究中，该团队首次发现药用植物南牡蒿提取物对 3 株

肝癌细胞具有较强的抑制活性。以抗肝癌活性为导向，该团队利用

多种层析方法，首次从南牡蒿活性部位分离出 9 种结构类型的 36 个

新颖的倍半萜二聚体——南牡蒿素，并确定了其化合物结构，其中 7

个化合物结构通过 X射线单晶衍射确定。

论文第一作者之一、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后何小凤介绍，研究表

明在南牡蒿中，倍半萜二聚体具有很高的结构多样性，这进一步丰富

了倍半萜二聚体的结构类型，为深入其活性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据了解，该团队已从南牡蒿、暗绿蒿、中甸艾、牛尾蒿和蒙古蒿等

植物中，共分离鉴定得到了 122 个具有抗肝癌活性的新颖倍半萜二

聚体，占全世界蒿属植物已报道的 234个倍半萜二聚体总数的 52%。

抗肝癌活性筛选表明，其中 11 个化合物对 3 株肝癌细胞具有抑

制活性，其中南牡蒿素活性最好，与临床一线抗肝癌药物索拉非尼相

当。南牡蒿素 G7 对正常肝细胞显示出较索拉非尼更好的选择性和

安全性。同时从细胞迁移、侵袭、周期阻滞、凋亡、靶点、网络药理学

和信号通路等方面，该团队开展了抗肝癌药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南牡蒿素 G7可抑制肝癌细胞的侵袭、迁移，诱导肝癌细胞凋亡，阻滞

肝癌细胞分裂周期，从而抑制其增殖，发挥抗肝癌活性。

南牡蒿素可抑制肝癌细胞活性

目前，3D打印定制化假体在骨科临床上已有广泛

应用，如3D打印人工髋臼假体、肩胛骨假体、骨盆假体、

胸腰椎人工椎体及个性化假肢等。3D打印的各种不同

形状的内植物，也帮助医生解决了脊柱肿瘤、严重创伤

等疑难重症的治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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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孙 瑜

甲流的潜伏期通常为 1—

3天，最主要的症状是发热、全

身肌肉酸痛与头痛，也会有一

些较轻的呼吸道症状，例如咳

嗽、流涕、咽痛等。尽管其与新

冠病毒感染在上呼吸道方面的

症状相似。但是，新冠病毒感

染还可能带来味觉、嗅觉的异

常，部分感染者会出现呕吐、腹

泻与结膜炎的症状，这些症状

在甲流患者中相对少见。

◎洪恒飞 张若娴 本报记者 江 耘

◎实习记者 苏菁菁

2022 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如何？2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在京举办 2022 版“心理健康蓝皮

书”发布会，正式发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21—2022）》（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超过 80%的成年人自评心理健康状况良

好，青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心理健康风险较高。

为了解当前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并提供参考建议，《报告》基于近

20 万人次的调查，综合分析呈现了当前我国多个人群的心理健康基

本特征，探讨了我国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现状、发展趋势及影响因

素，并就进一步维护和改善国民心理健康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报告》显示，不同职业群体呈现各有特征的心理健康状况，其中

管理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最高，无业/失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工

作、人际、家庭和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因素均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

响。国民心理健康服务的便利性和满意度较之以往显著上升。

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报告》副主编陈祉妍

建议，未来我国要继续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规范性，推动心

理体检普遍开展，同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心理健康资源支持，加

强对低学历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

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报告》对全国范围内

超过 3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参加调查的青

少年抑郁风险相比2020年有所下降。女生相对男生有更高的抑郁、孤

独得分；总体上，抑郁、孤独、手机成瘾得分有随着年级增长而升高的趋

势；住校、父母外出工作的青少年有更多抑郁、孤独、手机成瘾问题。

《报告》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特别是非毕

业年级学生的作业负担显著减少，有了更多的时间采取健康平衡的

生活方式，“双减”政策有助于我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这份报告给出答案

2月 28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浙江理工大学获悉，由该校生命科学

与医药学院李恭楚教授团队研发的治疗实体瘤的“GC001 溶瘤痘苗

病毒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件。该团队

研究发现，通过调控一系列细胞内信号途径，可显著提升溶瘤病毒在

肿瘤细胞的靶向复制水平和溶瘤活性。

现有的癌症治疗方式存在容易产生耐药性、治疗条件限制多、费

用高等局限性。国家癌症中心 2019 年在《中华肿瘤杂志》发表的中

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随着恶性肿瘤发病数持续上升，

我国每年所需的相关医疗花费超过 2200亿元。

李恭楚介绍，溶瘤病毒疗法是一种新型免疫疗法，可通过直接溶

瘤作用和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特异性地杀死肿瘤细胞并豁免正常细

胞，为不同类型的肿瘤患者带来临床获益。相较于 CAR-T 等细胞

免疫疗法，其生产成本低，治疗费用少。

“目前，至少已有分属 10个病毒家族的溶瘤病毒进入临床试验，

如麻疹病毒、疱疹病毒等。”李恭楚解释，“其中减毒处理后的痘苗病

毒作为天花疫苗已应用多年，安全性较高。同时，痘苗病毒在细胞质

内复制，不会整合到基因组上，稳定性强，没有突变的风险。所以我

们选择痘苗病毒作为研发对象。”

他介绍，溶瘤病毒可以有选择性地在肿瘤细胞中复制，而不会对

正常细胞产生作用，当肿瘤细胞裂解之后，会释放出更多病毒继续感染

周边的肿瘤细胞，直到肿瘤被完全破坏，以此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癌症晚期的患者，通常因为肿瘤的耐药性而没有其他的治疗方

案可选。”李恭楚说，“GC001 溶瘤痘苗病毒注射液”因其不存在耐药

性，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癌症晚期患者治疗手段上的空白，给予患者

新的治疗方案选择。

“以毒攻毒”：肿瘤治疗新策略

◎本报记者 赵汉斌

◎本报记者 陆成宽

北京市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流感疫苗北京市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流感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