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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前沿】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领导的团

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研发出

一种新的3D打印材料。这种材料既有足够

的弹性以承受心脏的持续跳动，又具有足够

的韧性以承受关节的挤压负荷。它易于塑形

以适应患者独特的需求，并能轻松黏附在湿

润的组织上。最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

一突破性成果，为新一代生物材料的开发铺

平了道路。

近年来，水凝胶材料已成为制造人造组

织、器官和植入物的热门材料。但传统3D打

印水凝胶在拉伸时容易断裂，在压力下容易

破裂，或因太硬而无法在组织周围成形。

如何使3D打印水凝胶材料兼具强度和

弹性？研究人员从蠕虫的复杂相互缠绕中获

得了灵感。新打印方法被称为“CLEAR”，其

工作原理是将长分子缠绕在3D打印材料中，

就像那些相互缠绕在一起的蠕虫一样，从而

可以生产出既坚固又柔韧的材料。

当在实验室中拉伸这些材料并测试其能

承载的重量时，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材料的韧

性远远超过了用标准3D打印方法打印出来

的材料。更令人欣喜的是，它们还能贴合并

黏附在动物组织和器官上。

研究人员设想，未来这种3D打印材料有

望制成修复心脏缺损的“心脏创可贴”，也可

用于向器官或软骨组织递送再生药物以抑制

椎间盘突出，甚至可用于缝合伤口以避免传

统针线和缝合方式带来的组织损伤。

（张佳欣）

3D打印制出“心脏创可贴”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

也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

害中老年人健康。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疾

病。目前我国骨质疏松症患者人数近1

亿。”在日前召开的《中国骨质疏松专家意

见》发布会上，中南大学代谢内分泌研究

所所长、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

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谢忠建强调，正确有效

的科普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具有重要意义。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

也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

害中老年人健康。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

骨质疏松症而并发骨折的患者，占所有骨

折患者的比例超过9%，并有逐年增高的

趋势。骨质疏松性骨折危害严重。据统

计，老年人在初次髋部骨折后，3个月内死

亡风险增加5—8倍，1年内死于各种并发

症的比例高达20%，且约一半的存活者生

活无法自理。

公众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仍然存在

诸多误区及空白。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副

社长刘冰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寂静的

杀手”。因为骨质疏松症早期没有明显症

状，容易被忽视，患者往往在骨折之后才

来医院就诊。

尽管如此，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仍可

从蛛丝马迹中初步判断。与会专家提醒，

以下4种症状提示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

腰背部及下肢关节疼痛，且活动后疼痛加

剧，休息后好转；身高“缩水”（较年轻时下

降超过4厘米）、脊柱变形、可伴驼背；呼

吸功能受限，因脊柱后凸、胸廓畸形而出

现胸闷、气短以及呼吸困难等；骨折。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质疏松科

主任程群介绍，增加太阳照射时间、合理

补充钙及维生素D，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症，降低发病率。人体内约10%的维生素

D通过食物摄入，其余90%需通过晒太阳

获取。如果生活中无法保障充足的日照

时长，可以考虑额外补充适量维生素D片

剂或胶囊。

专家特别提醒，更年期后女性更易患

骨质疏松症。正常水平的雌激素有助于

维持正常的骨量和骨质量，而更年期女性

雌激素水平进行性下降，导致骨量流失逐

渐严重，骨质量受损。据统计，50岁以上

女性大约每3个人中就有1人因骨质疏松

症而骨折。因此，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

定期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骨密度检测，

及时了解自己的骨骼状态，必要时进行早

期诊治，以预防脆性骨折发生。（于紫月）

有这4种症状
要警惕骨质疏松症

头面部严重毁损修复

治疗是世界性难题。记者8

月 4日获悉，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副院长、教授李青峰和该院

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昝涛组

成的团队经过十多年研究，

在头面部严重毁损修复治

疗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

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

际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头

颈外科期刊》。

针对头面部严重毁损修

复，国际上普遍使用异体脸

面移植技术。该技术可将他

人捐赠的脸面移植到患者面

部，但患者术后因免疫排异

反应，需终身服用免疫抑制

药物。受限于供体短缺及伦

理问题等因素，目前全球仅

实施了50例异体脸面移植手

术案例。而首位接受这种手

术的患者，在术后因抗排斥

治疗患上两种癌症。

李青峰、昝涛团队将传

统外科技术与再生医学、干

细胞、数字三维技术等结

合，于 2012 年开创全脸面

毁损修复重建技术，完成全

球首例自体组织全脸面预

构和移植治疗，取用患者自

身的组织进行移植，降低了

移植风险。近年来，研究团

队通过补充和完善，使该技

术形成标准术式，其安全

性、有效性以及可推广性得

到进一步验证。

“通俗地说，我们的技术

是让患者的胸前区‘长’出一

张脸，再把长好的‘新脸’移

植到患者脸上。”昝涛进一

步介绍，首先，利用细胞移

植促进皮肤在体扩张再生

技术，使患者的胸前区生出

皮瓣组织，这些组织至少是

原皮肤面积的8倍，且血液

供应充足、便于塑形、颜色

与面部接近；然后，通过3D

打印技术，利用患者自身的

软骨组织，在新生的皮肤软

组织上构建鼻、唇和眼裂等；

最后，将构建好的“脸面”移

植到患者脸部。

一项新技术必须经过长

期的观察和实践，来证明其

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推广

性。研究团队在临床实践中

不断规范手术程序，将皮瓣

预构、3D打印、ICG血管造影

辅助监测等先进技术与传统

方法巧妙结合，拓宽了自体

组织在面部修复中的应用范

围与效果。此次刊发的论文

不仅包括技术定型的内容，

还表明经过长期的临床回顾

和评估，这一重大创新技术

已被证明具有安全性和有效

性，有望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治疗方法。

美国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协会主席

等专家评价这项成果为“面部重建领域令

人瞩目的重大进步”，认为该成果为患者

提供了形态自然的修复效果和面部功能，

同时避免了异体移植所需的终身免疫抑

制及其相关风险。

目前，“中国式换脸”已成功完成80

多例，92%的患者重返学习或工作岗位。

李青峰、昝涛团队开发的“换脸”技术，将

为各类面部组织、器官缺陷患者提供有效

治疗，展现了头面部修复重建领域的“中

国智慧”。 （科技日报记者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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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在合肥市蜀山

区飞虹社区淠河路一家药店

内，市民在咨询选购防暑药

品。近期天气炎热，防暑药

品需求量上涨，藿香正气合

剂、风油精、十滴水等成为药

店热销品。

通讯员 陈三虎 摄

夏日炎炎
防暑药品热销防暑药品热销

本报讯 立秋之后，酷暑仍盛。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正考验着奋战

在烈日下的户外工作者们。为切实

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关心坚守

在一线的职工，8月8日上午，长丰

县下塘中心卫生院党支部联合工

会、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到下塘工业

区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为企业

职工送上夏日的清凉问候与健康防

护知识。下一步，该院工会将持续

把防暑降温工作落到实处，切实维

护职工职业健康权益，让广大职工

享受一个安全、清凉的夏季。

（全媒体记者 刘正 摄影/彭飞）

工会送清凉 防暑保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