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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物组织工程支架在再生医学、组织修复和器官移植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3D打印技术为生物组织工程支架的制造提供了高精度、个性化定制和快速制造的可
能性。

研究3D打印生物组织工程支架的应用，对于推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在3D打印生物组织工程支架方面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仍面临
许多挑战。

目前，3D打印生物组织工程支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材料选择、打印工艺
优化、生物相容性等方面。

未来，随着3D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物医学工程的深入研究，3D打印
生物组织工程支架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有望实现个性化医疗和精准治疗。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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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探索3D打印技术在生物组织工程支架制造中

的应用，优化打印工艺，提高支架的生物相容性和力学性

能。

研究内容

选择合适的生物相容性材料，研究其在3D打印过程中的

流变行为和成型性能。

优化3D打印工艺参数，包括打印温度、速度、层厚等，

以获得高质量的生物组织工程支架。

对3D打印的生物组织工程支架进行生物学评价，包括细

胞毒性、生物相容性和免疫学反应等。

通过动物实验验证3D打印生物组织工程支架在体内的生

物安全性和功能性。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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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原理及设
备



3D打印技术基于分层制造
原理，将三维模型切割成
一系列二维层，逐层堆积
材料以构建物体。

分层制造原理 材料喷射原理 光固化原理

通过喷嘴或打印头将生物
材料按照预设路径逐层喷
射到构建平台上，形成三
维结构。

利用特定波长的光源照射
光敏生物材料，使其逐层
固化，构建出三维结构。

030201

3D打印技术原理



    

3D打印设备类型及特点

喷墨式3D打印机

利用喷墨技术将生物墨水喷射到构建

平台上，适用于高精度、复杂结构的

打印。

激光辅助式3D打印机

通过激光束照射生物材料使其固化，

可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打印。

微挤压式3D打印机

通过微型挤压头将生物材料挤出并逐

层堆积，适用于多种生物材料的打印。



选择适当的生物材料，如生物相容性聚合

物、细胞等，制备成适用于3D打印的生物

墨水。

生物墨水制备

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生物组织工程支架的三

维模型，并进行优化以提高打印精度和效

率。

三维模型设计

根据所选设备类型和生物墨水特性，设置

合适的打印参数，如层厚、打印速度、温

度等。

打印参数设置

对打印完成的生物组织工程支架进行后处

理，如去除支撑结构、细胞培养等，并进

行相关表征以评估其性能。

后处理及表征

生物组织工程支架打印工艺



03

生物组织工程支架材
料选择与优化



如胶原蛋白、壳聚糖等，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生物活性，但机械性能较
差。

天然高分子材料

如聚乳酸、聚己内酯等，
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和加
工性能，但生物相容性有
待提高。

合成高分子材料

将天然高分子材料和合成
高分子材料复合使用，可
综合发挥各自优势，提高
支架性能。

复合材料

常用生物组织工程支架材料介绍



生物相容性
材料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不引起免疫

排斥反应和组织炎症。

机械性能
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以支撑和保

护细胞生长。

加工性能
材料应易于加工成型，满足3D打印工艺要

求。

降解性能
材料应具有可控的降解性能，以适应组织再

生过程。

材料性能评价与选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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