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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椎动脉行程解剖学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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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0  2.数字解剖与 3D 打印临床转化研究怀化市重点实验室) 

摘要：椎动脉行程人体解剖学标本制作工艺繁琐、易损坏、重复使用率低，此外对于颈椎区域的外科操作，掌握椎动脉的走行特点非常重

要。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椎动脉行程解剖学教具，可有效解决人体标本资源短缺、模型教具与实物标本存在差异和数字解剖图谱缺乏直观

性等难题，该技术值得在医学教育领域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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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是一种快速成型技术，在医学领域中可通过计算

机建模软件将二维影像数据（CT/MRI）转化为三维立体数字模型，

再将其导入 3D 打印机进行打印[1]。3D 打印技术运用于口腔颌面外

科、神经外科、脊柱外科等医学领域，可立体展现解剖学的形态特

点。椎动脉（Vertebral artery）左右两支分别起自两侧锁骨下动脉，

沿前斜角肌内侧缘上行，依次穿过第六颈椎至第一颈椎横突孔，经

枕骨大孔进入颅内后，两条椎动脉在脑桥下缘汇合形成基底动脉[2]。 

本团队旨在研制一款便于携带、储存和不易损坏的三维立体解

剖模型并结合教材、CT 平扫、MRI 影像学资料及多媒体等方法辅

助教师讲解颈椎及椎动脉解剖结构，解决在人体解剖学的教学中大

体标本来源稀缺、制作复杂、解剖学结构密集难以观察精细结构的

问题[3]。现将研制过程总结如下： 

一、数据采集 

1.纳入标准：选取的健康志愿者均遵循自愿的原则，在试验前

告知试验流程、目的及时间安排，在确保一切妥当之后与其签署知

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患有严重的基础性或者重大的颈部疾病，从而会

对试验过程产生影响者，健康的志愿者人群应排除儿童与孕妇群

体。 

二、主要设备与材料 

Mimics19.0、Magics21.0、六星智能激光固化打印机、光敏树脂、

丙烯颜料 

三、研制方法 

 
1、获取数据 获取志愿者的影像薄层 CTA 数据，将其导入

Mimics19.0 计算机软件中。 

2、建立模型 选取特定阈值和区域增长重建出头颈部三维模

型，使用布尔操作分离出颈椎及其椎动脉。 

3、精修模型在分离的模型上使用多层编辑对椎动脉行程进行

精细化操作。 

4、模型预处理 将构建的三维模型在 Mimics 中以 STL 格式导

出到 Materialise Magics21.0 中进行打印预处理。 

5、打印模型 导入激光固化打印机中进行打印。待打印完成后，

将模型进行去除支架、抛光研磨、喷涂上色等后处理。 

 

 
四、结果 

如图，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教学中运用 3D 打印模型

增强了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椎动脉行程的掌握程度，提高了教

师的教学效率，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五、讨论 

在目前的人体解剖学的教学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随着医学生队伍的逐渐庞大，大体标本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2、

在人体解剖学的学习中由于标本储存的特殊环境和防腐液的气味

降低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其化学结构的特殊性易损害师生的健康。

3、标本由于年代久远和重复使用导致基本的解剖学结构丧失了教

学的意义。综上，在人体解剖学的教学中急需一批能清晰地反应人

体的正常形态结构、位置与毗邻关系的标本[4-5]。 

本团队利用 3D 打印即快速成型技术精准还原传统的大体标

本，打印出 1：1 的椎动脉行程及其毗邻结构的模型，使椎动脉三

维立体结构一目了然。此外，模型的打印材料为光敏树脂，韧性大

可保证模型的稳定性。标本模型的批量化生产补齐了在基础医学教

学中标本来源稀缺的短板。3D 打印解剖学模型解决了防腐液气味

刺激的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减少了购买教学标本和储存

的费用，实现了标本与学生的一对一教学。 

综上 3D 打印模型的优点，3D 打印技术运用于解剖学标本的制

作为各医学高校的教学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值得进一步

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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