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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髋关节假体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研究

管晓东1 ，郭毅伟1 ，徐开怀1 ，吴 琪2 ，庞 浜1 ，席文明1*

( 1． 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二医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针对人体的髋关节具有个性化特征以及传统假体与股骨匹配后力传递不稳定等问题，对人体髋关节假体数字化设计、有限元

力传递分析、基于机器人磨削的数字化加工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在设计、仿真和加工过程中将髋关节假体模型统一的方法，实现了

定制式假体数字化设计、有限元力传递的分析和机器人磨削加工的一体化，初步建立了髋关节假体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产品生命

周期的服务模型，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在髋关节假体等骨科植入物中的应用建立了基础。实验结果表明: 采用机器人数字化

磨削加工定制式假体，保持机器人软件空间与实际工作空间一致，可以有效提高假体的制造精度，实现假体与股骨髓腔的最优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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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customized hip prosthesis

GUAN Xiao-dong1，GUO Yi-wei1，XU Kai-huai1，WU Qi2，PANG Bang1，XI Wen-ming1

( 1． School of Physics and Mechanical and Engineering，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The 82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Huai'an 223001，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ersonal design of human hip joint and the stable force transmission after the matching of traditional prosthesis and
femur，digital design of the human hip prosthesi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force transfer and digital processing based on robot grinding were
studied． The method of unifying hip prosthesis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simulation and processing was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
tion of digital design of customized prosthesis，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force transfer and robotic grinding processing and both digit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hip prosthesis and service model of product life cycle were preliminary establishe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orthopaedic Implants，such as hip pros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stomized prosthesis
produced by robotic digital grinding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and achieve the optimal matching of prosthesis and
femoral medullary cavity by keeping the robot software spac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working space．
Key words: customization; hip joint prosthesis; digit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 robot grinding

0 引 言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提供产品的

定制化［1］。它倡导产品使用者直接参与产品的设计，

满足使用者特殊的功能需求。人体的髋关节具有个性

化特征，髋关节假体的置换需要根据人体髋关节解剖

结构进行设计与制造，才能最大限度恢复髋关节的生

物力学功能［2］。现有国内的髋关节假体设计采用西

方人口的解剖数据，依据股骨髓腔近端开口的几何形

态，分等级设计髋关节假体，无法获得最优的手术置换

效果。在股骨髓腔轴线方向，其髓腔断面不仅具有扭

转的几何形态以及形状的变化，而且髓腔轴线与股骨



颈开口形成偏离［3-5］，只考虑股骨髓腔的近端几何形态

的直柄假体，降低了假体与髓腔的匹配度，易造成假体

无菌松动［6］。
在髋关节假体设计时，只有充分考虑股骨髓腔轴

向的扭转结构以及弯曲形状，才能获得假体与髓腔的

最优匹配，提高假体传递力的能力，避免假体在髓腔中

的无菌松动［7-10］。然而，高匹配度导致假体上的力向

股骨近端传递困难，带来股骨近端的应力遮蔽而形成

骨溶解［11］。所以，在手术前，利用有限元仿真假体上

的力传递，是避免应力遮蔽的有效手段。将有限元分

析结果应用于实际手术，需要建立有限元仿真模型与

手术时模型的一致性，而定制式假体的设计模型来源

于三维重建的股骨髓腔，满足模型一致性的要求。
本研究对定制式髋关节假体数字化设计、有限元

力传递分析、基于机器人磨削的数字化加工、术后假体

上加载力的控制进行研究，初步建立定制式髋关节假

体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的模型，借助该模型，希望发展具

有自身特点的骨科植入物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方法。

1 定制髋关节假体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1． 1 髋关节假体的数字化设计

传统的髋关节假体设计是利用人体股骨近端髓腔

开口几何形态的统计数据，按等级设计髋关节假体。
在手术时，利用拍摄的病人股骨 X 射线图片，选择置

换的假体。选择的假体尺寸要大于髓腔的尺寸，然后

通过扩髓的方法达到假体与扩髓后的髓腔匹配。由于

医生扩髓与选择假体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假体置换方

法无法获得假体与髓腔的良好匹配。
定制式假体直接利用病人股骨的 CT 扫描图片进

行设计。首先，本研究利用 MIMICS 软件( Materialise
Company，Austria) 进行病人股骨 CT 图片的三维重建，

得到股骨的三维模型。然后，建立一个股骨三维模型

的副 本，并 对 该 副 本 的 髓 腔 进 行 填 充。最 后，利 用

MIMICS 软件对股骨三维模型和三维模型的副本进行

布尔运算，获得股骨的髓腔模型，如图 1 ( a) 所示。该

髓腔模型不能直接应用于假体柄的设计，需要多次在

股骨三维模型的髓腔中插拔该髓腔模型，通过修正髓

腔模型，消除其与股骨髓腔的干涉，如图 1 ( b) 所示。
定制式假体的近端模型来源于标准假体模型( 张家港

市欣荣博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8 号标准直柄假

体) ，本研究将截取的近端模型与髓腔模型拼接并进

行平滑处理，得到定制式假体的初步模型，将设计的定

制假体虚拟安装到股骨模型中，调整假体的颈干角与

股骨颈干角一致，假体的髋臼中心处于股骨头中心，如

图1( c) 所示。设计完成的定制式假体如图 1 ( d ) 所

示，该设计模型在有限元仿真时，根据假体与髓腔的匹

配形式以及假体力传递分析，进行进一步形状调整。
假体设计时的数字化模型建立了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的统一模型，为后期的有限元仿真、加工毛坯选择、
机器人磨削前的轨迹生成以及康复时假体上的力控制

建立了基础。

图 1 定制式髋关节假体设计过程

1． 2 髋关节假体的力传递分析

髋关节假体有限元分析的目的是控制假体传递给

股骨的力。在初期稳定阶段，生物型假体的近端需要

形成骨整合，才能达到假体在髓腔中固定的稳定性。
而假体近端形成骨整合的条件是假体上的力能够传递

到股骨近端，并且该力传递产生的微动小于极限值。
假体与髓腔的高匹配度有利于提高假体的长期稳

定性，但假体上加载的力向股骨近端传递困难，假体近

端易于形成应力遮蔽，不仅影响假体近端的骨整合，而

且带来股骨近端的骨溶解。而假体与髓腔的匹配度

低，假体上的力易于向股骨近端传递，避免假体近端的

应力遮蔽，但易于造成假体的下沉而失去稳定性。有

限元仿真的目的是在获得高匹配度的同时，避免假体

近端的应力遮蔽。其方法是依据病人体重获得加载在

假体上的力，通过调整假体的形状，形成假体与髓腔的

不同匹配形式和匹配度，确保假体上加载的力能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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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到股骨近端，避免假体近端的应力遮蔽。
MIMICS 软件重建的髓腔模型不是实体模型，无法

在有限元仿真时进行网格划分，需要将设计的假体模型

以及三维重建的股骨模型导入 Pro-E 软件( Parametric
Technology Company，USA) ，进行实体化处理，然后再导

入 ANAYS 软件( Ansys Company，USA) 进行网格划分。

图 2 不同匹配形式下股骨的力分布

在图 2 ( a) 中，假体与髓腔采用近端匹配形式，假

体上加载的力为 800 N，在匹配区上，股骨上的应变分

布由上到下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直至匹配区结束，远

端非匹配区维持稳定水平，假体传递给股骨的力已经

超过股骨的顶端。图 2( b) 是全长匹配形式，假体上加

载的力为 800 N，股骨上应变的分布在匹配区上由上

到下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直至匹配区结束，在远端的

非匹配区维持稳定水平。将应变沿股骨轴线上的分布

绘制成柱状图进行更精确的分析可得: 在股骨上部匹

配区，应变值随着匹配区域向上移动而逐渐减小，假体

传递给股骨的力没有到达股骨的顶端。图 2 ( c) 是远

近端匹配形式，假体上加载的力为 800 N，股骨近端匹

配区的应变分布呈现由上到下逐渐增大的趋势直至中

部非匹配区，在中部非匹配区，应变的变化维持不变，

到远端匹配区，应变再继续增大直至匹配区结束。与

全长匹配的假体相比，加载同样的载荷后，最大应变量

值变小了，若要使最大应变值与全长匹配一致，则需要

施加更大的载荷，由此可认为与全长匹配相比，股骨与

假体采用远近端匹配方式能承受更大的载荷。由于非

匹配区的长度和位置设置的不够合理，假体传递给股

骨的力已经超过股骨的顶端。通过合理设置非匹配区

的长度和位置，可以控制假体上的力向股骨近端传递。

1． 3 髋关节假体的机器人磨削加工

现有标准假体采用锻造后手工磨削的方法制造，

定制式假体采用四轴加工中心铣削后手工磨削的方法

制造。本研究采用机器人磨削的方法直接加工定制式

假体。与加工中心加工相比，机器人磨削效率高、成本

低。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直接利用机器人磨削技术，将

设计的柄体形状磨削复制到锻造假体的毛坯上。
定制式髋关节假体数字化制造的关键是依据假体

设计模型，自动产生机器人的磨削轨迹。首先，笔者将

设计的假体实体模型导入到通用 CAM 软件中( Art-
CAM，Delcam，ENGLANG) ，产生磨削刀轨迹，然后将 3
个相邻刀轨迹点组成一个面片，求取该面片的法矢量，

该法矢量为一个刀轨迹点的姿态，组合刀轨迹点的位

置和姿态，通过后处理将组合的刀轨迹点转换到机器

人空间，形成机器人的磨削轨迹，机器人的磨削轨迹如

图3( a) 所示，图中只显示了部分轨迹点［12］。机器人磨

削装备如图 3( b) 所示，该装备由磨削机床和机器人组

成，磨削机床为自行设计，机器人为 ABB 公司( ABB
Company，Sweden) 的 4 400 工业机器人，抓取重量为

60 kg，精度为 125 μm。磨削机床由电机驱动轮、张紧

轮、调偏轮和磨削轮组成，砂带张紧在各个轮子之间，

由电机驱动轮驱动，砂带表面粘有砂粒，可以对假体

进行高效切削，缩短加工时间。由于铜合金与钛合

金模量相近，假体采用铜棒加工而成。铜棒安装在

机器人的末端，由机器人控制在磨削机床的砂带上

进行加工。

图 3 加工轨迹生成与仿真以及机器人磨削装备

在机器人磨削假体前，需要标定机器人磨削装备 中各个单元之间的位置和姿态，然后利用标定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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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软件中的对应各个单元之间的位置和姿态，使得

软件空间中的各个单元之间的位置和姿态与实际装备

中的各个单元之间的位置和姿态一致，这样，当软件中

产生的机器人磨削轨迹映射到实际机器人系统时，可

以减小因软件空间和实际空间中的单元之间位置、姿
态不一致而形成的误差。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定制式假体数字化设计与有限元仿真实验

实验中的标本股骨来源于南京医科大学，标本股

骨的 CT 扫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二医院进行，螺

旋 CT 机的型号为 Philips Gemini，扫描间隔为0． 9 mm，

分辨率为 512 × 512。本研究将扫描的 CT 图片导入

Mimics 软件，选取 － 726 ～ 2 800 阈值进行三维重建，

获得股骨的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定制式假体，

最终的假体模型如图 1( d) 所示。
有限元仿真时，假体的模量设置为 110 GPa，股骨

模型模量设置为 20 GPa，采用远近端匹配，如图 2 ( c)

所示，当假体上加载的力为 700 N 时，假体上加载的传

递到股骨近端。

2． 2 机器人磨削假体实验

本研究利用机器人磨削技术加工的定制式假体如
图4( a) 所示，磨削完成后的假体与标本股骨匹配的实
物和 X 射线图如图 4( b) 、4 ( c) 所示。从图 4 ( c) 可以
看出，假体与股骨髓腔具有好的匹配度，通过在 X 射
线图像上的测量，除假体近端和柄体交界处的匹配间
隙大于 1 mm 外( 1． 3 mm) ，其余部分的匹配间隙均小
于 1 mm。大于 1 mm 间隙的原因是假体近端与柄体
组合时，在设计软件中对组合界面进行了平滑处理，使
得柄体的形状有所改变。

图 4 加工完成后的定制假体及其与股骨的匹配

假体加工完成后，利用探针台沿柄体长度方向测
量四个断面，每个断面上测量 72 个点。加工的柄体断
面轮廓和模型轮廓间之间的误差如表 1 所示。

表 1 柄体断面轮廓与模型轮廓之间的误差

平均误差 /mm 最大误差 /mm 方差

第一断面 0． 014 8 0． 275 6 0． 019 9
第二断面 － 0． 028 1 0． 385 9 0． 021 2
第三断面 0． 061 9 0． 553 5 0． 010 2
第四断面 0． 241 3 0． 847 1 0． 061 6

从表 1 可以看出，机器人磨削的第一断面、第二断

面、第 三 断 面 以 及 第 四 断 面 的 最 大 误 差 分 别 为

0． 275 6 mm、0． 385 9 mm、0． 553 5 mm 和 0． 847 1 mm。
从柄体远端到柄体近端，随着柄体断面周长的增加，其

机器人加工误差也增加。这是因为，在机器人加工轨

迹产生时，无论在柄体任何位置的断面周长上，机器人

的加工轨迹点相同。这样，随着断面周长的增加，其同

一断面圆周上相邻机器人的加工轨迹点之间的距离增

加，导致机器人加工时的精度下降。提高机器人加工

精度的方法是沿柄体断面的周长上，产生更密集的机

器人加工轨迹点。

3 结束语

定制式髋关节假体适应人体股骨个性化的解剖结

构，改善了置换效果。定制式髋关节假体数字化设计

与制造技术利用强大的计算机和软件功能，结合 CT
扫描技术，在虚拟系统中可以快速完成定制式假体设

计、力传递仿真以及制造时的加工轨迹生成，有效缩短

假体制造周期，降低手术花费。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

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定制化，它能够借助于先进的数

字化技术，将定制化产品的价格和制造周期降低到与

大批量产品生产一致。
当前，采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生产定制式髋

关节假体的技术已经具备，未来将定制式假体数字化

设计与制造推向应用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传统假体制

造、使用中形成的诸多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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