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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的應用 

 

身障重建中心 3D 列印 黃瓅瑩物理治療師 

王世仁研究員 

 

2012 年《Nature》以「三度空間的科學：列印的革命」為題，報導瑞士 Zurich

大學 Zillikofer 教授的實驗室，從 20 年前開始發展 3D 列印到今天的榮景。3D

列印的技術產生了顛覆世代的產品製作方式，其材料接合的製程係採用層層堆

積的方式來產出立體的成品，3D 列印的材料可能是線材、液體、粉末的型式，

其成型方式也不一樣，其中線材大都採用熔融沉積(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的方式；液態可能是利用光照來固化(stereolithography，簡稱 SLA)；而粉

末則是用雷射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簡稱 SLS)或黏著劑成型等。 

近年來，隨著 3D 技術的蓬勃發展與相關專利的到期，3D 列印機也隨之

普及，而其應用範圍從原本的工業用途，也逐漸拓展至生活的用途，甚至是醫

療相關之設計與製造。3D 列印目前在醫療的應用大致有解剖模型、手術導版、

客製化植入物、義肢 1、輔具 2等，科別則有骨科、整外、牙科、心臟血管、泌

尿和手外科 3 等。除了客製化的特色之外，3D 列印也能當成新式設計的原型

(prototype)，在某方面可以取代過去需來回耗費時間與金錢的開模過程，也就是，

3D 列印其實是一個可以很快地將想法實體化的工具。 

本院在陳威明副院長的帶領下，在東院區身障重建中心一樓，成立了本

院的3D 列印技術發展暨資源整合中心，提供全院性的3D列印相關研究與發展。

這幾年來在長官的支持與許多部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產出了許多合作之案例，

像是護理部導尿模型、外科部一般外科的經口內視鏡甲狀腺切除手術安全裝置、

骨科部與整形外科的肱骨巨大骨缺損惡性骨腫瘤的術後輔具、整形外科巨大骨

瘤(osteoma)手術導板，以及配合防疫安裝在病房大門的手肘門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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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具 

臨床對於長期需要導尿的患者，為了降低尿道感染風險，護理人員常於

臨床教導具有自理能力的病患或家屬執行導尿技術。過去護理人員學習導尿技

術時，通常會透過專人解說、VCR 影片及假人模型來實際練習，然而原本訓練

用之假人模型體積龐大、搬運不便，此種方式不利於臨床頻繁的衛教病人或家

屬使用。於是本 3D 列印中心與神經修復科護理長合作研發協助教學的陰部模

型，此模型長寬皆不超過一個手掌，相較於護理教學用之全身與半身人體模型，

具更為輕巧與便於攜帶的優點。因此，患者及家屬在病床邊就可以透過護理人

員配合導尿模型仔細講解、提供給患者練習直接操作。相信這種方式更能夠提

升其自我照護的能力。 

2. 手術安全裝置 

傳統甲狀腺手術經由頸部切口進行，無法避免地會在脖子上留下長達約

7 公分的手術疤痕。隨著醫療技術進步，除了考量成功率與安全外，術式朝美觀

方向發展，例如經由腋下或乳暈等隱藏方式，近年來則有經口內視鏡甲狀腺切

除手術的發展，然而，經口內視鏡手術過程中，內視鏡器械有可能會造成骸神

經的壓迫或損傷，透過 3D 列印技術製作客製化手術安全指示裝置，在導板上指

示出頦神經孔，即可於術中以避免傷及神經。此研發為外科部陳瑞裕醫師、兒

童外科葉奕廷醫師與北榮 3D 列印中心合作，成果除了發表於期刊上 4，並取得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新型專利權，陳瑞裕與葉奕廷醫師也榮獲本院 2020 年度醫

師創新獎的第三名。 

3. 術後輔具 

個案為骨肉瘤個案，術後裝有人工關節，後因感染而取出，整個肱骨有

相當大的空隙而呈現不穩定，個案原有的石膏固定但是保護效果不彰，所以個

案右手需要一直撐著左手。有鑑於此，我們為個案打造了客製化 3D 列印輔具。

由於個案有傷口，我們採用不需接觸人體的體表掃描器掃描個案左上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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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與設計，待列印完成、個案試戴後，根據個案口頭回饋再進行修正，並以

黏扣帶給予固定。此一輔具較個案原本使用之輔具，不但能提供良好的支撐、

幫助傷口癒合，且固定保護範圍更大更佳，同時因為提升懸吊效果不需額外使

用三角巾協助固定，此外，個案可自行穿脫，而右手終於可以空出來做事情，

個案於出院回診時給予高度肯定的評價，此研發成果也有論文發表在 SCI期刊。 

4. 手術導板 

患者頭骨表面有一直徑約 7cm 骨瘤，考量欲安全切除骨瘤與保留顱骨外

觀，整形外科王天祥醫師與 3D 列印中心合作設計一 3D 列印導板，原理為將此

導板覆蓋於腫瘤上，其頂面之曲度與原頭骨相同，並在頂部設若干導引孔，使

電鑽鑽孔方向平行於頂面與原頭骨表面之垂直方向，透過導板來使得鑽孔深度

只有鑽到原頭骨表面。因此，醫師在執行手術時，配合此導板使用電鑽，會在

骨瘤上打出許多深度恰好至原頭骨表面的孔，再層層切削，若切削過程中孔洞

消失，則代表已至原頭骨表面，也就是透過這些鑽孔在維持原本頭骨的外型下

來切除此巨大骨瘤，而此手術成功的過程也發表於中華醫誌 5。 

5. 防疫門把 

2020 年初，新冠病毒造成全球的大流行，本院的病房也配合管制，而關

閉各病房的大門，從而走出病房時，就必須用手去拉門，雖然病房門口都配合

有消毒用酒精，但是醫院長官們還是體恤醫護同仁們的辛勞，尤其更希望有進

一步的防疫措施，來減少手去接觸門把的機率！當然裝設電動門是一勞永逸的

作法，但是需要有時間規劃和配合的施工，退而求其次就是安裝手肘開門用手

把，經過統計中正樓有 40 間病房，但其中有 4 間病房是從不同方向開啟，曾經

想找廠商用射出成形來開模製作，但是因為所需數量不足以大量生產，而且開

模所費不貲，於是轉而在 3D 列印中心設計與印製門把，由於成本考量只能選擇

以 FMD 的 PLA 材質來印製，由於 PLA 材質的耐用性，所以偶而會有門把斷裂

的問題，還請各位長官與同仁們見諒。再則，在感染科林邑聰老師與莊茜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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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做感染管控的研究，本院的防疫手把也有文章也登在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而 3D 列印的應用除了上述的教具、手術輔具、術後輔具、手術導板等，

3D 列印製作的便利性，甚至也有各種廣泛的運用，以下就是我們最近完成的簡

單案例。 

1. 整形外科慢性傷口照護中心的燈具外支撐  

整形外科慢性傷口照護中心有個照明用的落地燈，其支架處由軟硬管組成，

其軟管功能為可彎折，可調整至想要的角度，然而當軟管使用次數超過負荷，其

軟硬管銜接處呈現崩壞現象，使得燈具無法乖歸聽話固定所需的位置與角度。面

對這個問題，本中心就設計了一個外支撐(如圖一)，透過 3D 列印機來製作出外

支撐，使得原本的支撐軟管不會再不自主地晃動，讓原本可能無法固定位置與角

度的燈架，能夠繼續使用和發揮其功能(如圖二)。 

   

 

圖一：設計之 CAD 模型                     圖二：完成實景照。 

 

2. 復健用傾斜床(tilting table)之防撞 

    傾斜床為復健科常用之器具，使用對象常為無法自主承重、又需要承重之個

案，因為考量不同腳長的個案和搬運者的人因工程因素，此床係設計上下高度可

以調整；而為了讓個案從平躺到站立，此床斜度可以漸進式調整；旁邊尚可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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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式扶手。然則，也是因易於調整的特色，臨床人員在操作時，腳常會不小心

撞到傾斜床下的鐵造構造，常導致瘀青或疼痛等傷害，有鑑於此，我們設計一 3D

列印緩衝墊(如圖三)，此緩衝墊不需要額外的鑽孔或綁帶固定，可直接套住使用，

達到緩衝之效果，可使得工作人員在不小心碰撞時，減少受傷的風險性。 

 

 

 

 

 

 

 

 

 

 

 

圖三：傾斜床防撞緩衝墊 

 

 

 結語： 

綜上所述，3D 列印技術的普及可廣泛加以應用，如本文所述的護理部導尿

模型、外科部一般外科的經口內視鏡甲狀腺切除手術安全裝置、骨科部與整形外

科的肱骨巨大骨缺損惡性骨腫瘤的術後輔具、整形外科巨大骨瘤(osteoma)手術導

板，以及配合防疫安裝在病房大門的手肘門把等。尤其，透過 3D 列印技術可很

快的把想法或概念加以實體化，而能夠做具體的呈現，進而達成良好的溝通。此

外，3D 列印運用於醫療輔具與生活輔具，能輕鬆解決相關的問題，其中對於複

雜手術或創新術式之開發，透過 3D 列印技術的協助，更是其優勢之一。期待各

單位有興趣的長官與同仁與我們 3D 中心共同合作，持續各種腦力激盪的開發，

造福更多的病友們。本院 3D 中心位於東院區身障中心一樓，院內分機 7534 轉

369，非常歡迎長官與同仁們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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