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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術前計劃及臨床培訓 東區醫院研發 3D 打印人體觸感模型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東區醫院）多年來致力透過創新科技，提升臨床治療質素及培訓

醫護人員。自 1999 年起，醫院團隊已經開始採用 3D 打印技術設計及製作臨床培訓用的模

型。隨著技術愈催成熟，團隊於 2019 年成功研發手感像真度高的「超聲波可見的人體觸感

模型」，為院內多個臨床專科製作訓練用的模型，去年十一月更為新技術取得專利。 撰文：

醫院管理局 
 
負責研發新技術的東區醫院醫學物理部物理學家唐嘉信博士表示，用於製作「超聲波可見的

人體觸感模型」的數據，是源自於相關病例的真實電腦掃描、磁力共振和正電子電腦掃描結

果，配合測量動物組織數據整合而成。團隊利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相關人體部位的觸覺反饋，

製作出表面手感貼合人體觸感的物料，並利用 3D 打印技術製作模型。這種物料在使用針筒

或其他儀器進行穿刺訓練時都仿真度高，醫護人員進行培訓時亦可以透過超聲波掃描觀察模

型內部狀況。 
 
模型物料可自然癒合 醫護模擬訓練機會增 
 
「為提升臨床模擬訓練的像真度，醫生們不單單希望訓練模型在外觀上貼近人體。」唐博士

續說：「早在 2017 年，醫生們希望能夠透過超聲波掃描觀察模型內部， 確保穿刺的準確

度。後來，其他專科醫生進一步希望製作出能夠提供皮膚、肌肉和血管感覺的訓練模型，因

此我們研發出觸覺反饋功能。」 
 
現時，團隊已經為神經外科、外科、內科及深切治療部等多個專科部門製作所需的訓練模

型，包括頸部血管插管模型、機械人腎部分切除術模型、腦動脈瘤模型等。在新冠疫情期

間，團隊亦因應臨床部門需要，特意為胸腔穿刺術訓練製作胸腔模型。 
 
每個模型可協助醫護人員進行上百次模擬訓練，即使進行多次穿刺練習，物料亦可自然癒

合。東區醫院神經外科副顧問醫生孔祥裕分享說：「這有助提升醫護人員對於醫療程序的熟

練度，從而提升病人安全和治療體驗。尤其是年輕醫生在學習過程中，資深醫生的教導和累

積實戰經驗均十分重要，貼合人體觸感的訓練模型正可為年輕醫生提供更多模擬練習機

會。」 
 
應用精細模型 提升複雜手術成效 
 
在計劃及進行複雜手術上應用 3D 打印人體觸感模型有不少好處。例如在進行神經外科的腦

動脈瘤手術前，醫療團隊可利用 3D 打印技術呈現病人相關身體部位實況，更清晰、準確地

預先規劃手術路徑，可減低病人出現併發症的風險。 



 
另一實例可見於醫生為缺失頭骨的病人進行「顱骨成形術」，以骨水泥為製作的頭顱骨。孔

醫生說，以往醫生一般會在手術期間人手製作水泥骨瓣，以填補病人頭顱骨空缺。現在透過

3D 打印技術印製負模，並於手術期間注入骨水泥，便可製作出更加精確、細緻、外觀效果

更好的無菌骨瓣。 
 
現階段，「超聲波可見的人體觸感模型」可用於不同專科的成人患者模擬培訓中。研發團隊

冀繼續完善有關技術，未來製作出貼合兒童患者的模型。醫院亦將繼續利用 3D 打印等創新

科技，持續優化臨床培訓和治療服務。 
 
#### 
 
■「超聲波可見的人體觸感模型」可讓醫護人員於培訓時透過超聲波掃描看到模型內部，觀

察穿刺訓練的準確度。 
 
■東區醫院神經外科副顧問醫生孔祥裕（左）及醫學物理部物理學家唐嘉信博士（右）期望

繼續透過 3D 打印等創新科技，持續優化臨床培訓和治療服務。 
 

（承蒙 成報准予轉載，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