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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影像分别建立四个 sm m x sm m x sm m 的骨块模型
。

调整骨块的位置使骨块至少有一个平面

垂直于骨小梁的走向
。

在骨材料弹性模量的最大与最小值之间以 5 % 递增的区间长度将骨材料分为

1 74 份作为小梁骨的材料属性
。

在有限元分析软件 A BAO U S 中对骨块的三个正交表面分别施加 5 %

的压缩应变
,

对侧表面完全约束
,

进行有限元分析
。

计算出小梁骨块在不同方向上的表观弹性模量
,

和各工况的平均应力
。

结果显示
:
靠近股骨颈区域与靠近髓臼区域的骨块沿骨小梁走向的弹性模量

远大于沿非骨小梁走向的弹性模量 ;中间区域骨块沿骨小梁走向的弹性模量略大于沿非骨小梁走向

的弹性模量
。

骨块的平均应力显示
,

各个区域的骨块沿骨小梁走向的平均应力非常接近
,

范围为 6 一

1 0 M P a ;而沿非骨小梁走向的平均应力范围为 2 一 4 M尸a
。

从表观弹性模量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
,

股

骨近端松质骨结构呈现表观各向异性
,

沿骨小梁走向的弹性模量要远大于非骨小梁走向
。

平均应力

结果显示
:
在相同的变形下

,

股骨头沿骨小梁走向可以承受较大载荷
,

沿非骨小梁走向可以承受的载

荷较小
。

而骨小梁的主要生长方向是股骨颈 一骸臼方向
,

因此股骨头在垂直方向可以承担更大载荷
,

而在水平方向的载荷则容易导致骨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1 0 972 0 9 0
,

108 32 01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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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压控制下筛板变形的生物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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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是人眼致盲的主要疾病之一
。

由于青光眼发病迅速
,

发病后患者视力无法恢复等特点
,

构成了青光眼的极大危害性
。

如何早期诊断和预防青光眼显得尤为重要
,

这一直是科学界和医学

界的关注焦点之一
。

然而
,

由于眼内环境的复杂性及影响因素的多种多样
,

使得 目前对于青光眼的

早期诊断
、

预防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

眼压导致的青光眼性视神经损害是 目前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理论〔1〕
。

该理论认为眼压增高会

引起视神经乳头处筛板的变形和损伤
,

进一步导致视神经 的损害
,

最终影响到患者视力
。

其中
,

筛

板所起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

筛板是一层位于视神经乳头中心处非常薄的结构
,

周边与巩膜相

连
。

筛板如何变形
,

其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是 目前研究的焦点
。

有部分研究者对人眼
、

猴眼

的筛板变形观测后发现
,

随着眼压升高
,

筛板会后移
,

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恰恰与之相反
,

他

们认为筛板会随着眼压增高而前移
。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

有限元数值模拟也逐渐成为研究筛板变

形的重要工具之一
,

然而
,

有限元模型参数的确定尚存在很多争议
。

除此之外
,

还有学者通过计算

不同边界形式的弹性圆薄板等数学模型
,

分析了眼压
、

巩膜内张力等不同影响因素对筛板变形的影

响 [2 〕
。

然而
,

针对其本身结构而言
,

到 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将眼球壁 与筛板作为整体模型来计算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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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处变形的相关研究
。

本研究拟将筛板考虑为主要研究目标
,

筛板简化为圆薄板
,

眼球壁简化为旋转壳
,

同时不假定

其边界形式
,

而是将筛板与眼球壁直接相连
,

通过线弹性板壳力学进行求解
。

研究中分析了筛板的

结构特征和相关作用力
,

获得了筛板的形态改变形式和眼压作用下筛板的力分布
,

阐明了眼压与筛

板边界处巩膜内张力间的对应关系
,

同时研究了眼压
、

巩膜刚度
、

筛板刚度等对筛板变形的影响
,

阐

明了影响筛板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
。

通过此研究结果可 以解释眼压增高后
,

不同筛板变形形式的

争议
。

将本研究结果与临床相关实验数据相结合
,

可以预测不同个体筛板的可能变形规律
,

进一步

对临床靶眼压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对推动目前对青光眼的早期诊断
、

预防研究具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1 , 0 7 2 2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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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髓内针不同放置位置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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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粗隆间骨折在老年骸部骨折中比较常见
,

此类骨折的解剖学特点为
:
骨折线位于大小粗隆

间
,

有时小粗隆会伴有破损
。

有研究者对 3 0 0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病例进行了总结
:
粗隆间骨折伤

后三个月致死率为 1 6
.

7 %
,

大约是股骨颈骨折病人致死率的 2 倍
「’ { 。

据报道
,

保守治疗病死率达

34
.

6 %
,

内固定组病死率 1 7
.

5 % 〔“〕
。

随着手术技术
、

内固定器械的快速发展
,

手术治疗股骨粗隆

间骨折已成为首选
,

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大大降低
。

目的
: 比较股骨近端髓内钉(尸ro xi m al Fe m o ral

N ail
,

PFN )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
,

头颈拉力螺钉在股骨颈中不同置放位置的生物力学性能
。

方法

取年龄范围在 5 5 一 6 5 岁之间的 3 对成人新鲜股骨
,

使用 p hiliP B rillia n c e6 4 排螺旋 C T (C o m Pu te d

下。m o g ra Ph y) 扫描得 C丁数据后
,

造成 A O 分型 Al
.

1 型粗隆间骨折〔”]
,

并且用股骨近端髓内钉

(户FN )分别固定骨折标本
。

实验分为两组
,

中下组将两枚头颈拉力螺钉分别置于股骨颈中下 1 / 3

处
,

中上组分别将两枚头颈拉力螺钉置于中上 1 / 3 处
。

将 6 片应变片分别对称贴于小粗隆股骨断

面两侧
,

1 片应变片贴于小粗隆远端
。

在垂直于骨折断面两侧较平缓的股骨表面分别贴白色胶

布
,

并且用 Mar k 笔在胶布上分别画直线
。

万能力学试验机 以 0
.

s m m / s 为骨折模型加载
,

分别记

录骨折断端应力分布
、

骨折断端张开角
、

载荷与位移关系
。

结果
: ,

.

骨断端应力分布
:
中下组小粗

隆处应变量变化较中上组小 ; 2
.

骨折断面张开角
:
加载过程及加载后

,

中下组骨折断面张开角均小

于中上组 ; 3
.

载荷与位移关系
:
加载过程及加载后

,

中下组股骨头顶端位移较中
_

L组小 结论
:
实

验中
,

中下组的表现均好于中上组
。

说明两枚头颈拉力螺钉置入股骨颈 中下 1 / 3 处时
,

生物力学

性能更好
,

结构相对更稳定
,

受力更合理
。

在临床中
,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 自然基金资助项

目(1 1 0 7 2 0 8 7 )
,

吉林省 自然科学基金 (2 0 1 1 1 5 0 2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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