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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多孔生物陶瓷浆料制备工艺对成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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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可控多孔生物陶瓷制备技术中
,

装料制备工艺时成品有着重要的影响
。

为了得到这具体影响
,

特对它研究和探讨
。

研究结

果表明
,

有机泡沫微球是否预处理
,

加料顺序
,

装料的流动性时成品有着重要的影响
。

关键词 : 可控多孔生物陶瓷制备技术 ; 多孔生物陶瓷 ; 桨料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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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文可控多孔生物陶瓷的制备技术
,

是指把有机泡沫微球

作为成孔剂和热压铸成型技术结合起来
,

用来制备多孔生物陶

瓷的技术l‘引
。

由于木文所述浆料是由有机泡沫微球
、

生物陶瓷

骨料以及石蜡混合而成
,

具有与一般浆料不同组成和性质
,

目

前关于该类浆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在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

浆

料的性能是可控多孔生物陶瓷制备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
,

不仅

对后续成型工艺和烧结工艺有着重要影响
,

而且对最终制品有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

木文通过浆料制备工艺对成品的影响研

究
,

获得浆料制备的最佳工艺条件
。

材料和方法11司

J月.�

1
.

1 试剂与仪器

有机泡沫微球
、

石蜡和表面处理剂
、

日
一

TCP 粉体
、

生物玻

璃粉体
,

渗透率测定仪
.

热压注成型机
.

模具
。

1
.

2 实验方法

根据不同的工艺过程
,

取一定的质量比的经表面处理过的

有机泡沫微球和生物陶瓷和生物玻璃粉体 (质址比约为 0
.

! ~

0. 5 :
1) 与 40 % ~ 60 % 的石蜡熔液(质量百分比 )于 50 ℃ ~ 90 ℃

处混合均匀
.

制成浆料
,

热压铸成型
、

脱蜡和烧结制得不同成
口
n 1 1 0

主要实验方法工艺如下图 l 所示
:

用猫度计测定浆料的流动性
.

用 A ST M 测试产品强度
,

用

S EM 和三维显微镜观察孔道连接处和表面形貌
,

用 X R D 测定

组成
,

根据 G B厅 1964 一 196 7
一

1996 和 G Bfr l96 9一 19 70
一

1996
,

测

址显气孔率
、

容重
,

用根据 G B1 968 一80 标准自制的水渗透率

测定仪测定水渗透率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浆料制备时加料顺序对成品的影响

2
.

1
.

1 有机泡沫微球和 队 磷酸三钙和生物玻璃粉体混合均匀

后加人到石蜡熔液中

实验结果
:
该加料顺序所制得的成品与目标成品不一致

,

可以说是相反的
,

即所得到的不是球孔
.

而是好像是由球堆积

形成的材料
,

其孔结构就是球与球堆积形成的孔隙
。

该种成品

机械强度很差
,

这是因为球与球之间的连接结构薄弱所致
: .

结果分析
:
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因是开始有机泡沫微球中的

孔道未被石蜡熔液充填
,

当有机泡沫微球和 日
一

磷酸三钙和生

物玻璃粉体混合均匀后加人到石蜡熔液中混合时
,

石蜡熔液浸

润到有机泡沫微球的孔内
,

部分 日
一

磷酸三钙和生物玻璃粉体

混合物也随着进人有机泡沫微球的孔内
.

另一大部分被吸附或

嵌在有机泡沫微球表面
,

故制成坯体烧成后变成似球与球堆积

而成的固体
。

2
.

!
.

2 石蜡熔液加人到混合均匀后的有机泡沫微球和 日
·

磷酸

三钙和生物玻璃粉体中

实验结果
:

该加料顺序所制得的成品与 2
.

】
.

1 所述情况类

似
,

成品也似球与球堆积而成的固体
,

孔结构是球与球堆积形

成的孔隙
.

机械强度很差
。

结果分析
:
混合开始有机泡沫微球中的孔道未被石蜡熔液

充填
,

当有机泡沫微球和 卜 磷酸三钙和生物玻璃粉体混合均

匀时就有部分骨料粉体进人到有机泡沫微球中
,

并且骨料粉体

混合均匀后加人石蜡熔液混合时
,

随着石蜡熔液浸润到有机泡

沫微球孔内过程中
,

部分 日
·

磷酸二钙和生物玻璃粉体混合物

也随着进人有机泡沫微球的孔内
,

大部分 卜 磷酸二钙和生物

玻璃粉体被吸附或嵌在有机泡沫微球表面
,

故制成坯体烧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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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
.

1
.

1 所述情况类似变成似球与球堆积而成的固体
。

2
.

1
.

3 有机泡沫微球用石蜡熔液充分浸泡后再加人混合均匀后

的和 卜 磷酸三钙和生物玻璃粉体

实验结果
:

由该种加料顺序所制得的成品与目标成品一

致
,

其宏孔结构就是有机泡沫微球烧失后形成的孔
,

有机泡沫

微球之间接触部分烧失后形成孔道
,

具有很高的显气孔率
、

水

渗透率和较强的机械强度
。

结果分析
:

这是因为经过充分浸泡后
,

有机泡沫微球的孔

内充满了石蜡熔液
、

再加人混合均匀后的 卜 磷酸三钙和生物

玻璃粉体时基木上就没有粉体进人到有机泡沫微球的孔内
,

也

只有少部分粉体吸附在有机泡沫微球表面上
.

因而制得的成品

与口标一致
。

另外
,

由于经过充分浸泡后
,

有机泡沫微球的密度

较大程度的提高
,

所以形成的浆料不易分层
,

即有机泡沫微球

不容易上浮
,

从而浆料的稳定性有所提高
,

这保证了成型时坯

体的均匀性
.

产品孔结构的均匀性和产品的较高强度
。

2
.

2 浆料流动性和稳定性对成品的影响

实验结果
:

浆料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越好
,

制得成品的孔结

构越均匀
.

强度越高
,

产品越稳定可靠
。

结果分析
:

浆料的流动性越好
,

在搅拌时不易包裹气泡
,

同

时也利于里面的气体排出
,

成坯时充模性越好
,

浆料的稳定性

越好
,

浆料越均匀
,

这样制得的成品孔结构越均匀
,

强度越高
,

产品越稳定可靠
。

2. 3 有机泡沫微球是否处理对成品影响

实验结果
:

若有机泡沫微球未先用石蜡熔液预处理
.

浆料

的性能
、

流动性和稳定性均不理想
,

烧结过程中坯体开裂
,

多孔

生物陶瓷的强度明显降低
.

多孔结构性能变差
。

若有机泡沫微

球先用石蜡熔液预处理
,

浆料的性能
、

流动性和稳定性均有改

善
,

所得成品质量可靠
,

性能稳定
。

结果分析 : 如果有机泡沫微球不先用石蜡熔液浸润充分
,

一

方面严重影响浆料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

另一方面在热压铸成型

时
,

就会出现有机泡沫微球堆积的间隙内结构的桥部浆料分散

不均匀
。

这种情况严重时会导致烧结过程中坯体开裂
,

不仅使

多孔生物陶瓷的强度明显降低
,

而且使多孔生物陶瓷的多孔结

构性能变差
。

因此
,

需要通过用石蜡熔液充分浸泡有机泡沫微

球使它们之间的充分浸润来解决此问题
。

实验结果表明
,

有机

泡沫微球用石蜡熔液充分浸泡后
,

浆料的性能
、

流动性和稳定

性均有改善
,

所得成品性能稳定
,

质量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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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实验方法工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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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浆料的制备工艺影响陶瓷孔成品的关键因素
,

研究结果表

明
:

有机泡沫微球是否预处理
,

加料顺序
,

浆料的流动性对成品

有着重要的影响 ; 浆料的较佳工艺条件为
:

有机泡沫微球必须

经过预先处理
,

有机泡沫微球与石蜡熔液充分混合均匀再加入

骨料 ; 加上少量油酸来改善浆料的流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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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 07 年《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原(中国临床康复))杂志

木刊 2 00 7 年更名
,

但仍是美国《化学文摘》(CA )
、

荷兰《医学文摘库 / 医学文摘》(E M )
、

俄罗斯《文摘杂志》( p : )
、

波兰《哥伯

尼索引》(IC )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中国中文(l洁床医学类)核心期刊
、

《中国高影响力医学期刊论文计量报告》(第 1 版 )收录

期刊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等收录期刊
。

更名是为了更快的实现国际化的目标
。

木刊 2 005 年所发表的文章
,

被美国《化学文摘》单篇收录率 > 50 %
。

因此
,

作者在木刊发稿可有较大机会实现单篇文章被国际

数据库收录的愿望
,

不仅体现了该篇稿件的学术价值
,

同时在作者晋升
、

评聘
、

课题评奖中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

20 07 年木刊对发稿重点提出新的要求
:

为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
,

¹ 在生物材料研究方面重点突出 :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
、

组织工程

材料学特征及人工器宫和医学植人体的材料学与人体生物相容性等问题
。

º 在组织构建研究方面重点突出 :各组织器官构建
、

组

织工程生物活性因子
、

组织工程分子生物学
、

组织工程实验技术方法等
。

» 在种子细胞研究方面重点突出 :干细胞生物学特征
、

干

细胞移植
、

干细胞因子
、

干细胞实验技术方法
、

干细胞临床应用相关基础实验
。

¼在器官移植研究方面重点突出 :大器官移植
、

组

织移植
、

细胞移植
,

并关注异种异体移植及医学植人体植人
、

人工器官植人的研究进展
。

½ 在康复工程研究方面重点突出 :康复工

程理论
、

康复工程临床应用
、

生物医学工程学
、

生物医学电子学
、

生物医学光子学
、

生物医学成像及图像处理
、

计算机及脑的生物

信息处理及组织器官生物力学及三维有限元分析
。

¾在临床康复研究方面重点突出 :康复预防
、

康复技术
、

心理康复
、

运动医学
、

康复评估
、

康复理论
。

欢迎上述研究的英文稿件和应用中医药方法研究的相关稿件投稿
。

木刊出版周期
:
一般稿件修回后 6 个月出版

, ”

绿色特快通道
”

承诺修回稿件3个月内出版
。

通联方式
:

咨询电邮 CR TE R-- szb 200 @ 16 3
.

e o m

话 024
·23389 106 0 24·23384352

真 024
一

2338 10 8 5

电传

投稿电邮 k几33850 83@ s in a e o m
, k伦28 38 105@ sin a

.

e o m
。

国内订阅邮发代号
: 8·5 84 ;木社订阅
:
辽宁省沈阳 120 0 邮政信箱 邮编

: 11000 4 ; 一2 元 z册
。

更多信息详见 w w w
.

z g 一e k f e o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