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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可吸收PLGA910聚合物,通过纺丝、针织制备可用于体内实质器官创面辅助止血、防漏保护以及缝合

增强的医用可吸收组织增强织物。设计开发了3种针织织物,具有柔软、弹性、多孔等特点,可以满足临床实质脏器创面

保护及组织增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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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及创伤手术中广泛出血与渗血是术中经常遇

到的难题,尤其是多血管的实质性脏器,如肝脏创面的

出血,常伴有因大量失血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常用的

经典止血方法如直接压迫、结扎和电灼止血等均很难

奏效,此时就需要在创面形成有效的止血界面才能取

得满意的止血效果。目前,临床外科手术中,将柔软的

医用可吸收组织增强织物应用于体内实质性脏器创面

渗血的止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1]。
外科手术中,经常需要对脆弱组织(如肝脏、肾脏、

肺等)进行人工或器械缝合[2-3],缝线及缝合钉等会对

脆弱组织造成割裂,形成二次伤害。使用柔软的可吸

收组织增强织物作为缝合增强材料,来保护脆弱组织,
是解决缝合过程中二次伤害的有效方法。

1 医用可吸收组织增强织物设计思路

1.1 可吸收纱线

聚乙交酯丙交酯共聚物(PLGA)是具有良好生物

安全性、相容性的可吸收聚合物,其作为缝合线及组织

工程材料通过了临床长期使用验证。本文选用PL-
GA910复丝作为可吸收组织增强织物纱线,根据文献

资料报道,PLGA910植入体内后,随着时间的延长逐

步降解,完全吸收时间约为50~80天,能够在体内组

织愈合过程中,提供持续的增强保护效果[4]。

1.2 织物结构及加工工艺

织物要能够和体内脏器不规则表面很好地贴附,

不损伤体内器官,易缝合,且有利于组织细胞浸润、生
长,需要具备高延伸性、柔软性、顺应性、弹性以及多孔

性。而针织工艺制品恰能满足上述要求,并且较容易

制得一维、二维和三维结构织物[5]。

2 原材料纱线性能

使用自制的PLGA910聚合物,特性黏度为1.5~
1.7dl/g。原料通过熔融纺丝,制得5.5tex/24F复丝

纱线,经过测试,纱线平均线密度为5.10tex。使用

HZ-1004B电脑伺服材料试验机测试纱线机械性能,测
试数据平均值见表1。

表1 PLGA910纱线机械性能

测试项目 平均值

断裂强度/cN·tex-1 50.9
断裂伸长率/% 22.9

3 织物设计与织造

3.1 设计构思

可吸收组织增强织物采用同一颜色的三色双面提

花织物组织编制而成,以满足高延伸性、柔软性、顺应

性、弹性以及多孔性的要求。同时为了使织物具备一

定的厚度及三维空间结构,能很好地用于缝合增强,选
用了纬编双罗纹组织结构。图1为正面双面三色提花

组织结构图。
同时,将织物的反面设计成全网格织物组织,进一

步提高织物的延伸性、柔软性、顺应性、弹性以及多孔

性,并得到更好的厚度及三维空间结构效果。图2为

反面网格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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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面双面三色提花组织

图2 反面网格组织

3.2 织物规格

根据预期用途的差异,设计了3种不同克重及厚

度的织物,纱线规格见表2。
表2 织物规格

型 号 织物1(30g) 织物2(60g) 织物3(100g)

纱线规格 5.5tex 5.5tex×2 5.5tex×4

  其中,30g织物用于创面辅助止血、防漏,60g、

100g织物用于缝合增强。

3.3 织物织造效果

可吸收组织增强织物成品图如图3所示。

图3 织物成品图

4 加工工艺

4.1 加工工艺流程

PLGA910合成 纺丝 纺纱 编织

清洗 干燥

4.2 纺丝

4.2.1 纺丝参数

使用螺杆直径Φ25mm,长径比30∶1的FET-
101纺丝机进行PLGA910纺丝,纺丝温度180~220
℃,纺丝速度150~200m/min。

4.2.2 技术要点

(1)PLGA910聚合物纺丝前,需要对水分含量进

行严格控制。经试验,聚合物水分含量不超过100
ppm时,纺丝过程连续,纤维成形好。

(2)为防止聚合物熔体离开喷丝板后吸潮降解,需
使用干燥气体保护纺丝甬道。

4.3 编织

4.3.1 工艺参数

织物1、织物2、织物3均使用三色双面提花织物

组织编织而成;机型:F20-2型号电脑横机;织物幅宽:

90cm;编织功能:翻针、吊目、挑空、明收针、暗收针及

其他规则花型设计;针床移位:移针范围5.08cm,同
时具有精确的微调功能;翻针功能:三角复合式设计,
系统皆可单独或同时翻针功能;上机密度:340mm/

min;机头速度:30行/min。

4.3.2 织机参数

产品采用先进的电脑横机技术编织完成。机号:9
G;双针床电脑横机;单机头/双系统;1个机头;幅宽:

152.4cm;编 织 速 度:20~50r/min;度 目:10~40
mm;摇床:5.08cm。

4.4 清洁

为除去织物上的纺丝油剂以及纺纱、针织过程中

沾染的杂质,编织好的织物在常温下通过纯化水、无水

乙醇各清洗2次,每次15min,然后脱除多余的洗液。

4.5 干燥

清洁后的织物在真空干燥设备中,室温干燥12h,
后升温至60℃干燥8h。

5 织物基本性能

对上述3种规格的织物基本性能进行了测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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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测试平均值见表3。
表3 产品基本性能

测试项目 织物1(30g) 织物2(60g) 织物3(100g)

克重/g·m-2 26 56 100
厚度/mm 0.15 0.20 0.50
经向断裂强力/N 35.5 71.1 93.2
经向断裂伸长率/% 36 45 66
纬向断裂强力/N 50.7 97.2 213.5
纬向断裂伸长率/% 74 75 111

6 结语

使用PLGA910可吸收聚合物,通过熔融纺丝、针
织等工序设计开发的组织增强织物,在实现不同厚度、
克重的同时,具备高延伸性、柔软性、顺应性、弹性以及

多孔性等特点,完全满足体内组织创面组织增强的要

求,符合临床使用的要求。加工工艺对织物降解性能

的影响,后处理工艺的优化等将是下一步需研究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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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fterspinningandknitting,theabsorbablePLGA910polymerwasusedasmedicalabsorbabletissuereinforcedfabric,

whichcouldbesuitablefororganwoundauxiliaryhemostasis,leakageprotectionandsutureenhancement.Threekindsofknittedfab-

ricsweredesignedanddeveloped.Theyweresoft,elasticandporous.Theycouldmeettherequirementsofidealfabricsforwound

protectingandtissue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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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thecombinationoftheFrenchModaris3DgarmentCADsystemandthetraditionalcorrespondenceonstripe
orplaidtechnology,thedesignofthegarmentpattern,thetechnicaltreatmentoflayouttechnologyandcuttingtechnologyandsewing
technologyaboutcorrespondenceonstripeorplaidwereanalyzed.Theproblemofcorrespondenceonstripeorplaidonthetowel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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