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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一、国内动态

（一）国家统计局点名：今年 1-2 月份，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

101%

2020年3月16日，南极熊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在2020-03-16 15:00

发布了一组数据，说，“2020 年 1—2月份，3D 打印设备、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等电子产品需求增长较快，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增速分别为

101.0%、119.7%、45.1%”。并且，下午 CCTV1 的一个新闻报道《互

联网经济发展良好》中，也报道了“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等电子

产品产量增长都在 100%以上”。

在受到疫情的强烈影响下，很多产业活动在明显下降，但 3D打

印设备产量仍然强劲增长 101.0%，并被国家统计局特别点名提及，

实属不易！究竟是谁家增长如此迅猛呢？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 张卫华在“工业生产受疫情影响明显

下降医疗生活物资和基础行业保障有力”一文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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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扩散，对工业生产造成短期严

重冲击。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明显下降，多数行业

和产品生产出现下降，但民生保障行业增势平稳，防疫物资生产快速

增长。2 月中下旬以来，企业开工复产明显加快，工业生产加快恢复。

一、疫情影响导致工作日减少，工业生产明显下降。为有效防控

疫情蔓延，今年全国春节假期延长 3 天，20 多个地区推迟 10天开工

复产，企业生产天数明显少于上年同期，同时复工复产企业受各种因

素制约，生产水平尚未恢复正常。受此影响，1—2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3.5%，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9个行

业同比下降。疫情影响较重的东中部地区下降明显，西部地区降幅较

小。

二、医疗防疫产品大幅增长，疫情防控保障有力。1—2月份，

口罩、酒精、医疗设备等防疫产品需求大幅增加，生产快速增长。其

中，口罩和医用口罩产能快速扩张，产量成倍增长。2月份，一些企

业纷纷转产、达产紧缺物资，在生产天数同比减少的情况下，当月口

罩和医用口罩产量同比仍增长 2.9 倍和 3.5 倍。此外，酒精等消毒产

品以及额温仪、血氧仪等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产量增长均超过 15%。

三、生活必需品保持增长，水电气生产供应稳定。1—2月份，

居民生活必需品生产保持增长，冻肉、方便面产量分别增长 13.5%、

11.4%；制糖业、肉制品加工、食用植物油、米面制造等食品类行业

保持增长或降幅较小。水、燃气、电力热力等基本民生行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下降 4.2%、7.3%、7.3%，降幅小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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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生产和供应、太阳能发电、污水处理机器再生利用、生物质能发

电行业产值同比增长在 5.4%—8.2%之间。民生产品的稳定生产供应，

为疫情期间社会经济有序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油气开采等行业保持增长，钢铁有色等连续生产型行业降幅

较小。1—2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增加值同比分

别增长 2.1%、6.9%，原油、天然气、卷烟产量分别增长 3.7%、8.0%、

4.4%。钢铁、有色等连续生产型行业增加值降幅较小，粗钢、生铁、

电解铝等主要钢铁有色产品产量同比实现增长，增速分别为 3.1%、

3.1%、2.4%。

五、部分高技术产品较快增长，新兴产品供给继续增加。1—2

月份，3D 打印设备、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电子产品需求增长较快，

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增速分别为 101.0%、119.7%、45.1%；单晶硅、

多晶硅、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等上游高技术产品也保持较快增

长，增速分别为 44.8%、35.5%、31.4%、8.5%。自动售货售票机、城

市轨道车辆、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碳纤维等新兴产品产量同比也

分别增长在 29.7%—57.1%之间。

六、工业生产快速恢复，疫情影响不断减弱。专项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开工复产明显加快，员工逐步返岗，物流供应日益通畅，生产秩

序和生产水平正在明显恢复。同时疫情对工业品消费的影响也在不断

减弱，据商务部数据，2月下旬，重点监测企业的汽车日均销售额比

中旬增长 14.8%，通讯器材、家电等产品也增长 10%以上。

来源：以上材料按照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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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想学 3D打印怎么报专业？北航新增一个增材制造本科专

业！国家战略！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0〕2 号），经申报、

公示、审核等程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评

议结果，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确定新增审批专业名单。

智能制造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新

型生产方式，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世界各国已将智能制

造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1设置背景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

融合，开启了智能制造的新领域，给制造业带来新的理念、模式、技

术和应用。人类社会步入“工业 4.0”时代的背后，智能制造成为各

国竞相角逐的一个新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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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巨大变革同时带来了本科教育理念上的转变，亟需培养

智能制造工程领域大量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和

紧缺专门人才。2017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开始启动新工科专业建设，

“智能制造工程”已成为热门的新工科专业之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始终以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使命，面向

制造强国战略对先进航空航天与高端制造人才培养的发展需求，学校

从战略全局统筹规划，以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为主体专业依托，结

合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相关

专业优势资源，倾力打造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培养面向航空航

天与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学科交叉高层次专门人才。

2 专业概况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计划每年招收 30名本科生，以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学院为承载学院，将联合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人工智能

研究院、计算机学院等单位实施专业交叉培养模式，注重全面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拓展学生的专业面向，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力和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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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的总目标，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

坚持“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的本科人才培养

方针，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科学、人文素养，系统掌握

智能制造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重点掌

握智能制造工艺与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生产管理及智能制

造系统技术，具有从事智能制造技术与系统的规划设计、工程应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敢于面对未来挑

战，富有创新潜质，具备团队精神和国际视野，善于学习实践的高素

质学科交叉型工程技术人才和具备培养潜质的复合型科学研究人才。

3 核心课程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规划的核心课程包括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大类

平台类、机电控测基础类及智能制造专业类。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具有 4个显著特点。首先，夯

实智能基础。设置了工业智能与软件、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数

字孪生与信息物理系统等课程，为学生建立智能制造的技术基础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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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桥梁；其次，融合机电控测。有效与机械工程专业的机械、电子、

控制、测试四大模块平台课程进行衔接，为学生在掌握机械工程技术

基础之后从事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学习与实践奠定坚实基础；第三，强

化综合实践。上述专业基础课以及智能（增材、机加、装配）工艺与

装备、数字化制造、智能工厂与管理专业课都将开设配套实验课，专

业课中还设置了依托智能学习工厂的智能制造综合实践，以加强理论

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素质。第四，重视自我培养。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重视学生的自我培养，在必修课基础上，专业将规

划增材制造、工业机器人、智能无损检测、设备运维与健康管理、制

造信息系统、虚拟与增强现实、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云服务制造、

机器视觉与机器学习等若干选修课程模块，并鼓励学生结合个人兴趣

与发展规划，自主设计个性化的专业选修课程方案。

主干课程包括：智能制造导论、工业智能与软件、工业互联网与大数

据技术、数字孪生与信息物理系统、智能（增材、机加、装配）制造

工艺与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生产运作与管理，智能制造综

合实践等。

4 师资队伍

自上世纪 80年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成为国内开展智能制造

研究的主要单位之一，在数字化设计制造集成技术、智能工艺与装备

技术、智能生产系统与管理技术、工业云制造模式协同制造技术、工

业互联网与工业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形成了学科比较优势。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所依托的学术优势研究方向包括：智能数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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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控制、先进制造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生产工程、产品

保障服务、现代质量工程、信息系统与信息化工程、服务型制造等。

作为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主要依托学院，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拥有

机械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和材料科学与工程 3个国家重点一级

学科，拥有工信部“航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数字

化设计制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工业高效数控加工技术创新

中心、面向高端装备制造的机器人技术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示

范类）、北京市高效绿色数控加工工艺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

育部先进制造技术与系统创新基地等。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教师队伍以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师为

主体，还有部分师资将来自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和人工智能研究

院等校内学科交叉单位以及国内制造工程领军企业和研究院所的研

究人员。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目前有教师 180 余人，院士（兼职）

2人、各类高层次海外及青年人才 38人，其中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现

有教授 19人，副教授 20人。

5 特色资源

围绕智能制造工程新工科专业，建设课程教材 7 部；充分依托多

个国家和部委的科研教学平台或工程中心，完成智能制造工程实验教

学条件的建设和更新；通过科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智能制造校外

实习实践基地。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特种制造等行业内

龙头研究所、公司具有密切的行业联系。

6 国际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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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参与学校“远航计划”和校际学生交换项目，专业依托学院

具有成熟的国际化交流平台，与英法等国多所国际名校开展联合培养

双硕士学位和双博士学位工作，形成特色鲜明的国际化合作课程和交

流机制（中法）。与美国加州伯克利等知名大学长期开展“暑期学校”

计划，打造特色暑期小学期。年均数百人次专家学者师生互访，中青

年教师均具有海外学习或访学经历，本科毕业生年均出国继续深造比

例达 22%以上。

来源：以上材料按照相关资料整理

二、国际动态

（一）国外 3D 打印工厂正在加速帮助保护医生

位于布拉格的全球3D打印工厂Prusa Research创始人约瑟夫·普

鲁萨（Josef Prusa）表示，在 COVID-19 危机期间，该公司正在尽其

所能帮助生产急需的医疗用品。Prusa 研究小组已将重点放在制造防

护装备上，Prusa 对生产 3D 打印呼吸器零件存有疑问，并提出用 3D

打印医用防护面罩。

Prusa 对生产 3D 打印呼吸器零件存有疑问的主要原因与密封的

有效性有关。Prusa 认为，佩戴者脸上戴口罩的部分，潮湿而温暖，

是细菌的理想温床。我们无法对这些口罩进行有效的消毒，因此可能

造成更多的问题，据报道，这种病毒在塑料上可以存活 48个小时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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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限制，Prusa Research 团队将重点转移到了制造其

他防护装备上，并提出了 3D打印防护面罩。面罩将为医生提供保护，

使其免受病人飞沫困扰，并有助于满足许多医院和诊所的需求。在获

得捷克卫生部的批准之前，该团队在短短三天内就完成了多个原型的

测试。

一旦原型被完全验证并批准用于医疗用途，Prusa 的五分之一的

3D打印机将专门用于打印这些面罩，使公司每天可以生产 800 件面

罩。从理论上讲，Prusa 每天可用产生多达 4000 个面罩。每个面罩

所需的材料成本不到 1 美元，该小组承诺在未来几周向捷克卫生部捐

赠 1万个面罩。

来源：以上材料按照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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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斯曼与 3D打印机厂商合作，推出熔融挤出的颗粒材料

2020 年 3月 23 日，荷兰化工巨头 DSM（帝斯曼）与美国的 3D打

印机制造商 JuggerBot 3D 建立了合作，以探索熔融颗粒制造（FGF）

技术的潜力，并且开发用于生产的颗粒 3D打印材料。合作双方意识

到大规模增材制造需求的增长，并试图利用颗粒材料的优势来赢得市

场， FGF 技术有潜力满足 3D打印性能和尺寸的要求。

DSM 增材制造副总裁 Hugo da Silva 表示：“能够生产大尺寸应

用的 3D打印机和粒状材料是非常有需求的，与像 JuggerBot 3D 这样

的打印机制造商并肩工作，使我们能够提供优秀的材料解决方案。”

(JuggerBot 的大尺寸 P3-44 FGF 3D 打印机，可以站进去 3 个人，DSM 拍摄)

FGF 3D 打印与熔丝制造（FFF）工艺相近，但是却使用切碎的

颗粒状原料来代替线材，因此更加节省成本。此外，与 FFF 技术相比，

FGF 特别适合于大幅面 3D打印。因为 FFF 的挤出速度常常受到线材

的限制，而 FGF 技术则克服了这些限制，能够通过其螺杆挤出系统挤

出大量材料。

2019 年 5月，帝斯曼（DSM）宣布与大型 3D打印机供应商 C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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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为 FGF 技术开发新的原料，工具和最终用途的

应用。该合作关系涉及帝斯曼（DSM）从 CEAD 购买 6轴机器人 3D 打

印机，用于材料开发和轮廓优化。现在，DSM 与 JuggerBot 合作，进

一步探索“ FGF 打印的未开发潜力”，以满足制造商对大型 3D打印

应用的需求。

该开发计划将利用 JuggerBot 的新型 P3-44 颗粒 3D 打印机与

DSM 的 Arnite AM8527（G）材料（一种玻璃纤维增强的 PET 产品，用

于熔融颗粒制造增材制造）相结合。为汽车和建筑等众多行业的工具

和大型结构部件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JuggerBot 的 P3-44 FGF 3D 打印机，图片来自 JuggerBot 3D）

JuggerBot 的 P3-44 FGF 3D 打印机体积为 915 mm x 1,220 mm x

1,220 mm，是公司 Tradesman 系列颗粒挤出系统的一部分。 DSM 称

P3-44 的零件生产速度比其他机器快 200 倍。

来源：以上材料按照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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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会动态

（一）四川省增材制造孵化基地 3D 打印再生耗材产业化项目签

约仪式

为推动四川增材制造产业的发展，打造西部增材制造产业集聚

区，2020 年 3月 17 日，合肥矩阵三维技术有限公司投资 500 余万元

3D 打印再生耗材产业化项目落户四川省增材制造产业孵化基地。

王长春秘书长在此次签约仪式中指出：合肥矩阵三维技术有限公

司作为安徽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成果转化专注 3D打印耗材高科技研

发生产企业，以废旧塑料生产 3D耗材为核心，打造国内知名的塑料

再生耗材企业，立足彭州，辐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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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矩阵三维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3D 打印高分子耗材

的科技型公司，拥有 10余项中国专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公

司主要以废旧塑料生产 3D 打印高分子耗材为核心，后续逐步打通

3D 打印耗材运用后端，构建一个完整的增材制造自循环生态链。

(二）协会与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洽谈协作

2020 年 3月 30 日，四川省增材制造技术协会秘书长王长春、办

公室主任唐周宇前往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四川省民政康复

医院)，与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张小涪、主任古凯

等现场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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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现场的协商与交流中指出，首先，四川省增材制造技术协

会将作为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发起成立的四川省康复辅具

协会的发起成员，参与协会的筹备，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也

将加入到四川省增材协会之中，协会将整合增材制造上下游资源，为

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运用 3D 打印技术在假肢、矫正器材等

康复辅具方面提供技术的支持与人才的培养，双方在未来的工作中将

强强联合，促进加工服务的协同互补，加强科技项目方面的合作，共

同推动 3D打印技术在康复辅具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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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四川省民政康复医院）系四

川省民政厅直属事业单位（前身四川省假肢厂、四川省肢体伤残康复

中心，始建于 1950 年），主要职责承担康复辅助器具研发、技术引

领等综合服务，以及残疾军人等民政服务对象、社会伤病残障和亚健

康群体的康复服务。是民政部脑瘫儿童术后康复训练示范基地，省高

级人民法院、公安厅、民政厅、社保局、残联以及市州社保、残联等

机构的合作单位。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定点以及成都市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医疗保险定点机构，省商业保险定点机构。国内多所高校的

教学实习基地，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康复医学会

常务理事单位，省级机关文明单位。

四、协会会员单位动态

（一） 会员单位华曙高科|PLS 技术进阶篇——天生我“材”必

有“用”

3 月 25 日，华曙高科“数字化战疫”第四场线上研讨会《PLS

技术进阶篇：天生我“材”必有“用”》圆满结束。华曙高科高

分子材料与应用专家，为大家深度介绍了 PLS 技术的优势，系统

解读了全系高分子材料的特点、以及代表性的行业应用，与观众

就热点问题进行了在线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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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许小曙博士接受《大国之材》采访时表示，我国的

3D 打印还处在起步阶段，在技术层面有许多问题需要优化和提升，

尤其是材料方面。现在 3D 打印所能够使用的材料不超过一百种，

而真正在制造中间使用的材料可能是上万种。

如何将传统制造业中使用到的材料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生产，

是中国 3D 打印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实现更多种材料的成功

应用研发，中国的 3D 打印技术才能真正走到世界的前列！

延伸阅读：许小曙博士接受《大国之材》采访>>

华曙高科创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研发材料，因而材料一

直是华曙高科握在手里的一张王牌，因为没有材料，就要受制于

人。

经过十年的发展，华曙高科研发了 11 款高分子材料，超过 22

款金属材料，成为全球唯一既具有设备研发制造又具有材料研发

制造能力的工业级 3D 打印企业，材料销售额每年保持高速增长。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g3NjM5NA==&mid=2652233503&idx=1&sn=bfc7b01bc22101894d6e562e5007e3f6&chksm=bd712fda8a06a6ccf74a78df9482e8465b92cab2f80ce6233252b16b08e2a6a4dead6d30e2ae&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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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四川省增材制造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微信号：sczc2017 或

扫描下图二维码），了解国内国际 3D 打印最新动态，及时传递顾问

专家建言献策，欢迎互动参与。

抄送：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成都市科学技术局、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成

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各区县科技部门领导;协会会长、副会长、

副会长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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