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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的优化和应用
陈海哨

（温州理工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3D 打印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比如工业制造领域、艺术创作领域、航天领域以及医疗领域等。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必要对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本文就 3D 打印技术中存在的限制以及优化方法进行了简要阐述，并对 3D 打印技术在各

行业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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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自被应用以来，就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通过不断地技术革新已经将高精度、立体化产品的生产变为现实。

这一点就让其区别于传统的平面打印，凸显 3D技术的先进性。同

时，与普通的加工工艺技术相比，3D技术更加精密，自动化程度

更高。这些技术上的优势，使 3D打印在极短的时间内容被迅速推

广开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发展的过程中，3D打印也表现出

一些能以克服的技术性难题，使这一技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现阶段，人们也在积极地寻求优化方案，使 3D打印技术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

一、限制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因素

3D 打印深受工业、医疗以及艺术等领域的青睐，但这一技术

对原材料的要求比较高，从而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

的限制，阻碍 3D打印技术的进一步提升。笔者将其中的限制因素

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可使用的原材料较为单一。现阶段，3D打印的材料存

在稀缺的问题，使其在应用过程中成本较高，比如可用于 3D打印

的原料主要是金属、塑料以及陶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希望

3D打印能够拥有更加丰富的可应用材料。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3D打印技术已经拥有了新的常用材料，但发展尚不成熟，依然是

3D打印领域需要突破的技术性瓶颈。

其次，3D 设备限制了这一技术的普遍化。由于，3D 技术在

完成打印任务的过程中，难度会呈现不规则的几何曲线，并处于

上升趋势，这样就难以保证清晰度。不像发展相对成熟的静态物

品打印技术一样，3D打印技术还局限在商用或研发阶段，无法像

打印机、电视机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3D打印

设备成为 3D打印技术发展的第二个技术瓶颈。

最后，打印成本较高。这几乎是每一项新技术发展初期都会

面临的限制，就像手机在发展初期一样，3D打印技术也不例外。

在研发阶段，3D打印技术及其设备的调配、测试等，需要投入大

量的资金。在其发展到相对成熟为止，人们需要不断地寻找合理

的解决方案，经过 N次技术革新之后，才能实现产业化，通过量

化的生产降低成本。

二、3D 打印技术的优化

在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一些或大或小的技术性

问题，需要研究人员做出优化措施。笔者以 FDM工艺工件翘曲变

形问题为例，对其优化措施进行阐述。

翘曲变形是 FDM打印工艺中最常见的质量问题之一，其产生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的材料（ABS、PLA）在成型过程中需要经

历固态－熔融状态－逐渐冷却－最终凝固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中材料的状态和温度不断变化，引起工件在成型过程中产生残余

应力和不均匀温度梯度，导致工件发生翘曲变形。而极大的温差

使得塑料迅速冷却（ABS、PLA 高温熔融挤出后，接触到室温的

空气和托板），由于打印是分层逐步累积进行，每层结构的冷却

散热条件都不一致，导致每层结构冷却后的收缩量有差异，造成

收缩不均、产生内应力等负面影响，从而使整个产品产生变形甚

至弯曲。

那么针对这一技术问题，可以对 FDM 熔融堆积 3D 打印

机进行改良，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出一款可以改变散热风扇

出风角度的 3D 打印机。3D 打印机的散热片一端固定在加热电

阻丝上，散热风扇固定于另一端。通过改变原有散热片的形状

和长度，从而改变连接在散热片上风扇的出风角度，使散热风

扇向打印喷头吹风。现有 FDM 熔融堆积 3D 打印机的散热片为

40mm*40mm*20mm的长方体，现将其增长并弯曲，变成拱门型。

新型打印机的优点在于，两个相同的散热风扇对称放置并斜

向下吹风，风口始终朝向打印喷头，因为风扇相同，输入电流和

输出功率也相同，所以风速和风量大小相等，打印工件不会因风

向而偏移一方，也不会因风力而改变丝束的形状，并且因为散热

风扇紧靠散热片，吹出来的暖风达到玻璃化转变温度，使得暖风

不但可以减少高温 PLA 与空气的温差，让其缓慢冷却，并且暖风

还可以提高托板温度，形成双重分级降温，同时暖风流动的余热

在工作腔内形成类似恒温的效果，使得每一层冷却固化的时间相

近，进一步减小翘曲量。而这只是将原本需要散发的热量循环再

利用而已，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骤冷带来的翘曲变形问题，还可以

减小内应力从而提高工件的性能。

三、3D 打印技术的应用

3D 打印技术可以将人们的设计思想快速的具体化，通过 3D

展示的形式，让人们对设计思路进行优化，及时发现其中的缺陷，

不仅节约成本，还能够缩短设计周期。近些年来，3D打印技术的

应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使其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医

疗以及艺术等领域都有所应用。

（一）在工业领域上的应用

3D打印技术最开始就是应用与工业领域，这一技术使概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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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得到了可视化的发展。首先，3D技术能够让设计者思想中的方

案进行快速的外化，以直观形象的形式呈现在设计者的眼前，即

将设计理念具体化。这样就使得最终确定设计方案的周期缩短，

减少了决策工作中反复修改的环节。比如在汽车制造领域，企业

可以领域 3D打印技术将新车型具体样式 3D化，在当方案被批准

之后才进行接下来的批量化生产，使其获得最高程度的市场认可

度。

其次，除了外观方案设计之外，3D打印技术还可用于功能性

的验证。企业在将新产品投入生产之前，需要对结构设计、结构

组装等进行功能性的检验。这时就可以用到 3D打印技术，将其中

的全部零件进行 3D化处理，然后进行试安装。如果在安装的过程

中，发现其中的缺陷，则可以快速进行纠正。比如在飞机制造领域，

风洞试验对飞机研制的周期和成本具有重要的影响，采用 3D打印

技术将风动试验模型具体化，并且有效缩短的实验周期，该方法

不仅提高了飞机研制的速度，还降低了研发成本。

最后，3D打印技术使企业实现了单件、小批量产品的直接制

造，并且复杂零件也能够得到快速的生产。对于需要高分子材料

零部件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 3D打印技术直接使用高强度的工程

塑料直接制造，不需要提前准备模具，并且不受大批量生产的限制。

（二）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应用

3D打印技术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应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并且让文艺工作者体验到了个性化定制、设计理念具体呈现的便

利，同时在现代艺术品的制造和古代艺术品的修复方面也有较广

泛的应用。

一方面，在影视行业，3D打印技术能够将个性化的服装道具，

通过生动形象的模型进行展示，让设计师与需求方的沟通更加顺

利，当双方对设计方案达成一致时，才会采纳设计方案，这样可

以节省大量的人工。在艺术品开发方面，3D打印技术使艺术家可

以将自己的创意和理念以更加细腻、形象的手段进行展示，并对

创意产品进行设计和制造。

另一方面，在建筑行业，3D打印技术能够将完整的建筑模型

打印出来，企业可以使用具体的模型进行投标，而且打印出来的

模型成本低，抗震性能高。另外，随着 3D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

其在文物修复领域也有了较广泛的应用，使传统的文物修复方法

得到了优化，使修复工作更加快速精准，同时有效避免了对文物

的二次伤害。

（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3D打印技术子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使医疗技术得到了进一步

的提升，其在医疗影响领域、数字化医学领域以及新材料技术领

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接下来笔者从下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1.3D 打印技术为医疗领域提供物理模型。

在医疗领域经常需要做手术，3D 打印技术能够通过 CT 或

MRI数据，对手术方案进行规划，制作出三维结构的仿真生物模型，

使医生能够借助 3D化的人体形象，在不开刀的情况下，就可以看

到病人的身体的内部结构，从而对手术方案进行优化。这一技术

不仅有利于医生，对医疗研究人员和种植体设计师都提供着有益

的帮助。3D打印技术所打印出来的器官模型，能够帮助医生更好

地将肿瘤和周围人体组织区分开，为主刀医生提供更好的肿瘤切

除方案。此外，在手术中运用 3D打印技术，能够提高手术成功的

概率，在术后，该手术规划模型还可以作为证据，有助于解决医

患纠纷。

2. 提供个性化的医疗器械服务。

3D打印技术可以根据每一位患者的情况，提供最具适合形态

的辅助器械。比如在手术中，为提高手术的精准度，需要辅助器

械与患者的损伤部位达到较高的愈合度。3D打印技术能够根据不

同患者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手术导板。这种手术导板需要在手术

前依据患者的个人情况进行定制，价格比较昂贵。借助 3D打印技

术，可以对病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快速地制造出病人所

需要的手术导板，缩短手术准备时间，同时使远程实时手术有了

普及的可能性。另外，在康复医疗器械制造方面，假牙、假肢甚

至是各种器官等，这些部位对器材的要求比较高，传统的制造模

型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这些领域，3D打

印技术可以像手术导板一样，实现精准的制造。

3. 在医学植入体方面的应用。

在医疗领域，植入物是医疗中植入患者体内的医疗器材。运

用 3D 技术，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医院提供的患者信息，利用电脑

CAD 软件，自动生成出患者的植入物模型，将此模型输入 3D 打

印机中，采用FDM技术加工出与人体比例相同的生物植入物模型，

并将其应用在手术中。在实际操作上，医生可以借助金属粉末在

激光照射下的融化对植入物进行打印，或是使用树脂材料对植入

物进行打印。

四、结语

3D 打印技术已经给传统的制造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

在各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未来的发展中，3D打印技术

还能够将一些无法加工的产品变为现实，进而催生出大量的衍生

行业，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力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

新型材料的不断研发，将使 3D打印技术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使得

该领域的限制因素，只有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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