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光增材制造技术”专题

前　　言

　　增材制造俗称３D打印,融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材料加工与成

形技术.它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利用软件与数控系统将各种材料

通过挤压、烧结、熔融、光固化、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最终制造出实体

物品.相对于传统的对原材料进行切削和组装的加工模式,增材制造

是一种“自下而上”材料累加的制造方法,使得受传统制造方式约束因

而无法实现的复杂结构件的制造成为可能.激光３D打印是众多３D

打印技术中的一类,用激光作为烧结、熔融、光固化的光热源,发挥了激

光的指向性、高亮度、可聚焦等优势.

３D打印的优势在于可以自动、快速、直接、精确地将计算机中的三

维设计转化为实物模型,甚至直接制造零件或模具,有效地缩短产品研

发周期;可以大大节省材料;实现较高的精度和很高的复杂程度,制造

出采用传统方法无法制造的复杂构件,如三维水路;不需要传统的刀

具、夹具、机床或任何模具,直接将计算机内任何形状的三维CAD图形

转化成实物产品;适合个性化订制和分布式生产;能在数小时内成形,

实现了从平面图到实体的飞跃;能直接打印出常规情况下需要组装的

产品,降低成本.其弱势在于原料成本高;打印材料种类有限;规模化

生产受到限制;精度和质量还存在问题.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些市场,如

塑料手板的３D打印制作,这让生产塑料打印机的企业近几年赚得盆

满钵满.而金属、陶瓷、玻璃以及其他材料包括复合材料的３D打印,

市场尚不明晰,没有形成规模.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今后个人网上

订购,３D打印平台生产后直接发送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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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之一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留学期间曾接触３D打印,当时在日本

称为“层积造型技术”,没有太多人关注.而今电视上昨天是３D打印

房子的消息,今天又是３D打印细胞的新闻.市民用食品３D打印机制

作“Kitty猫”糕点,３D打印内容被编入中小学教科书,３D打印现在已

是家喻户晓.从克林顿到奥巴马,从纳米技术到材料基因组再到３D

打印,美国总统的国会咨询报告总能在全世界掀起一阵狂澜.我国科

技部近年启动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增材制造和激光制造”,主要包括

以激光为主的３D打印技术.近日工信部又印发了“增材制造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未来增材制造将是一个与纳米

技术并驾齐驱、众多资本竞相涌入的巨大市场.

激光３D打印技术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今后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当前迫切需要解决涉及材料、切片软件、控制、

装置、工艺、后处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为了抓住这个机遇,«激光与光

电子学进展»适时推出“激光增材制造技术”专题栏目,得到了国内该研

究领域多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本专题收录了８篇邀请论文和９篇

自然来稿,其中包括１２篇综述论文,涵盖了金属、陶瓷、玻璃、生物材料

的３D打印等内容,金属涉及铝合金、钛合金等材料.另外还有超精细

纳米３D打印及前沿应用方面的综述,由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影响力的

研究团队撰写,反映了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自然来稿

包括３D打印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相信本专题将有利于促进激光增材

制造向激光增材智造纵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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