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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ower  

 

原材料形态 热源 技术路线 展示图 主要公司 原材料形态 热源 技术路线 展示图 主要公司

激光选区熔化
（SLM）

铂力特、华
曙高科、雷
佳，slm

solution ，
3D system，
镭明激光

电弧
电弧增材制造

（WAAM）
英尼格玛、

AML3D

激光立体成型
（LSF）

中科煜宸、
鑫精合、铂
力特、北京

煜鼎

等离子
等离子电弧能

量沉积
（PWAAM）

挪威钛，
WAAM

金属激光烧结
（SLS）

headmade
meterial

激光
激光束能量沉
积（LMD）

三菱电子、
meltio

区域激光选区熔
化

试验阶段
电子束能量沉
积（EBFF）

probeam，
xbeam

金属立体印刷
（MP）

Adamatec,in
cus,Exaddon

液态金属印刷
xerox，

alcun，grob

电子束
电子束熔融成型

（EBM）

GE
additive,fr
eemelt,赛隆
金属，三菱

电子

片材
超声波能量沉

积
fabrisonic

粘结剂喷射
（BJ）

ExOne,Meta
Additive,De

sktop
Metal,HP

棒材 摩擦能量沉积
meld，
weisser

混合粘结剂喷射
（MBJ）

3DEO 弥散粒子 纳米粒子喷射
xjet，

nanogrande

溅射 冷喷涂 超卓航科 长丝 长丝熔融堆积

desktop
metal，
xerion，
evo-tech

电子束

基材喷射

粉材

激光 线材



 

 

 

Relatively Space   Relatively Space  

 

Aeon1 传统火箭发动机

部件数量 三个 一千多个

制造时间 一个月 六个月

最终火箭成本 一千万美元 数千万美元



 

3D  

 

 

 

 

项目 金属3D打印技术 传统精密加工技术

技术原理
增材制造（分层制造、逐层叠

加）
减材制造（材料去除、切削、组装）

技术手段 SLM、LSF 磨削、超精细切削、精细磨削与抛光等

使用场合
小批量、复杂化、轻量化、定制

化、功能一体化零部件制造
批量化、大规模制造、复杂零部件制造受限

使用材料 金属粉末、金属丝材等（受限） 几乎所有材料

材料利用率 高，可超过95% 低，材料浪费

产品实现周期 短 相对较长

零件尺寸精度 ±0.1mm 0.1-10μm

零件表面粗糙

度
Ra2μm-Ra10μm之间 Ra0.1μ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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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asys完成对MakerBot
收购

◼ 国内消费级打印需求出现，
华曙高科出海

⚫ 首台商用SLA
设备推出

◼ 颜永年首次接
触3D打印技术

⚫ EBM发明，EOS
推出激光烧结设备

◼ 西交大研究所成立，
华中理工大学研制
首台设备

⚫ 3D打印期刊
RPJ创刊

◼ 黄卫东开始研
究3D打印

⚫ 熔融沉积和叠层成
型成功商业化

◼ 华中理工大学开始
研究增材制造

⚫ Materialise成
立

◼ 清华大学激光快
速成形中心成立

⚫ 首台SLS设备面世，尼
龙等材料取得发展

◼ 卢秉恒接触3D打印，
清华首台设备研制成功

⚫ 基于DLP技术
的设备展出

◼ 颜永年研制出
生物成型技术

⚫ 超声波增
材出现

◼ 上海联泰
科技出现

⚫ SLA技术用于汽车
Optomec推出LENS
打印设备
◼ 华科团队研究

SLM技术

⚫ 3D system 获
得风投

◼ 卢秉恒团队研发
首台光固化样机

⚫ 激光净
成型技
术发明

⚫ 3DP技术商业
化，首期沃夫
勒报告发布

⚫ Arcam推出
EBM设备
EBMS12

⚫ EOS推出基
于光纤激光
器的设备

⚫ 消费级增材制
造技术进入发
展期

⚫ 巴斯大学发
布开源项目
Reprap

⚫ ASTM F42
增材制造技术
委员会成立

◼ 华曙高科成立

⚫ Stratasys为
HP代工

⚫ 3D system大
规模并购开始

⚫ 巨头并购大
量企业

◼ 铂力特成立

⚫ 美国国家增材制造创
新研究院成立

◼ 王华明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一等奖，中国3D
打印技术联盟成立

⚫ Desktop metal
并购企业

◼ 华曙高科完成
pre-IPO

⚫ 新冠疫情冲
击全球供应
链，增材制
造得到重视

⚫ SLM solution
打印最大单体
火箭发动机

◼ 铂力特上市

⚫ 美国国防部发布
增材制造路线图

◼ 中国增材制造产
业联盟成立

⚫ 奥巴马发表国情
咨文强调增材制
造重要性

⚫ 拜登发布国家制造业
战略，关注增材制造
技术

◼ 华曙高科顺利过会，
铂力特发布定增计划

1984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 光固化
专利申
请

⚫ SLS技术发明
3D system公司
成立

⚫ 叠层成型
（LOF）技术
出现

⚫ SLA设备问世

⚫ 熔融沉积
成型出现

⚫ Stratasys 
EOS成立

2001                   2000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2002                    2003                    2006                     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2022                           2021                        2020                    2019                         2016         2014                                      2013



1998 3D  

 

Roadmap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past present future

 

 

1998 2009

重点 工业应用 学术研究

关注点 RPTA Ⅱ 研究项目

目标应用方 终端消费者 研究机构

路线图制定参与者

工业界 73% 32%

大学 0% 45%

政府/非盈利组织 27% 23%

功能 路线图 研究课题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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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文件 发文单位 主要涉及内容

2022年4月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科技部

“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专项2022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涉及 21项增材制造指南任务；“先

进结构与复合材料”重点专项2022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建议，其中有3个项目涉及到了增材制造相

关技术；“高端功能与智能材料”重点专项2022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其中有1个项目涉及到

了增材制造相关技术。

2021年12月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工信部、发改委、教育

部、科技部等

开发增材制造等先进工艺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攻

关行动：关键核心技术中包括增材制造；智能制

造装备创新发展行动：发展通用智能装备中的激

光/电子束高效选区熔化装备、选区激光烧结成

形装备等增材制造装备

2021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国务院

明确了发展增材制造在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与

智能制造技术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将增材制造作

为未来规划发展的重点领域。

2021年2月
《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征求意见稿）
工信部

推进传统医疗装备与增材制造等技术融合嵌入升

级。开发“增材制造+医疗健康”新产品。

2021年2月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
科技部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建议（征求意见稿），其中有7个项目

涉及到了增材制造相关技术；“高端功能与智能

材料”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征

求意见稿），其中有2个项目涉及到了增材制造

（3D打印）相关技术。

2020年2月
《增材制造标准领航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工信部等

立足国情、对接国际的增材制造新型标准体系建

立。

2020年1月 《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 科技部、发改委等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对关键核心技术中的重大科

学问题给予长期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网络

协同制造、3D打印和激光制造、重点基础材料、

先进电子材料、结构与功能材料、制造技术与关

键部件等重大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2019年11月
《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

（2019年修订）》
财政部、发改委等

工业级增材制造装备（粉末床激光增材制造装备

、送粉式激光增材制造装备、送丝式电子束增材

制造装备、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属于国家支持发

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

2017年12月
《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

工信部、发改委、财政

部等十二部门

提出“五大发展目标”、“五大重点任务”，突

破 100种以上重点行业应用急需的工艺装备、核

心器件及专用材料；大幅提升增材制造产品质量

及供给能力；开展100个以上应用范围较广、实

施效果显著的试点示范项目。

2017年10月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7年）》 工信部
3D显示、3D打印金属粉末制备及应用技术、金属

熔融激光加工增材制造液压阀等位列其中。

2017年1月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
发改委

将增材制造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

。



 

 

 

 

 

时间 国家 政策 内容

2009
增材制造标准化路线

图

以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标准化

机构组成标准化联盟，发布增材制造标准建设

路线图

2012
增材制造标准化路线

图差距进展报告
推动解决增材制造标准化的实施问题

2013 增材制造路线图

2016 国防部增材制造战略

2022 AM Forward
协调推动增材制造在国防装备、先进制造业中

的示范应用并形成产业生态

2020 欧盟
欧洲增材制造技术路

线图

在欧盟的资助下，增材制造行业技能战略联盟

明确了2030年前的应用需求及技术挑战，从消

除增材制造技术差距的角度提出了目标和举措

美国

分为设计、材料、工艺、价值链四方面，面向

维修与保障、部署与远征、新部件/系统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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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
材料

3D打印
设备

3D打印
服务

终端客户

工业软件提供商：
安世亚太
……

3D打印材料：
西安赛隆 江苏威拉里
飞而康 铂力特
天工国际 钢研高纳
有研粉材 中航迈特
宁波众远 抚顺东工
中天上材 亚太霍夫曼
……

铺粉设备：
铂力特 华曙高科
永年激光 广东汉邦
易加三维 苏州中瑞
广州雷佳 苏州倍丰
江苏柏灵 苏州西帝摩
西安赛隆 清研智束

送粉设备:
中科煜宸 北京煜鼎
鑫精合

送丝设备：
英尼格玛 武汉天昱
西安增材院 ……

主要打印服务中心：
铂力特 飞而康
鑫精合 钢研极光
敬业增材 南京联空
苏州西帝摩 成都通宇
上海镭模 上海云铸
中科煜宸 华钛三维
各主机厂及院所……

核心零部件提供商：
大族思特 锐科激光
创鑫激光 金橙子
……

终端客户：
航空航天：主机厂及下属院所
科研教育：各高校及研究机构
汽车行业：宝马、奔驰等汽车厂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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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 SLM EBM WAAM LSF EBFF

激光 激光 电子束 电弧 激光 电子束

粉末 粉末 粉末 熔丝 粉末 熔丝

惰性气体 惰性气体 真空 大气环境 惰性气体 真空

零件尺寸 中小型 中小型 中小型 超大型 大中型 大型

复杂程度 复杂 极端复杂 极端复杂 较复杂 较复杂 较复杂

表面质量 一般 优异 良好 很差 一般 差

后续加工 少量加工 几乎零加工 几乎零加工
后续加工

较多
少量加工 少量加工

制造效率 低 低 中 很高 高 很高

成型精度 中小型 高 高 差 良 中

专用模具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代表厂商

3D

system，

华曙高科

Concert laser，

Reinishaw，EOS，

西安铂力特，华曙

高科

Arcam，西安赛

隆，清研智束

WAAM 3D，

英尼格玛

Optomec，InssTek，

中科煜宸、鑫精合、

北京煜鼎、西安铂力

特

Sciaky，智

熔系统

加工材料

工作环境

技术特点

钛合金，高温合金，钢，铝合金，镁合金，硬质合金，钴镍合金等

技术路线 选区熔化 直接能量沉积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输出热源

材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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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LT-S210 BLT-S310/S320 BLT-S400 BLT-S450/S450T/S450Q

材料支持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

钴铬合金、钽不锈钢、高强钢

、模具钢、铜合金、钨合金、

镁合金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

不锈钢、高强钢、模具钢、铜

合金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不

锈钢、高强钢、模具钢、铜合金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不

锈钢、高强钢、模具钢

成形尺寸（W×D×H）

（1）
105mm×105mm×200mm 250mm×250mm×400mm 400mm×250mm×400mm

400mm×400mm×500mm

400mm×450mm×500mm

450mm×450mm×500mm

激光器功率 500W 500W（选配500W×2） 500W×2（选配500W×3） 500W（选配500W×2；500W×4）

成形效率（2） 15cm³/h 25cm³/h（选配50cm³/h） 50cm³/h；（选配75cm³/h）
25cm³/h（选配50cm³/h；100cm³

/h）

预热温度 RT+20℃~200℃ RT+20℃~200℃ RT+20℃~200℃ RT+20℃~100℃

铺粉机构 单向变速铺粉 单/双向铺粉 单/双向铺粉 单/双向铺粉

最低氧含量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气体支持 Ar/N2 Ar/N2 Ar/N2 Ar

功耗 ≤4KW ≤8KW（选配≤11KW） ≤11KW ≤10KW（选配≤12KW；≤15KW）

外形尺寸（W×D×H） 1300mm×1000mm×1850mm 3400mm×1200mm×2200mm 3400mm×1200mm×2200mm 6100mm×4050mm×3400mm

设备重量（kg） 约900 约3600 约3700 约14500

示例

型号 BLT-S510 BLT-S600 BLT-S800 BLT-S1000

材料支持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

不锈钢、高强钢、模具钢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

不锈钢、高强钢、模具钢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不

锈钢、高强钢、模具钢

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不

锈钢、高强钢、模具钢

成形尺寸（W×D×H）

（1）
500mm×500mm×1000mm 600mm×600mm×600mm 800mm×800mm×600mm 1200mm×600mm×1500mm

激光器功率 500W×4 500W×4
500W×6（选配500W×8；500W×

10）

500W×8（选配500W×10；500W

×12）

激光波长 1060nm~1080nm 1060nm~1080nm 1060nm~1080nm 1060nm~1080nm

分层厚度 20μm~100μm 20μm~100μm 20μm~100μm 20μm~100μm

最大扫描速度 7m/s 7m/s 7m/s 7m/s

成形效率（2） 100cm³/h 100cm³/h
150cm³/h（选配200cm³/h；250cm³

/h）

200cm³/h（选配250cm³/h；

300cm³/h）

预热温度 RT+20℃~100℃ RT+20℃~100℃ RT+20℃~100℃

光束质量 M2＜1.1 M2＜1.1 M²＜1.1 M²＜1.1

光学结构 F-θ镜头 F-θ镜头 F-θ镜头 F-θ镜头

铺粉机构 单/双向铺粉 单/双向铺粉 单/双向铺粉 单/双向铺粉

最低氧含量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气体支持 Ar Ar Ar Ar

功耗 ≤12KW ≤18KW ≤22kw ≤20kw（选配≤22kw；≤25kw）

供电电压 AC380V3Ph/N/PE AC380V3Ph/N/PE AC380V3Ph/N/PE AC380V3Ph/N/PE

外形尺寸（W×D×H） 5100mm×5600mm×3800mm 4700mm×5100mm×3800mm 5700mm×5000mm×4400mm 10150mm×6500mm×5525mm

设备重量（kg） 约11500 约14900 约24300 约35000

配套软件 Magics、BLT-BP、BLT-MCS Magics、BLT-BP、BLT-MCS Magics、BLT-BP、BLT-MCS Magics、BLT-BP、BLT-MCS

示例

注释：（1）不包括基材厚度；（2）与零件的形状、尺寸、材料和参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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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H 1,420.84

Jabil Circuit Inc 1,300.67

华翔医疗 691.72

FKM Sintertechnik GmbH 670.26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47.21 5,286.75 4,099.22

青岛意库自造网络有限公司 1,009.20

北京合益鹏科技有限公司 1,005.58

北京金凯顿机电有限公司 923.82

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7.3 2,183.87

客户B 5,351.39

钢研集团 4,033.79

客户A 2,0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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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nD  

成本影响因素 数值 单位

开始时气体体积 30 L

结束时气体体积 25 L

保护气体密度 809.5 kg/m^3

保护气体的单位价格 6.5 元/kg

历史设备调整时间 0.3 h

操作员工时薪 30 元/h

历史成形件分离时间 0.1 h

历史成型件表面处理时间 0.5 h

激光功率 1000 W

历史成型件分离所耗功率 1000 W

历史成型件表面处理所耗功率 1000 W

电能单价 0.9 元/度

设备定期检查成本 50000 元

设备维修成本 100000 元

设备维修频率 0.2 次

金属粉末材料利用率 90 %

模型实体部分密度 4.51 g/cm^3

模型支撑部分密度 4.51 g/cm^3

金属粉末单价 2000 元/kg

铺粉设备功率 440 W

单层铺粉时间 9 秒

购买设备费用 13000000 元

设备使用周期 8 年

单台设备占地面积 50 平米

厂房折旧成本 2 元/平米/年

折旧成本, 

48.25%

粉末成本（含支

撑）, 36.62%

人工成本, 

9.02%

设备维护成

本, 5.87%

其他成本,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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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 -40% -20% 0 +20% +40%

粉末价格（元/kg） 1200 1600 2000 2400 2800

总成本（万元） 102 111 119 128 137

变动幅度 -14.6% -7.3% 0.0% 7.3% 14.6%

设备价格（万元） 780 1040 1300 1560 1820

总成本（万元） 96 108 119 131 142

变动幅度 -19.3% -9.6% 0.0% 9.6% 19.3%

人均薪酬（万元） 12 16 20 24 28

总成本（万元） 115 117 119 121 124

变动幅度 -3.6% -1.8% 0.0% 1.8% 3.6%

2012 2022 2023E 2024E 2025E

设备成本（万元） 800 160 120 100 80

材料价格（元/kg） 800 200 190 180 160

沉积效率（cm^3/h） 20 80 160 200 240

所需支撑比例（%） 15 10 10 10 10

良品率（%） 20 30 31 32 33

3D打印总成本(万元) 142.7 22.5 14.5 12.9 11.8

注塑成形模具（万元） 30 40 40 40 40

注塑成形单件制造成本（元） 43.8 43.8 43.8 43.8 43.8

粉末冶金模具（万元） 12 12 12 12 12

粉末冶金单件制造成本（元） 17.5 17.5 17.5 17.5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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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产品 应用效果

燃油喷嘴
减重25%，去库存95%，一体化成型，

成本降低30%，耐用性提高5倍

传感器、热交换器
有效减少零部件生产、运输和存储，

燃油效率提高10%

客舱支架
400个零部件整合成1个，制造周期由2

年缩短至100h内

吊耳、钛合金承力构

件
轻量化

航天火箭 喷管、叶片、燃烧室 制造速度提高10倍，成本降低50%

燃料喷射器主体及冷

却系统

联合循环净销量有62.7%突破至64%，

预计可节省百万美元燃料

燃烧器、静叶片与动

叶片修复

修复相应快，减少停电损失，相比旧

零件，翻新零部件可提高发电销量

1%，减少材料浪费65%

骨科植入物

脊椎骨、下颌骨、胸

腔、髋部、膝盖、肩

部等

个性化，提高康复速度及效果

齿科产品 金属义齿及支架 个性化

模具
复杂型腔、随形冷却

结构

一体化成型，制造周期缩短15%-45%，

冲模效率及寿命明显提高

恒温器盖配件 快速配件更换

发动机组件 部件减少25%，质量减轻2%

轨道交通 热交换器
2000个不见整合为一个，体积缩小

70%，散热距离缩短

航空发动机

航空飞机

燃气轮机

汽车

16.8%

15.6%

14.6%

11.8%

11.1%

7.0%

6.0%

4.5%

12.6%

航空航天

医疗/牙科

汽车领域

消费及电子品

学术科研

能源

政府/军方

建筑领域

其他



 

 

 

应用材料 产品名称 具体用途及实现功能 产品示例 应用材料 产品名称 具体用途及实现功能 产品示例

发动机集

成件

以航空发动机为基本构型为载体，通过整体化设计，实现了

典型的轻量化特征、空间多尺度结构、异形曲面及流道等复

杂特征，实现了大尺寸部件与局部灵活可动性特征。

主连接箱

体
组合制造，在传统铸件上加工精细结构

燃油喷嘴

航空发动机燃油喷嘴，应用于燃烧室，内部具有复杂内腔和

流道，实现了零件一体化成形，生产周期大大缩短，已经实

现验证机上100%设计转速稳定运转，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中央翼上

下缘条

保证抗疲劳等性能的同时，缩短了项目研发周期，在C919研

发阶段起到重要作用

叶轮盘

适用于900℃以下的热端部件和静子结构，内部无缺陷，性能

优于铸件，在涡轮工作叶片、导向叶片、导向器和涡轮盘等

零件上应用广泛

飞机进气

道壁
异形曲面结构，制造周期短，变形可控且无需后处理

格栅舱门
薄壁异形曲面、内部镂空、大区域高密度直、斜向格栅孔，

具有零部件一体化、加工周期短、减重效果明显等优点
肼瓶支架 卫星上重要零部件，拓扑优化同时减轻重量

通风器

蜂窝结构一次成型，整体无焊缝、无需模具，实现功能优先

、任意结构的蜂窝，解决传统工艺良品率低的问题，已经实

现小批量装机

天线支架

卫星的天线支架经过拓扑优化和一体化设计，相较于传统工

艺减重35%，应力集中问题得到缓解，峰值应力响应状态降低

6%，材料利用率提高，避免了机加工过程的浪费

空心叶片
一体化制造空心叶片，解决连接缺陷问题，内腔为W型加强

筋，减重近30%，强度更好，制造周期更短

发动机尾

喷管

结构内外壁有50条冷却槽道，由于集成了复杂冷却流道，增

大了接触面积，因此效率极大提升，且设计更加紧凑和轻量

化

钛合金框

零件
主承力结构件，降低了生产周期和成本，缩短研制周期

高频感应

线圈
成形内部空腔薄壁环形结构，实现了较高的反射率

高温合金

铝合金

铜合金

钛合金

钛合金



 

 

 

  

卫星系列名称
卫星单价

（亿元/颗）

卫星需求

（颗）

增材制造潜在

空间占比

增材制造技

术渗透率

合计市场规

模（亿元）

通信卫星（大卫

星）
9.5 10 6% 2% 0.1

通信卫星（小卫

星或微小卫星）
0.57 1664 6% 10% 5.7

合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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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人次（亿人） 人口数（亿人）

旅行人口占比 线性 (旅行人口占比)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单人成本（万美元） 25 15 9 5 3 2 2

全球人口数量(亿人） 79 83 87 92 96 101 106

潜在人群比例 0% 0% 0% 0% 0.005% 0.29% 2.81%

潜在人群数量（人） 0 0 0 0 13827 648515 4593578

潜在市场空间（亿美元） 0 0 0 0 4 145 752



 

 

60.6%  

 
 

 

 

飞机代数 典型机型
机体结构

重量占比
寿命 主要结构材料

一代机 F86 —— —— 木质、钢骨架

二代机 米格23 33~37% 2000h 铝合金、钢

三代机 苏-27、F16、F18 32% 2000~4000h 铝合金、钛合金、复合材料、钢

四代机 F22、F35、T50 28% 6000h 铝合金、钛合金、复合材料、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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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新机交付量

（架）

飞机价值量

（亿元）

中国民航

市场空间

（亿元）

机身结构

价值量

（亿元）

零部件 成本结构

零部件市

场空间

(亿元）

增材制造渗

透率

增材制造潜

在市场空间

（亿元）

机翼 32% 11506 3% 345

机身 40% 14383 3% 431

尾翼 6% 2157 3% 65

起落架 9% 3236 1% 32

涡扇支线客机 953 3.5 内饰件 13% 4674 5% 234

合计 9084 10.7 35958 3.1% 1107

机型
新机交付量

（架）

飞机价值量

（亿元）

中国民航

市场空间

（亿元）

机身结构

价值量

（亿元）

零部件 成本结构

零部件市

场空间

(亿元）

增材制造渗

透率

增材制造潜

在市场空间

（亿元）

机翼 32% 11506 4% 460

机身 40% 14383 4% 575

尾翼 6% 2157 4% 86

起落架 9% 3236 2% 65

涡扇支线客机 953 3.5 内饰件 13% 4674 7% 327

合计 9084 10.7 35958 4.2% 1514

机型
新机交付量

（架）

飞机价值量

（亿元）

中国民航

市场空间

（亿元）

机身结构

价值量

（亿元）

零部件 成本结构

零部件市

场空间

(亿元）

增材制造渗

透率

增材制造潜

在市场空间

（亿元）

机翼 32% 11506 5% 575

机身 40% 14383 5% 719

尾翼 6% 2157 5% 108

起落架 9% 3236 3% 97

涡扇支线客机 953 3.5 内饰件 13% 4674 10% 467

合计 9084 10.7 35958 5.5% 1967

悲观

双通道喷气客机 1836 23

97183 35958单通道喷漆客机 6295 8.2

中性

双通道喷气客机 1836 23

97183 35958
单通道喷漆客机 6295 8.2

乐观

双通道喷气客机 1836 23

97183 35958单通道喷漆客机 629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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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新机交

付量

单机装备发

动机数量

（台/架）

更换发动

机比例

发动总需求

量（台）

发动机价值

量（亿元）

发动机市

场空间

（亿元）

发动机维

修比例

发动机潜在

替代空间

（亿元）

增材制造

渗透率

增材制造潜

在市场空间

（亿元）

双通道喷气客机 1836 4 10% 8078 1.7 13329 1% 1346 10% 135

单通道喷气客机 6285 2 10% 13827 1.0 13689 1% 1383 10% 138

涡扇支线客机 953 2 10% 2097 0.4 839 1% 85 10% 8

总计 9074 / / / 27857 / 2814 / 281

机型
新机交

付量

单机装备发

动机数量

（台/架）

更换发动

机比例

发动总需求

量（台）

发动机价值

量（亿元）

发动机市

场空间

（亿元）

发动机维

修比例

发动机潜在

替代空间

（亿元）

增材制造

渗透率

增材制造潜

在市场空间

（亿元）

双通道喷气客机 1836 4 20% 8813 1.65 14541 1% 1469 20% 294

单通道喷气客机 6285 2 20% 15084 0.99 14933 1% 1508 20% 302

涡扇支线客机 953 2 20% 2287 0.4 915 1% 92 20% 18

总计 9074 / / / 30389 / 3069 / 614

机型
新机交

付量

单机装备发

动机数量

（台/架）

更换发动

机比例

发动总需求

量（台）

发动机价值

量（亿元）

发动机市

场空间

（亿元）

发动机维

修比例

发动机潜在

替代空间

（亿元）

增材制造

渗透率

增材制造潜

在市场空间

（亿元）

双通道喷气客机 1836 4 30% 9547 1.65 15753 1% 1591 30% 477

单通道喷气客机 6285 2 30% 16341 0.99 16178 1% 1634 30% 490

涡扇支线客机 953 2 30% 2478 0.4 991 1% 100 30% 30

总计 9074 / / / 32922 / 3325 / 998

悲观

中性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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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批次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团体标准批次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T/CAMDI 025-2019
《定制式医疗器械力学等效

模型团体标准》
T/CAMDI 059-2021

《医疗器械用电子束粉末床熔

融增材制造装备》

T/CAMDI 026-2019
《定制式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特殊要求团体标准》
T/CAMDI 060-2021

《定制式增材制造脊柱侧凸矫

形器》

T/CAMDI 027-2019
《匹配式人工颞下颌关节团

体标准》
T/CAMDI 061-2021

《增材制造个性化金属胸壁畸

形矫形器》

T/CAMDI 028-2019

《定制式增材制造医疗器械

的互联网实现条件的通用要

求团体标准》

T/CAMDI 062-2021
《增材制造聚醚醚酮（PEEK）

个性化颅颌面植入器械》

T/CAMDI 029-2019

《定制式医疗器械医工交互

全过程监控及判定指标与接

受条件团体标准》

T/CAMDI 063-2021
《增材制造患者匹配腕手矫形

器》

T/CAMDI 046—2020
 《3D打印金属植入物质量均

一性评价方法及判定指标》
T/CAMDI 064-2021 《增材制造耳部压力矫形器》

T/CAMDI 045—2020
 《3D打印金属植入物有限元

分析方法》
T/CAMDI 065-2021 《增材制造钽金属脊柱假体》

T/CAMDI 044—2020 
 《增材制造（3D打印）口腔

金属种植体》
T/CAMDI 066-2021

《增材制造钽金属个体化骨缺

损填充体》

T/CAMDI 043—2020
《增材制造（3D打印）个性

化牙种植体》
T/CAMDI 067-2021

《增材制造钽金属膝关节假体

》

T/CAMDI 042—2020
《医用增材制造钽金属粉末

》
T/CAMDI 068-2021

《增材制造钽金属髋关节假体

》

T/CAMDI 041—2020
《增材制造（3D打印）定制

式骨科手术导板》
T/CAMDI 069-2021

《增材制造匹配式口腔咬合板

》

T/CAMDI 040—2020

《金属增材制造医疗器械生

产质量管理体系的特殊要求

》

T/CAMDI 070-2021
《增材制造个性化医疗器械用

三维建模软件特殊要求》

T/CAMDI 039—2020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质

量体系特殊要求》
T/CAMDI 071-2021

《增材制造金属植入物残留颗

粒生物学危害评价标准》

T/CAMDI 038—2020
 《增材制造（3D打印）口腔

种植外科导板》
T/CAMDI 072-2021

《增材制造股骨柄疲劳性能测

试》

T/CAMDI 037—2020
《3D打印钽金属临床应用标

准》
T/CAMDI 073-2021

《增材制造医用金属粉末重复

再利用控制标准》

第二批

第一批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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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东 薛蕾

萍乡晶屹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折生阳

泉州博睿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西安高新金融控
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风险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西安铂力特增材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铂力特（渭南）
增材制造有限公

司

铂力特（深圳）
增材制造有限公

司

铂力特（江苏）
增材制造有限公

司

铂力特（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正时精控有
限公司

20.7% 8.4%

4.3%

2.9%

74% 4%

2.1%

96.2%

100% 100% 100% 100% 15%

89.9%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曙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华曙三维
打印技术有限

公司

长沙工研增材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曙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00%                             100%                             100%                               100%                                40%                               34%

12.37%                 1.1%   44.53%      

李庆林 其他股东美纳科技

DON 
BRUCE XU

XIAO 
SHU XU

75%                 19.8%

重庆华港科技有
限公司

侯银华

上海钐镝有限公
司



 

 

 

 

工艺类型 工艺说明 主要工艺技术路线

粉末床熔融
通过热能选择性的熔化/烧结粉

末床区域的增材制造工艺

激光选区熔化（SLM）、激光选区烧

结（SLS）、电子束熔化（EBM）、多

射流熔融成形（MJF）

定向能量沉积
利用聚焦热能将材料同步熔化

沉积的增材制造工艺
激光近净成形（LENS）

立体光固化

通过光致聚合作用选择性的固

化液态光敏聚合物的增材制造

工艺

光固化成形（SLA）

粘结剂喷射
选择性喷射沉积液态粘结剂粘

结粉末材料的增材制造工艺
三维立体打印（3DP）

材料挤出
将材料通过喷嘴或孔口挤出的

增材制造工艺
熔融沉积成形（FDM）

材料喷射
将材料以微滴的形式按需喷射

沉积的增材制造工艺
材料喷射成形（PJ）

薄材叠层
将薄层材料逐层粘结以形成实

物的增材制造工艺
薄材叠层（LOM）

2019 2020 2021

客户H 1,420.84

Jabil Circuit Inc 1,300.67

华翔医疗 691.72

FKM Sintertechnik GmbH 670.26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47.21 5,286.75 4,099.22

青岛意库自造网络有限公司 1,009.20

北京合益鹏科技有限公司 1,005.58

北京金凯顿机电有限公司 923.82

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7.3 2,183.87

客户B 5,351.39

钢研集团 4,033.79

客户A 2,0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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