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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3D 打印技术引发市场关注，新赛道璀璨夺目。3D 打印，又称作

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是指以三维模型数据为基

础，通过材料堆积的方式制造零件或实物的工艺。3D打印在小批量多

批次的生产成本控制、个性化和复杂设计成形成功率、材料利用率、

加工便利性等方面，相较传统减材制造技术都具备明显优势。3D打印

并不是新的概念，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已有稳定应用，近几年的市场规

模增速也保持在 15-20%左右，但 3D打印仍然属于新技术，有诸多潜

在的应用场景，近期华为、苹果两大消费电子巨头表示部分零部件将

采用 3D 打印技术，有望加速 3D 打印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大规模产业

化。 

“1 到 N”产业化痛点是什么？驱动力来自何处？简单理解，只

有在需要小批量、复杂结构或新材料等传统减材工艺难以大规模加工

领域 3D打印才具备优势，否则 3D打印是不经济的，基于全球产业现

状符合条件的应用场景还比较少，因此 3D 打印的大规模产业化驱动

力来自终端产业升级和自身降本，也可理解为需求端和供给端的驱

动。 

需求端--终端产业升级驱动 3D 打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航

空航天和消费电子等科技领域技术日新月异，3D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

在不断拓宽。钛合金应用于消费电子上有诸多优势，但尚未真正达到

产业化的原因就在于钛合金加工难度大、良率低，而 3D 打印的应用

则能够克服现有难题。 

供给端--3D打印的降本路径清晰，材料、设备、辅助加工降本和

工艺持续优化。高品质的金属 3D 打印粉末，尤其是在航空和医用级

别的市场，最初均由国外厂商所垄断，进口粉末的单价也较高，随行

业快速发展我国金属 3D打印粉末市场价格持续下降，以铂力特为例，

公司金属 3D 打印粉末的价格从 2020 年 144.48 万元/吨下降至 2022

年 78.19万元/吨。3D打印设备价格随产业链成熟化和关键零部件的

国产化将有效降低。3D打印技术不断迭代优化，可以实现更加高效率

的加工，精度方面也有突破。我们认为，国内 3D 打印产业链日趋完

善，材料、设备和辅助加工成本有望持续降低，工艺迭代带动加工成

本下降，助力 3D打印“1到 N”产业化加速。 

产业链重点关注公司：有研粉材、锐科激光、华曙高科、金橙子、

铂力特。 

 

⚫ 风险提示： 

3D打印技术新领域应用不达预期，政策变动风险等。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2%

2022-08 2022-10 2022-12 2023-03 2023-05 2023-07

机械设备 沪深30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 

代码 简称 投资评级 
收盘价 

（元） 

总市值 

（亿元） 

EPS（元） PE（倍） 

2023E 2024E 2023E 2024E 

688456.SH 有研粉材 未评级 37.50  38.87  1.08  1.82  34.88  20.66  

300747.SZ 锐科激光 未评级 28.89  163.70  0.66  0.95  43.69  30.30  

688433.SH 华曙高科 未评级 36.73  152.12  1.91  2.46  19.23  14.93  

688291.SH 金橙子 买入 31.04  31.87  0.74  1.01  41.95  30.73  

688333.SH 铂力特 未评级 120.96  193.39  2.06  2.33  58.72  51.91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注：未评级公司盈利预测来自 iFinD 机构的

一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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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D 打印技术引发市场关注，新赛道璀璨夺目 

1.1 消费电子领域两大巨头布局 3D打印引发市场关注 

3D 打印并不是新的概念，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已有稳定应用，但 3D打印仍然

属于新技术，有诸多潜在的应用场景，近期华为、苹果两大消费电子巨头表示部

分零部件将采用 3D 打印技术，有望加速 3D 打印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大规模产业

化。荣耀最新发布的折叠屏手机 Magic V2，在折叠屏中的关键零件铰链的轴盖，

成功地应用了采用 3D 打印工艺制造的钛合金零件，这也是行业内首次大规模使

用钛合金 3D 打印。通过对于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在降低厚度的同时提高了强

度，使轴盖变得更轻更薄，从而带动折叠屏整体厚度和重量的下降，且进一步提

升了 150%的材料强度。 

苹果公司此前就有以钛合金材料替换目前使用的铝基金属来制造手机的想

法，因为钛合金既有着比铝合金更轻便的优势，又具备比不锈钢更强的硬度，但

囿于传统工艺加工难度大、成本高、良率低，所以一直没能付诸实践。这次华为

荣耀抢先一步适用了 3D 打印工艺有效解决钛合金材料的成型问题，解决了量产

的痛点。苹果预计将在 2023 年秋季发布升级版 Apple Watch Ultra，根据国外

科技媒体的报道，在 Apple Watch Ultra中的钛金属部件，包括数字表冠（Digital 

Crown）、侧按钮（Side Button）和操作按钮（Action Button）都可以进行 3D打

印，而这些零件目前采用传统的 CNC工艺制造。 

 

图表1：荣耀发布会上介绍 Magic V2 使用了 3D 打印的工艺 

 

资料来源：荣耀 Magic V2 发布会，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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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D打印技术相较传统工艺优势明显，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3D 打印，又叫做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是指以三维模

型数据为基础，通过材料堆积的方式制造零件或实物的工艺。传统制造业是利用

工具，通过切、铣、磨等机械加工方式去除多余材料从而成形所需零件的“减”材

制造，3D 打印则恰恰相反，它通过 3D 打印设备对数字模型文件进行分层处理，

将三维实体变为若干个二维平面，然后将金属粉末、热塑性材料、树脂等特殊材

料以自下而上逐层叠加的方式，叠加成一个三维的整体，大幅降低了制造的复杂

度。增材制造改变了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对传统制造业起到巨大推动和颠覆性

变革，在航空航天、国防、汽车、生物医疗等诸多领域有所应用。 

 

图表2：2012-2022 年全球 3D 打印市场规模及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Wohlers Associates，中邮证券研究所 

 

3D 打印在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成本控制、个性化和复杂设计成形成功率、

材料利用率、加工便利性等方面，相较传统技术都具备明显优势，换句话讲，如

果现在一些产品能够大批量生产，或者不需要过于复杂设计，或者加工材料用传

统工艺就方便加工，那 3D 打印就没有优势。生产成本方面，不同于传统制造企

业通过批量生产单一产品形成规模经济，3D打印依靠同一台设备生产多样产品。

企业通过增加产品种类降低生产的单位成本，从而达到范围经济。生产的主要成

本可分为物料成本，机器折旧耗材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几个方面。3D打印无需模具

和机械加工，减少开模次数，简化了生产过程，降低了生产装配成本和耗材成本。

同时，增材制造被视为无人值守的制造过程，需要的人力成本较少，并且一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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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减少废料，提高材料利用率，也有助于减少用料成本；可预测性及成功率方

面，3D打印时间、成形变形量、成形精度等可通过 3D打印技术及辅助技术进行

预测，并可以通过调整模型使得零件构型可测、可控。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使得

几何形式高度复杂，且使从微纳到宏观多个几何尺度结构的制备成为可能，它颠

覆了传统制造技术的局限，从传统制造的“制造引导设计”转向为“设计引导制

造”；材料利用率方面，传统加工切割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废料，存在不完整的余

料价值折损，材料利用率低，增材制造根据二维轮廓信息逐层添加材料，按需耗

材，材料利用率显著高于传统加工模式，是一种新型环保的绿色制造方式。同时

材料可以实现融合，传统的制造机器在切割或模具成型过程中不能轻易地将多种

原材料融合在一起，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已经有能力实现不同原材料的融

合。 

 

图表3：金属 3D 打印技术与传统精密加工技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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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磨削、超精细切削、精细磨削与抛光等 

适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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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复杂化零部件制造

方面存在局限 

使用材料 金属粉末、金属丝材等(受限) 几乎所有材料（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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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精密加工而言偏差

较大) 
0.1-10um(超精密加工精度甚至可达纳米级） 

零件表面粗糙度 
Ra2um-Ra10um之间(表面光洁程度较

低) 

Ra0.lum以下（表面光洁度较高，甚至可达镜

面效果) 
 

资料来源：铂力特招股说明书，中邮证券研究所 

 

材料是 3D 打印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3D 打印是

否能够被广泛运用。现阶段我国 3D 打印仍旧以工程塑料、树脂和部分常见金属

材料为主，且国内在 3D打印原材料方面的生产企业较少，特别是金属材料方面，

仍依赖进口。金属和复合材料凭借其比传统材料更优异的机械特性(刚性、抗冲

击性、轻便性等)和其他力学性能，或将推动金属材料 3D 打印技术不再局限于航

空航天、高精尖工业制造等领域，而是服务更多普及化的应用场景，实现 3D 打

印产业化制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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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D 打印材料对比 

材料 细分 特性 应用 

金属材料 

钛合金 强度高、耐蚀性好、耐热性高 
飞机发动机压气机部件，以

及火箭、导弹等各种结构件 

钴铬合金 腐蚀性能和机械性能优异   

不锈钢 
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和酸、

碱、盐等化学浸蚀性介质腐蚀 
适合打印尺寸较大的物品 

工程塑料 

ABS材料 强度高、韧性好、耐冲击 
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等

领域 

PC材料 高强度、耐高温、抗冲击、抗弯曲 

电子消费品、家电、汽车制

造、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

领域 

光敏树脂材料 
Somos 19120 低留灰率、高精度 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等

领域 Somos Next 韧性好、精度和表面质量佳 

陶瓷材料 陶瓷 
高强度、高硬度、耐高温、低密度、化

学稳定性好、耐腐蚀等 

航空航天、汽车、生物等领

域 

复合材料 

碳纤维复合材料 

单一材料与碳纤维混合，综合提升产品

的强度、粘合度、耐热度，同时可以优

化产品重量等物理性质 

电子消费品、家电、汽车制

造、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

领域 

高分子复合材料 
耐高温、耐腐蚀、高阻燃性、优异的力

学性能 

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医疗

器械等领域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邮证券研究所 

 

3D 打印主流技术主要根据其原理特点配合材料，金属材料的加工应用烧结/

粘结成型技术为主。使用非金属(工程塑料、树脂)的技术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支撑

结构辅佐，其中 PoyJet、SLA、DLP 成型速率快由于使用树脂或光敏材料，成品

精度高表面质量优，适合生产精细零件，但制品的耐热度和强度受限。而 FDM虽

打印速率慢，成品精度一般，但现阶段凭成本低，易操作优点被广泛使用。使用

金属材料为主的 SLM、EBM、SLS 成品强度和密度更高、制作周期短等特点，广泛

应用于工业制造、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领域。 

 

图表5：烧结\粘结成型技术对比 

技术 适用材料及利用率 制作方式及周期/打印速率 制作过程 成品质量 

SLS 

尼龙等聚合物;铁、

钛、合金等金属、

陶瓷等 

 

材料使用率高，耗

材价格适中 

1.以点成型，操作较简单 

2.制作周期长（使用烧结技

术，需经过预热、打印、冷

却等耗时久的繁琐步骤） 

1.无需支撑结构 

2.操作过程会产

生异味 

1.成品强度和韧性较高 

2.成品精度一段，表面光

滑度低（呈粉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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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M 

以钛合金、高温合

金、铜合金、钴铬

合金、高强钢、模

具钢等金属材料为

主 

 

材料使用率高，耗

材价格适中 

以点成型，制作速率低 

需要设计支撑结

构（主要作用是

防止激光扫描到

过厚的金属粉末

层，对未成形层

造成塌陷） 

1.制件强度高（完全熔化

以后再融合，产品的强度

要高于 SLS) 

2.成形的零件精度中等，

表面经打磨、喷砂等处理

可达到使用精度要求 

3.成形件的力学性能良

好，一般拉伸性能可超过

铸件水平，达到锻件水平 

EBM 
钛合金、钴钛合金

等金属材料 
打印速度快，制作周期短 

部分情况会使用

金属支撑结构

（使用后，需要

通过热处理支撑

物件与成品分

离） 

成品强度高、密度高（能

熔炼结合不同性质的难熔

金属）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邮证券研究所 

 

SLS 技术：操作过程中首先用辐筒将一层粉末材料平铺在已成型零件的上表

面,并加热至合适温度由 CO2 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束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根据几何

形体各层横截面的 CAD数据，有选择地对粉末层进行扫描，使粉末的温度升到熔

化点,进行烧结并与下面已成型的部分实现粘结。一层完成后,工作台下降一层厚

度,铺料辊在上面铺上一层均匀密实粉末,进行新一截面的烧结,直至完成，全部

烧结完成后除去未被烧结的多余粉末，得到整个成品。整个过程工艺简单且不需

要支撑结构，但整个过程由于需要烧结会产生异味且制作时间久。 

SLM 技术：首先利用刀片将金属粉末以薄层分布在积层板上，聚焦的激光在

扫描振镜的控制下进行参数扫描，金属粉末在高能量激光的照射下发生熔化，快

速凝固，形成治金结合层。当一层打印任务结束后，基板下降一个切片层厚高度，

刮刀继续进行粉末铺平，激光扫描加工，重复这样的过程直至整个零件打印结束。

SLM 技术采用分层铺粉的方式进行打印，打印精度较高。 

EBM 技术：利用软件将制品的三维立体模型数据导入 EBM设备中并确定位置

摆放。然后在工作舱内平铺层微细金属粉未薄层，利用高能电子束经偏转聚焦后

在焦点所产生的高密度能量使被扫描到的金属粉末层在局部微小区域产生高温，

导致金属微粒熔融，电子束连续扫描将使一个个微小的金属熔池相互融合并凝固，

连接形成线状和面状金属层。 

 

2 3D 打印产业化--驱动力来自终端产业升级和自身降本 

2.1 终端产业升级驱动 3D打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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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3D 打印只有在一些产品需要复杂结构个性化加工，或者新材料

应用导致传统工艺加工难度大导致不经济的情况下，才具备替代优势，航空航天

和电子等科技领域技术日新月异，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在不断拓宽。电子产

品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不断迭代升级，由“有”向“优”的消费升级潜

力旺盛。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消费电子产品被赋予的功能越

来越多，尤其是在现阶段 5G 网络渗透率持续攀升、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产品智能

化增强交互性，新一代的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等信息技术在不断丰富着产品的

应用场景。由“有”向“优”的过渡，促使了消费电子产品在需求与技术实现两

方面，对于材料及制造工艺提出新的要求。例如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领域，就出

现了使用钛合金替代原本主流的铝合金或不锈钢的产品方案。钛合金的比强度

（强度/密度）远大于其他金属结构材料，能够制作出单位强度高、刚性好、质

量轻的零部件；热强度高，使用温度比铝合金高几百度， 在中等温度下仍能保

持所要求的强度 , 可在 450～500℃的温度下长期工作；抗蚀性强，在潮湿的大

气和海水介质中工作，其抗蚀性远优于不锈钢；且具备低温性能好、导热系数小

等性能优势。 

钛合金材料优势较多，消费电子产品的钛合金使用率有望持续提升。从苹果

的专利储备和已经发布的 Apple watch Ultra配备上看，根据 PatentlyApple统

计，截至 2022 年底，苹果公司已累计获得钛合金材料相关专利 8 项。2022 年 9

月，苹果发布的 Apple Watch Ultra使用钛合金表壳，而不久的将来要推出的苹

果 iPhone15高端系列，命名为 Ultra与 Apple Watch钛合金系列相同，存在沿

用钛合金技术积累的可能性。此外，钛合金材料还在可穿戴设备上多次应用，此

前亚马逊、XLOONG、Rokid Air 等厂商都推出了使用钛合金的 AR设备，未来苹果

推出头戴设备 Vision Pro的下一代也存在使用钛合金的可能。 

 

图表6：Rokid Air 采用高强度钛合金转轴设计 图表7：枭龙 XLOONG X300 AR 智能眼镜采用钛合金眼镜架 

 

 

资料来源：Rokid 官网，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枭龙官网，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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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应用于消费电子上有诸多优势，但尚未真正达到产业化的原因在于钛

合金加工难度大、良率低，而 3D 打印的应用则能够克服现有难题。一方面，由

于强度高、导热系数低和化学活性高等特点，传统数控加工钛合金的成本较高，

主要体现在加工过程中会缩短刀具的寿命，破坏零件的完整性，同时其硬度高、

弹性低等特点，会导致刀具和刀片的沟槽磨损。因此，如使用切削、磨削技术，

在同等工件数量及工时要求下，钛合金设备需求比铝合金更大。另一方面，因钛

的单价较高，采用传统减材制造方式下对原材料的利用率低，成本较高。而采用

3D 打印生产钛金属件更节省成本，钛是 3D打印生产中最常被用到的金属，应用

范围广泛，如航空航天、医疗等。3D打印是通过堆积材料，不涉及机械加工的消

耗，且同一台 3D 打印设备可以生产各式各样的零部件，替代了不同种类的数控

机床，故设备成本上综合考虑更优。另外，对于单价较高的钛合金，3D打印在原

材料利用率上的优势将会更加突出。 

 

2.2 3D打印的降本路径--材料、设备降本和工艺持续优化 

3D打印技术目前多用于航空航天等多品种、小批量、难加工的领域，始终无

法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的核心原因，还是在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与效率方面与传统减

材制造技术相比不具备经济优势。随着技术与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目前看来，降

本增效的路径较为清晰，包括材料、设备成本下降和工艺优化。 

金属 3D打印领域原材料成本持续下降。原本高品质的金属 3D打印粉末，尤

其是在航空和医用级别的市场，最初均由国外厂商所垄断，而进口粉末的单价也

较高，国内公司即便能够生产除满足需求方要求的 3D 打印粉末，其售价相应也

是比较高的。但随着金属 3D 打印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我国金属粉末供应商技术

发展，技术不断成熟，金属 3D打印粉末市场供应量不断增长，我国金属 3D打印

粉末市场价格持续下降。以铂力特为例，公司金属 3D打印粉末的价格从 2020年

144.48 万元/吨下降至 2022 年 78.19 万元/吨（公司将 2023 年的募投项目中运

营期首年金属 3D 打印粉末销售价格确定为 61.95 万元/吨），同期由于降价进一

步开拓了市场，销售量由 2020 年的 2.94 吨快速增长至 2022 年的 31.36 吨。同

时随着技术端的成熟以及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公司金属 3D 打印粉末业务的毛利

率从 2020年的 29.38%增长至 2022年的 38.98%。原本阻碍 3D打印产业化的核心

成本已经大幅降低，未来根据下游如消费电子等应用场景，开付出新的适配性能

需求的工艺，叠加产业规模不断增大，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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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0-2022 年铂力特公司金属 3D 打印粉末业务情况 

 

资料来源：铂力特公司公告，中邮证券研究所 

 

3D 打印设备成本随产业链成熟化和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将有效降低。3D 打

印设备单台价格较高，相对的不利于广泛普及与产业化，对离散生产经营来说门

槛较高，规模化应用的话固定资产投入又很高。根据华曙高科 3D 打印设备的销

售情况可以看到，2021年设备价格增长到近 220万元一套的高点，而从 2022年

开始则逐渐稳中有降。主要原因是出于成本因素和国际贸易波动因素考虑，国产

设备商在逐步采用国产的零部件做进口替代，有望有效降低成本。 

 

图表9：2019-2022H1 华曙高科 3D 打印设备业务情况 

 

资料来源：华曙高科招股说明书，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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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不断迭代优化，在生产效率和良率方面有望持续提升。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不断成熟，可以实现更加高效率的加工，精度方面也有突破。打

印效率对于 3D 打印技术的产业化可谓重中之重，通过近年来打印设备激光器数

量增加、激光扫描系统速率提升、激光器功率增大、最大成型尺寸提升、出粉方

式的升级、工艺规划软件的升级等技术迭代进步，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生产效率

得到了长足的提升。 

以铂力特的五光 BLT-A400 设备为例。2022 年，铂力特推出面向金属 3D 打

印“大·生产时代”，针对客户工业零件大规模批量化高效生产需求的 BLT-A400 设

备。一年时间铂力特整合生产经验，持续进行设备研发与技术创新，推出了更高

效更经济的五光 BLT-A400。 

 

图表10：设备升级带来的规模化生产效率提升 

 

资料来源：铂力特官微，中邮证券研究所 

 

可以看到，随着 3D 打印设备上激光器数量的增加，设备数量、占地面积、

打印气体消耗、耗材消耗以及配套的辅机数量都有着明显的下降，在规模化生产

中能够大大提升整个工厂的制造效率。同时多激光头设备会同时使用激光头进行

打印，设备的打印效率也有显著的提升。下面是以汽车轮胎钢片的制造为例，成

型时间从两光设备的 128.8小时，降低至五光设备的 52.2 小时，效率提升近 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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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以汽车轮胎钢片估测打印效率的提升 

 

资料来源：铂力特官微，中邮证券研究所 

 

振镜的扫描速度也是影响打印效率的核心因素之一。振镜模组的扫描效率越

快，便可有效减少激光扫描的调整时间，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另外，加工的最大

幅面和成型尺寸越大，可以适配更多尺寸的零部件，同时单板也可以批量化生产

更多的零件，使得单个零件的产出效率提升成本降低。此外，还有激光器的最大

功率、加工层厚等性能参数也在进步，包括工艺规划软件对于剖分效率、打印效

率以及使用便捷性的提升，都在助力金属 3D打印技术的产业化。 

金属 3D 打印的产业链日趋完善，一般 3D 打印出来的成型件还需要找传统

加工手段来配合，比如进行表面处理等。随着产业链不断发展壮大，协同效应显

著，以前难以找到配合服务厂商的后处理环节，现在都可以更轻松解决，产业链

的协同效应使得各个环节的成本、效率大大优化。另外，其他环节的补充加持使

得制造环节更丰富。比如客户端需求旺盛的嫁接打印，由于金属 3D 打印可以令

材料融合为一体，所以在大块且密实的结构处使用传统加工，再使用 3D 打印的

技术在原有结构上层打印复杂的、难加工的部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5 

图表12：3D 打印产业链图谱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邮证券研究所 

 

图表13：嫁接打印的适用场景 

 

资料来源：机床商务网，中邮证券研究所 

 

除此之外，客户的认可度提升也是产业链赋能 3D 打印的一环，设计与制造

有机结合提升效率。原先 3D 打印价格昂贵且会遇到各种突发问题，用户认可度

不高。随着近些年航空航天、军工、医疗领域的突破，客户也逐渐开始主动尝试，

这带来了设计层面 3D打印的应用。以前对于 3D打印的应用是先按照传统加工模

式设计，之后交给 3D打印公司制造，根本上并没有发挥出 3D打印的优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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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和生产端存在断层。机械设计过程中拓扑优化是理想雏形，能有效优化产品受

力分布及产品的重量，但因其几何构型十分复杂，难以采用传统制造工艺进行有

效地制备，拓扑优化方法与实际工程结构设计之间仍存在较大的鸿沟。受制于传

统设计理念及制造工艺，结构往往仅进行宏观拓扑设计，并未充分利用结构在多

尺度上的变化或者空间梯度变化所带来的广阔设计空间，使得产品性能提升非常

有限。如今采用 3D 打印的方案，设计过程是与技术相结合的，比如多零部件整

合成一个零部件等，真正地做到了“制造解决设计”。 

 

3D打印产业链相关公司梳理： 

1） 有研粉材：上游原材厂降本同时扩大市占率 

3D 打印产业链上游金属粉末材料公司。有研通过多年雾化球形粉末制备技

术的研究，掌握成套球形金属粉末制备关键技术，设计并制造了适用于球形金属

粉末的雾化装备，通过新型雾化器结构设计、雾化系统的创新和雾化工艺参数的

优化，显著的提高了成品粉末收得率、进一步提高了粉体的品质。以 3D 打印球

形金属粉末为例，通过雾化制备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积累，解决了 3D 打印粉末球

形度差、空心粉多、粒度分布不集中的行业技术难题，开发出铝合金 3D 打印粉

末材料具有流动性好，球形度高，松装密度高，粒度分布窄，卫星球少，打印件

力学性能优异等特点，有效的推动了 3D 打印金属粉末国产化替代的进程。公司

采用气雾化为主要工艺生产的铝、铜、钛、高温合金、模具钢、钴铬合金等粉末

材料。产品杂质含量低，球形度好，成分均匀，主要应用于用于航空航天、医学

修复等。 

 

2） 锐科激光：3D打印设备追求单台更多激光器 

国内光纤激光器龙头企业。锐科激光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关

键器件与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高功

率光纤激光器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光纤激光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具有从材料、器件到整机垂直集成能力的光纤激光器研

发、生产和服务供应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为激光制造装备集成商提供各类光纤

激光器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2021年公司产品应用于激光焊接、激光熔覆、新能

源、3D打印、船舶制造、航空航天等高端应用领域。 

 

3） 华曙高科：金属 3D打印设备性能效率升级 

3D打印产业链中游制造设备公司。华曙高科十余年来专注于工业级 3D打印

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金属（SLM）3D打印设备和高

分子（SLS）3D打印设备，并提供 3D打印材料、工艺及服务。公司已开发 20余

款设备，并配套 40余款专用材料及工艺，正加速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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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等领域。公司是全球少数同时具备 3D 打印设备、材料及软件自主研发与生

产能力的 3D打印企业，销售规模位居全球前列，是我国工业级 3D打印设备龙头

企业之一。 

 

4） 金橙子：激光振镜业务行业龙头 

3D 打印产业链中游制造设备金橙子。金橙子激光系统集成硬件产品包括高

精密振镜、激光器、场镜及其他硬件，金橙子重点投入振镜硬件研发，不断提高

振镜硬件单品的自主研发比例，夯实差异化优势，降低生产成本，金橙子软硬配

套比例有望保持快速提升的态势，振镜业务有望成为主要增长点。此外，金橙子

发挥技术和渠道协同优势，横向拓展激光伺服控制业务。 

 

5） 铂力特：全产业链覆盖受益行业发展 

3D打印全产业链覆盖公司，背靠航空航天名校西工大，公司发展迅速。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3D打印）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金属

3D 打印与再制造技术全套解决方案，业务涵盖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研发及生产、

金属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服务、金属 3D 打印原材料的研发及生产、金属 3D 打印

结构优化设计开发及工艺技术服务（含金属 3D 打印定制化工程软件的开发等），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金属 3D打印产业生态链，整体实力在国内外金属 3D打印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 

 

3 风险提示 

3D打印技术新领域应用不达预期，政策变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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