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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工艺就十分复杂，各部位都呈

弧线型，背板上刻有复古雕花，主

色金色和海上蓝色的特征也十分明

显。构建其数字模型，就是要对其

进行“数字孪生”。王蕾说，“数

字孪生，实际上指的就是虚拟的和

物理的结合——既有数据模型的存

储，又有物理世界的结构”。通过

数字扫描得到数字模型，以模型为

标准，可以放大打印，也可以缩小

打印，甚至可以支持不同材料的打

印。因此，数字模型是 3D 打印中最

昂贵和最核心的部分。

现如今，建筑模型是 3D 打印的

重点实践项目之一，尤其是在异性

和曲面的建筑设计上会被大量运用。

3D 技术的介入并不意味着主体结构

要打印，而是建筑的模型、装饰和

部件可以依靠 3D 技术来完成，借助

技术的先进性可以解决建筑上许多

精密结构的设计，如曲面上的砖块

如何进行排列可以既保证美观，又

保证安全。最后，在建筑落地修筑时，

就可以通过模型和施工图来辅助，

使得多样的建筑成为可能。

提到“增材”，人们总会好奇到

底什么材料可以被运用于 3D 打印？

材料又是怎么进行打印进而成型的？

从钛合金、不锈钢、玻纤尼龙、tpu 

、光固化到硅胶、水泥，都可以打印

成型。通常，运用机械臂就可以进行

3D 打印。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数字实验室的负责人朱元双向记者演

示了如何用一种木塑材料——upm 颗

粒，现场打印一台茶几。

“打印实际上是一层一层‘堆’

上来的。但每一层的材料能不能实

现稳固，角度能不能满足支撑要求

都是要进行严格检测的。设计出的

数字模型，我们会去检测它是否符

合 3D 打印的逻辑。一般来说，打印

的层与层之间能不能实现粘合，主

要取决于温度、材料与机械臂运动

速度三者的平衡。计算好这些参数，

机械臂在 3-4 个小时就可以打印出

一把极具设计感的椅子。”

从数字模型的设计，到材料的

运用，再到模型打印的过程，每个

环节都对 3D 打印设计师和从业者有

着非常高的要求。王蕾告诉《新民

周刊》，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以及

其他相关人员最重要的就是对三维

空间的想象能力，与此同时还需要

掌握结构力学、材料学、计算机、

数学、设计学等知识。所以 3D 打印

要求的人才从来都是跨学科的复合

型人才，他们需要掌握平面模型如

何可以转换为立体模型，需要了解

材料的不同特性以及组装材料如何

计算，需要明白打印机机械臂的运

动轨迹和控制方法，而这背后需要

精准的计算支撑，需要知晓一些建

筑美学和设计学的内容辅助模型设

计。总之，要集创意、造型、内容

生产和内容执行能力于一身。

这样兼具多学科思维的人才目

前是极度紧缺，“不仅国内缺，国外

3D 打印技术发展 30 多年来，依然缺

少这样的人才”。王蕾介绍道。而单

一地依靠高校的培养无法充分实现与

企业的对接，也因此 3D 打印技术越

来越多地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

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并且接

纳毕业生到企业进行培训。依据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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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具博览会在虹桥国家会

展 中 心 举 行。 其 中， 最 新 颖 的 展

区就是由三维设计品牌“极致盛放

Xuberance”打造的增材数字设计特展，

这是目前国际最大规模的增材数字设

计家具展，展放了各种具有创意、造

型奇特的家具用品以及摆设。  

走进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充

满未来感的造梦空间。这里有上海音

乐厅著名的“海上蓝”座椅模型，有

造型多变的建筑沙盘模型，有巨大的

仿生动物模型，甚至有异形的家用座

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作品

竟然是由高温陶瓷、水泥、光固化（液

体）、硅胶、塑料、粉末等让人意想

不到的材料打印而成的。

其实，不只是家具摆设可以打

印，小到文创产品、珠宝、服饰，

大至古建筑的模型都可以通过 3D 打

印来实现。正如极致盛放联合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 CEO 王蕾所说，“3D

打印已经开始进入民用领域，掌握

技术的设计师越来越多，逐渐地已

经可以看到一些细分领域了”。

3D 打印：“梦想工程师”

同手工制作一样，3D 打印最核

心的部分也在于“模型”，只不过

在 3D 打印的世界里，这被称为“数

字模型”。比如，上海音乐厅独具

特色的“海上蓝”座椅模型。座椅

　　3D 打印要求的人才要集创意、造型、内容生产和内容
执行能力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