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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政策新闻

（一）一图读懂《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工程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印发《智能

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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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 3D 打印和纳米技术公司 Zeda 完成 5200 万美元 B 轮融资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纳米技术和 3D打印制造公司 Zeda Inc.

在一轮由工业巨头支持的融资中筹集了 5200 万美元。

B轮融资之前以 PrinterPrezz 和 Vertex Manufacturing 的名称进

行交易，融资总额为 6800 万美元，未指明债务和股权的组合，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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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没有披露。Zeda 为医疗、航天、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提供工业 3D

打印和纳米技术服务。

虽然 Zeda 对于 3D 打印行业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但该公司的 CTO 和联合创始人 Greg Morris 更为人所知。 Morris 作

为 Morris Technologies (MTI) 的共同所有者，于 2003 年将第一台

DMLS 打印机带到了美国。MTI 将被 GE 收购，因为这家工程巨头在增材

制造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本轮融资的收益将用于资助公司在辛辛那提新建的先进制造数字代

工厂。 资金也将用于全球设施的扩张，以满足医疗、国防、航空航天、

空间和能源垂直领域对 3D打印不断增长的需求。

去年，Zeda(当时是 PrinterPrezz)宣布与新加坡医疗保健集群和国

家增材制造创新集群(NAMIC)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区域发展 3D打印植入

物市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部分资金也将有助于扩大 Zeda 在亚洲市

场的医疗植入应用。

尽管 Zeda 最初是为了满足骨科设备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成立的，

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与各个行业的公司合作。 首席执行官 Shetty 解释了

他们如何很快意识到将半导体行业的先进技术与 3D 打印等制造工艺相

结合“不仅可以彻底改变医疗保健，还可以推动太空、国防、半导体和

航空航天行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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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西省增材制造专利导航成果发布暨成果转化启动会在渭南召开

3月 7 日，陕西省增材制造专利导航成果发布暨成果转化启动会在

渭南召开。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侯社教，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

杨世宏，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渭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高振鑫，副市长

张开出席。

侯社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

感谢。他说，此次大会是省知识产权局、省科技厅、渭南市，发挥渭南

增材制造产业优势，扎实推进高质量项目实施、打造良好营商环境、锤

炼干部作风的具体举措和成果展示。希望进一步促进专利导航成果的落

地应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谋，为企业研发提供依据。渭南要做实做细

做优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促进专利集群与创新集群、产业集群融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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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推动形成具有渭南特色、具有强大竞

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

会议发布了陕西省增材制造专利导航项目成果；受邀专家学者作了

主题演讲，企业代表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行签约，并开展项目路演。

 应用领域资讯

（一）航天六院百台增材制造设备规模的产业化、研发双中心建成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发公司航天特种构件增材制造技术创新中心百

台设备已全部到位并运行，形成增材制造产业发展生产力，率先建成

9000m²，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百台增材制造设备规模的产业化、研发

双中心，全力支撑发动机关键零组件的生产研制，促进液体动力科研生

产模式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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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发公司将继续加强前沿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充分发挥创新中心平

台作用，加强与国内优势科研院所交流合作，在高效率增材制造、特殊

结构专用装备等方向与具有技术储备的单位深入合作，提升增材制造适

用能力。同时，依托增材制造产业中心技术和资源优势，吸收社会优质

增材制造生产资源，建成安全可信、协同高效的增材制造云端平台，实

现各类增材制造资源的广泛互联，形成强大的制造服务能力。

后续预计还将建设 30000m²产业化基地，配套增材制造装备 300 台/

套，建立基于数字化成形、智能监控、智能物流技术的智慧化增材制造

“黑灯工厂”，引领增材制造产业发展。

（二）唐都人才节 | 鲲池春水暖 聚智创未来

3月 12 日，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活力唐都 智创未来”第三届

人才节在医院大礼堂隆重开幕，中国工程院卢秉恒院士，医院常委、机

关干部、文职人员、科室主任、护士长以及各类社会人才代表共计 800

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工程院卢秉恒院士，医院院处领导、3D打印研究中心曹铁生教

授、科研学术委员会成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兄弟单位专

家代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及 3D打印高新技术企业代表等参加了 3D

打印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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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倩副院长主持仪式。她表示，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切实解决医工结合的短板问题，医院成立 3D打印研究中心，这

也是加强陕西省医学科技创新建设、推进临床医学和理工学科的实质性

交叉融合的创新举措。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将个性化医学理念和医学 3D

打印技术推向更广。

（三）核能领域两个增材制造研究推进机构在核动力院设立

2023 年 3 月 10 日，首届核能增材制造高端技术论坛在成都召开，

开幕式上举行了核能增材制造四川省级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中国增材

制造产业联盟核能工作组成立仪式。会上，有关部门领导为核能增材制



第 13页共 21页

造四川省级重点实验室揭牌，并为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

随后在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核能工作组成立仪式中为核能工作组授牌。

核能增材制造四川省级重点实验室由核动力院核动力院牵头，联合

四川大学、东方电气研究院共同设立。旨在依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及联合单位的优势，推动增材制造在核能领域的发展及应用，引领技术

前沿，强化资源协同，助力四川核能产业升级。

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核能工作组由核动力院牵头申请设立，在工

信部及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领导下工作，核能工作组秘书处设在核动

力院。核能工作组聚集了涵盖核能研发、核安全审查、核工业标准化、

核能装备企业、增材制造企业、增材制造国家创新中心、国家产品质量

检验检测中心在内的共 36家单位，任务是优化整合国内外核能增材制造

优势研发资源，打通核能增材制造产品研发流程及数字链路，推进核能

领域增材产品研发应用，构建核级增材产品鉴定及标准化体系，推进核

能领域增材产业发展。

核动力院是核能领域最早开展并持续推进增材制造研究的单位，一

直致力于推进核能领域增材制造技术的前沿创新与应用，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与产、学、研、用端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态势。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搭建起核能优势企业和增材制造优势单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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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合作的桥梁，推进了增材制造技术与核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

的里程碑意义。

（四）人工智能+3D 打印，与真骨高度贴合，助力膝关节畸形“复位”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3D 打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日常诊疗中，

并在多个领域体现出了巨大优势，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在骨

科手术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高新技术与医疗技术相结合，较好地

解决了传统骨科手术“看不见、打不准、拿不稳”的难题，让手术方案

规划更加科学合理，手术操作过程更加得心应手，更让患者获益良多。

山东省立三院关节与运动医学外科采用“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

为一例左膝关节畸形患者施行膝关节置换术，帮助一个家庭重新找回生

活的方向。手术换膝，解除病痛，成为治疗的当务之急。关节与运动医

学外科团队在科主任林永杰的带领下，与影像中心、麻醉科、手术室多

次进行会诊讨论，论证评估手术风险，制定周全的手术方案。针对患者

严重变形的膝关节，手术团队决定采用“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

这项技术是通过影像中心的薄层 CT扫描，获得患者的下肢准确数据，

借助电脑人工智能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将术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进

行预判及处理，然后应用 3D打印机将设计的模型骨及导板打印出来，在

手术中进行参考及定位，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手术的风险，并提高了手术

成功率。手术方案很快得到了患者与家属的认同，手术如期开展。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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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露关节后，直接使用手术导向器与张先生的关节面匹配，进行切骨

操作，无需传统手术的复杂步骤。置换的膝关节假体与患者的真骨高度

贴合，手术用时约 3 小时，顺利完成。术后，患者病情恢复迅速，伤口

愈合良好，肢体外观及功能彻底改善，3天后便康复出院。

科技以人为本，人工智能、3D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大大提升了

手术治疗效果，让患者最大获益。该技术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关节与运动

医学外科在精准医疗数字化技术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人工膝关节

置换水平再上新台阶，为更多膝骨关节炎患者带来福音。

 联盟会员动态

（一）中航迈特钛合金粉获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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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中航迈特自主研发的牙科用激光选区熔化钛合金粉

Ti6Al4V01，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通过，继钴铬合金粉末产品

CoCr01 后，再获一张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提速布局齿科金属增材制

造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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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中航迈特已完成 CoCr01、Ti6Al4V01 两款牙科专用金属

粉末产品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布局，多款专用粉末产品同步开展研

发注册，公司齿科专用粉末体系日臻完善，依托于自主化粉末制备工艺

技术及规模化产线，为齿科用户提供满足需求的优质粉末服务。

聚焦齿科金属 3D打印应用领域，2023 年，中航迈特集中发力，持

续完善自主化粉末审核认证，先后推进完成专用 3D打印设备 MT170 发布

上市、全流程工艺技术试验线建成并投入使用，深耕突破，不断为齿科

行业发展寻求创新服务解决方案；后续，我们期待与更多行业伙伴携手，

共同推动齿科行业创新发展。

（二）一迈智能高温 3D 打印机使碳纤增强材料的旋转变压器外壳成本

直降 50%

2015 年 5 月 4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旋转导向系统和随钻测井系统联

袂在渤海完成钻井作业，中国首次在这两个技术领域打破了国际垄断，

成为全球第二个同时拥有这两项技术的国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成

为全球第四、国内第一个同时拥有这两项技术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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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旋转导向系统中，用于导向钻井中钻井设备之间相对旋转情况下

稳定供电的旋转变压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为了保证旋转变压器在

地下的高温高压环境中能够稳定工作并且满足轻量化，制造商需要使用

非金属高性能材料来制作这个旋转变压器的外壳。在选择 3D打印之前，

制造商使用 PEEK 棒材进行减材加工，但是这造成了 90%的材料及成本浪

费，让制造商苦不堪言。

2022 年，经过技术评估以及成本分析，制造商最终选定一迈智能的

高温 3D打印机打印 CF-PEEK 碳纤增强材料来生产旋转变压器外壳。

客户杨先生表示：使用 3D 打印的方式生产碳纤维增强的 PEEK 旋转

变压器外壳，这比我们使用减材加工会降低至少 50%成本。



第 19页共 21页

报：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

送：联盟各成员单位

全国增材制造（3D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八路 997号

邮政编码：710000

联系电话：029-81157497，13319228350

欢迎联盟成员单位提供相关信息，供稿邮箱：niaam_3d@163.com

联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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