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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与先进材料 

〖信息类型〗期刊 

〖原文标题〗Additive manufacturing: expanding 3D printing horizon in industry 4.0 

〖参考译名〗增材制造：扩大工业 4.0 中的 3D打印视野 

〖关 键 词〗增材制造;工业 4.0;3D打印;持续性 

〖内容摘要〗增材制造（AM）技术能够以降低开发成本、缩短交付周期、降低制造过程中的

能耗和减少材料浪费的方式生产个性化产品。由于技术的成熟、3D 打印提供的广泛可能性

以及机构的推动，AM 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众多行业的领先技术。工业 4.0 最重要的方面之

一是 3D 打印。它可以用于制造复杂的零件，并允许公司削减库存、开发按需产品、创造更

小的本地化制造条件，甚至缩短供应链。由于上述卓越的“业绩记录”，预计 AM在未来将快

速增长。根据一份发布的报告，预计到 2030年，AM市场将生产价值 2万亿美元的组件和终

端产品。因此，智能技术和生产系统的集成或间接地，可以说 AM 正在推动工业 4.0，它在

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最重要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AM 是未来生产系统的未来范

例，工业 4.0 将利用其潜力实现基本目标。AM 现在将在各种工业应用中被发现，包括航空

航天和医疗保健到消费品。本文综述了 AM技术的概况、历史、工业应用、挑战和未来展望。

最后，还考虑了使用 AM的案例研究。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Interac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IJIDeM) 

(2022) 

〖链接〗https://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105458  

 

〖信息类型〗期刊 

〖原文标题〗Advances in composite forming through 25 years of ESAFORM 

〖参考译名〗ESAFORM 25年来复合材料成型的进展 

〖关 键 词〗复合材料;纤维矩阵无卷曲织物;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非正交本构模型;壳有限

元;微观力学压实模型;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解释过程数据;平面渗透率;模塑 rtm工艺 

〖内容摘要〗复合材料结构应用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航空航天和汽车工业中，导致了对模

拟复合材料成形过程的鲁棒模型的需求。由于复合材料的纤维基质成分，复合材料在成形过

程中的机械行为相对复杂。在过去 25 年中，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以确定织物增强复合材

料系统在成形过程中表现出的机械行为的实验方法，并开发用于成形模拟的计算机代码中的

材料模型。自 1997 年以来的 ESAFORM会议，特别是 2001年启动的“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小

型研讨会上，都对这些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本文介绍了复合材料成形特有的机械特性测

试以及数字图像相关和 X射线断层扫描等最新分析技术。三维力学行为规律，特别是亚弹性

和超弹性力学行为规律已经发展并扩展到第二梯度模型。提出了具体的壳体方法及其在起皱

分析中的应用。树脂流动和渗透性分析是本文讨论的复合材料成型过程中的另一个研究领

域。还介绍了对某些工艺的研究，特别是热塑性复合材料的热成型、湿压成型、拉挤成型、

https://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105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