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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商务和经济
合作局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开立的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
户，账号：510501808636000009
95，核准号：Z6810000125901，遗
失作废。

甘孜藏族自治州商务和经济
合作局

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现甘孜
县自然资源局）发土地使用证，证
号：甘孜国用（2003）第045号，遗
失作废。

土地使用权人：扎西巴姆
公章“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

任公司”，编码:5133215039825,
遗失作废。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章，法人姓名: 刘成斌，编
码:5133215042764，遗失作废。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码:513321900
1110，遗失作废。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码:513321000
3884，遗失作废。

康定县兴康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甘孜州同辉钢瓶检测

有限责任公司”，编码:51332150
40758, 遗失作废。

甘孜州同辉钢瓶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

甘孜州同辉钢瓶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法人章，法人姓名:邵长
生，编码:5133215003832,遗失
作废。

甘孜州同辉钢瓶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

甘孜州同辉钢瓶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513321
0004825,遗失作废。

甘孜州同辉钢瓶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

德格县农牧农村局发德格县
马尼干戈镇马尼村股份经济联合
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513
330MF7667654Q，遗失作废。

德格县马尼干戈镇马尼村股
份经济联合社

遗失启事

甘孜日报讯 8月20日，稻城亚
丁机场，一架民航客机振翅高飞，翱
翔蓝天。此次航班除了乘坐乘客外，
还搭载了甘孜山珍——松茸。让松
茸“坐”飞机，甘孜州邮政分公司实
现了松茸航空运输，以最快的速度
走上消费者餐桌。

8月4日上午9点25分，装载着
1.62吨甘孜松茸的民用航班从稻城
亚丁飞往四川成都，标志着甘孜州
邮政分公司 2024 年甘孜松茸航空
运输正式开通。

据悉，为更好保障甘孜松茸省
际和省内运输时限，有效应对雨季
雅康高速公路、国道 318 道路阻塞
等突发情况，甘孜邮政联合稻城亚
丁机场，启用航空渠道运输资源，已
开通甘孜州南路5县松茸直接由稻
城亚丁飞往成都天府、双流 2 条民
航货运邮路，持续保障和服务甘孜

“松茸季”。截至8月20日，已航空运
输松茸 34 趟超 40 吨，日均航空运
输至少2趟。

秦菁

甘孜邮政

山珍空中“走”
松茸打“飞的”

潮玩、食品、颅骨模型等皆可打印

7月1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张恺
翔同学收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这份通知书整体以“书”的外形
呈现，装有一把用太空金属材料 3D 打
印、抛光的“金”钥匙。

3D 打印，给录取通知书增添了科
技感，备受学子们的喜爱。这种最先在
美国发展起来的新型制造技术，也被称
为增材制造，其工作原理主要是以数字
模型文件为基础，使用可粘合材料如粉
末状金属或塑料等，通过逐层打印来构
造物体。

“如果把一件物品剖成极多薄层，
3D打印就是一层一层将这些薄层打印
出来，上一层覆盖在下一层上并与之结
合，直到整个物件打印成形。”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钢说。

在陕西，记者走进西安康拓医疗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十余台 3D 打印
设备整齐排布，有序作业。通过逐层扫
描、累加成形，一个定制化的颅骨模型
不到5小时即可制作完成。

“每台设备可以同时生成6个颅骨
模型。”公司研发工程师赵峰说，每个模
型都是量身定制，能准确展现用户头颅
结构，有效协助医疗机构进行诊疗。

如今，丰富多样的潮流玩具受到不
少年轻人热捧，玩具制造这一传统劳动
密集型产业正焕发新的商机。在“中国
潮玩之都”广东东莞，3D打印技术已被
广泛运用到潮玩产品研发设计之中。

“在设计阶段，主要运用 3D 打印
技术验证外形、结构等方面的可行性。
比如公司推出的潮玩 IP‘胖哒’，经过
数十次 3D 打印技术验证后，才设计出
最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形态。”东莞市
顺林模型礼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学深说。

在河南，信阳博物馆用 3D 打印技
术按照 1∶3 比例虚拟复原的“袖珍版”

《文昭皇后礼佛图》，吸引不少游客驻
足；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用 3D 打印
技术制作的月饼，受到不少消费者喜

爱；在江苏，南京首批混凝土 3D 打印
车棚在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落
地……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分会总干事、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李涤尘表示，我国 3D 打印已在医
疗、航空航天、消费电子等领域实现规
模化应用。截至 2023 年底，国产 3D 打
印装备拥有量占全球装备的11.5%，处
于全球第二；消费级非金属 3D 打印装
备市场占比位居全球首位。

更好赋能传统制造

在亿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湖东
工厂，每小时有数以万计的夹心饼干新
鲜出炉，通过自动包装分发送往各地。
如此高效的生产方式，离不开 3D 打印
技术的助力。

“购入3D打印机后，以前需要6万
元购买的食品加工机器配件，现在几百
元就可以打印出来，食品加工效率有了
明显提升。”亿滋湖东工厂制造总监李
云龙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对于传统
制造技术，3D 打印的突出优势是不需
要模板，可以直接打印，节省了材料消
耗和人工成本。其次，3D打印具有快速
成型、实现任意复杂结构制造的技术优
势，更好赋能传统制造。

在浙江，记者在杭州时印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一台食品 3D 打印
机可以做出 20 多种不同类型的食品。

“传统烘焙类产品都是用手工制作，现
在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呈现。”公司
CEO李景元说，食品3D打印机可以打
印出不同形态产品，更好满足市场定制
化需求。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3D 打印技术
为诸多高技术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开辟了新的竞争优势。

“由于医疗机器人体积小，需要的
电池体积更小，目前只有 3D 打印技术
能够解决这种三维尺寸小于 4 毫米的
电池一体化制造及封装难题。”高能数
造（西安）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令
旗说，借助 3D 打印技术，公司研发出
的“玲珑”系列超微型电池，已成功运
用到植入式医疗机器人领域，广受市
场欢迎。

从《“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提出打造增材制造产业
链，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和技术改造专项，我国将增材
制造（3D 打印）作为未来规划发展的
重要领域。

在地方层面，记者梳理发现，广东、
江苏、重庆、浙江等多地在政策文件中
明确发展增材制造（3D 打印）。比如广
东印发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将打
造营收超1800亿元的激光与增材制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3D 打印具有广泛的制造业覆盖
面，尤其是在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

等领域应用潜力较大，是推动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李涤尘说。

一些发展瓶颈仍需突破

受访专家告诉记者，高性能、高效
率、低成本是 3D 打印技术的未来发展
方向。但目前我国 3D 打印规模化制造
稳定性和经济适用性仍有差距，还需
进一步完善技术研发和产业支撑政策
体系。

从技术层面看，李涤尘建议，加快
布局 3D 打印全链条协同创新实验室、
中试平台和创新中心，构建以自主技
术为主的 3D 打印生态体系和标准化
体系。强化战略人才力量建设，在国家
人才培养计划中单列 3D 打印类别，多
层次引育 3D 打印技术创新和产业领
军人才。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3D
打印规模以上企业有近200家，但其中
多为中小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相
对较弱。“要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牵引，
做强大型 3D 打印骨干企业，扶持中小
3D打印企业，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
集群。”李钢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欧
美已用 3D 打印整体火箭、发动机等标
志性产品，带动了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从国内看，要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向，加
快打造3D打印标志性产品和典型应用
场景，推动3D打印进一步应用到汽车、
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等重点行业，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李涤尘建议。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拥有完备
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随着相
关政策不断完善，3D 打印有望应用于
大部分制造领域，更好造福人们的生产
生活。

“预计未来 3 至 5 年，我国 3D 打印
产业规模将与欧美总体相当，增长率将
高于全球8至10个百分点。”李涤尘说，
未来，3D打印将全面支撑先进飞机、机
器人、器官药物筛选模型等行业，有望
催生万亿元市场规模增量。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打印玩具、打印食品、打印汽车……随着智能制造技术更新

换代，3D打印正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我国3D打印设备产量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上半

年同比增长51.6%。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走访陕西、广东、江苏等地发现，3D打

印技术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深化，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高质

量融合，已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重要推动力。

3D打印如何影响
我们的生产生活？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张博文 吴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