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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定制首饰设计开发。方法 通过对 3D 打印技术在首饰行业的应用介绍，并与传统的首饰个性化定

制过程全面对比，讨论 3D 打印技术对首饰个性化定制产业在用户需求、设计环节、制作过程、销售环

节、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的重塑。分析在 3D 打印技术下，个性化定制首饰开发的各环节的变化特点，

尤其是对设计和制作环节的影响，来指导个性化定制首饰的设计开发。结论 通过与传统首饰个性化定

制全过程的对比阐述，理清了在新技术条件下，个性化首饰定制开发的特点和转变，助力产品开发和行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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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of Jewelry Personalization Process with 3D Printing 

ZHANG Xian-f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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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how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reshapes the specific links and processes of traditional 

jewelry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industry, so as to guid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jewelry. It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e jewelry industry, and compares with the traditional 

jewelry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process, discusses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how to rebuild the industry of jewelry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user needs, design links, production processes, sales links, after 

sales services and so on.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s in each link of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jewelry 

development under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technology o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link, in order to guid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jewelry. By comparing with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jewelry customization, it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personalized jewelry customi-

z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technology conditions, which can support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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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在《辞海》中解为“确定的做法和制度”，

而 “ 个 性 定 制 ” 源 于 法 国 的 高 级 定 制 时 装 —Haute 

Couture，意为：“奢华的制高点，拥有高不可攀的特

权”[1]。与时装定制相似，个性化首饰定制也因价格

高昂而多服务于富、贵等上流社会人群。大众消费者

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对定制首饰的投入有限，因此

几乎长期被排斥在定制首饰之外。 

随着个性化的兴起，大众消费群体毫无保留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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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他们对个性化定制首饰的渴求，但经济问题仍然是

困扰他们主要障碍。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引入，通过

重塑首饰个性化定制的各环节，改写传统珠宝首饰业

中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的现状，使少量甚至

单件高质量首饰生产也能以批量的价格获得，既能满

足大众消费者对低价个性化定制首饰的需求，又能推

动产业进步，因此分析 3D 打印技术对首饰个性化定

制过程的重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首饰个

性定制产业现状着手，研究 3D 打印技术对首饰个性

化定制的需求、设计、制作加工、销售过程和售后服

务等首饰生命全过程的重塑。 

1  首饰个性化定制的发展 

发展至今，首饰个性化定制主要经历了 3 个阶

段：（1）针对高端消费人群的个性化定制阶段，（2）

针对低收入大众消费人群的大规模定制阶段，（3）兼

顾低收入大众消费人群的个性化定制阶段。 

1.1  高端消费者的首饰个性化定制 

长期以来，“首饰个性定制”的市场规模较小，多

服务于高端人士。早在 15 世纪，奥地利大公麦西米

伦聘请 高级的珠宝师制作世界上第一枚钻戒，俘获

法国玛丽公主的芳心，见图 1，18 世纪，欧洲的贵族

名人醉心于定制个性珠宝首饰，以保持自己在公众场

合与众不同；20 世纪 50 年代，温莎公爵夫人所佩戴

的豹形胸针、手链、项链和长柄眼镜等突出她个人风

格的饰品给人印象尤为深刻[2]，见图 2。这些个性化

定制首饰风格特异，价值高昂，虽深受贵族等高端人

群的喜爱，却难以惠及普通大众消费者。 

1.2  大众消费者的首饰大规模定制 

首饰的大规模定制主要体现为首饰组件的模块

化[3—4]，即将首饰组件按照不同功能，制作成相应的

模块，快速重组，构成不同风格的首饰，见图 3。 

大规模定制实际是通过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首饰组

件，增加消费者的有限选择权来实现首饰差异化，但 

 

图 1  玛丽公主的钻戒 
Fig.1 Princess Mary's diamond    

 

图 2  沃丽思的胸针 
Fig.2 Wallis' duchess 

 

图 3  首饰组件 
Fig.3 Jewelry components 

消费者本身并没有参与首饰设计和制作，这属于首饰

批量生产组件的多样化搭配，不是真正的个性定制。 

1.3  基于 3D 打印的大众消费者的首饰个性化定制 

3D 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技术”，运用粉末状金属、

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叠加打印来制造三维产

品的技术[5-8]。将创意模型输入 3D 首饰打印机，控制

电脑对首饰模型数据进行分层，然后打印机的加热装

置把粉末状蜡、树脂、首饰金属等材料高温熔化成液

态，再通过打印头挤出、固化，并层层叠加而成蜡模、

树脂模或首饰成品。 

3D 打印因其对首饰制作各环节的重塑而使效率

大幅度提升，同时，珠宝首饰企业通过建立智能化生

产工厂，形成规模化个性定制，大幅度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实现以批量的价格来生产少量或单件产品，

从根本上实现了大众消费者对低价个性化定制首饰

的需求。 

2  3D 打印对首饰个性定制过程的重塑 

2.1  用户需求的重塑 

在传统首饰消费中，用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常被

压制。受制于个性化定制首饰的高昂价格，囊中羞涩

的人们总在首饰的价格、个性化中徘徊，既想获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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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不同的个性化定制首饰，又希望价格亲民，然两者

不可兼得， 终内心的审美呼唤往往得不到回应，个

性需求常被压制。 

在 3D 打印的首饰个性化定制中，大众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由于能以批量生产的价格

实现首饰个性化定制。因此，价格不再是左右人们决

策的关键因素；相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尽情地释放自己对个性化定制首饰的激情。 

同时，首饰的再设计将成为常态。当人们对自己

拥有的首饰不再抱有热情，而重新设计制作首饰又花

费不大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原有首饰进行重设

计，特别是当人们能借助强大的平台和智能的软件亲

自完成首饰的个性化设计时，人们更会乐此不疲。 

2.2  设计环节的重塑 

2.2.1  消费者范围和设计思维的变化 

首饰大规模定制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所针

对的消费者是由许多消费观念相似的人组成的群体，

因此，设计的目的是把握这个群体的共性，设计出广

受喜欢的首饰。 

3D 打印的首饰个性化定制所针对的是个性化消

费个体，每一位客户都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市场细分单

元，因此，设计的目的是基于个人的个性特征、爱好

需求等因素，进行表现其个性特质的首饰个性化展

现。在传统的大规模定制中，设计是针对众多消费者

的共性寻找；但在 3D 打印的个性化定制首饰设计中，

设计是针对单个消费者的个性满足。 

2.2.2  消费者参与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 

在首饰大规模定制设计中，由于采用的是大工

业的批量生产，因此消费者在设计阶段的参与是被

动的，作为被调查、分析的对象。设计师通过对调

查信息的分析、总结，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

设计创意。 

在 3D 打印的首饰个性化定制设计中，消费者更

积极主动地深入参与创意设计，将自己的思维、取向、

个性要求等物化在首饰中，设计出具有典型个性特征

的饰品。 

（1）主动表达自己的审美倾向和喜好。和大规

模定制首饰不同，3D 打印可以实现少量甚至是单件

首饰打印，因此顾客与设计师可以面对面地交流，明

白、直接地说出自己审美取向和创意要求，以及自己

对材质、工艺、色彩等方面的偏好，使设计定位更准，

针对性更强。 

（2）积极主动参与方案的确定和修改。在 3D

打印的首饰个性化定制设计中，由于消费者会明确表

达自己的个人喜好，因此其风格、定位会更具有针对

性。虽然材质、工艺这些客观固化的因素容易确定，

但是客户对首饰风格、概念等等方面的要求是通过口

述传递给设计师， 终结果也会与顾客的思维出现较

大的偏差，因此在概念设计和修改过程中往往需要消

费者本人的参与才能完成，见图 4。 

 
图 4  消费者参与完善创意 

Fig.4 Consumer perfect originality 

（3）借助平台，独自完成创意和表达。随着 3D

首饰软件更简便化和智能化，以及配件库的建立，一

些普通消费者也能进行个性化创意表达，并使用“增

强现实珠宝首饰虚拟试戴”之类的软件进行虚拟试

戴，让消费者能事先体验到首饰成品后的穿戴效果，

并进行修改直至完全满意后再进行制作，见图 5。在

可以预想的未来，消费者甚至可以直接使用安装在手

机上的智能 3D 首饰数字建模 APP，设计适合自己个

性要求的专属首饰，发送给珠宝首饰智能工厂，用

3D 首饰打印设备制作，并通过物联网把成品首饰邮

寄给消费者。 

 

图 5  虚拟试戴 
Fig.5 Virtual try 

2.2.3  设计师服务重点的转化 

传统设计中，设计师是创意的主体，客户是被分

析的对象，设计师根据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和分析，结

合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创意设计，体现设计师在设计

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在 3D 打印的首饰个性化定制设计中，表现消费

者的个性需求成了设计环节的主要任务。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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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的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有清晰的认识，只

是认识比较感性，不知如何在技术上实现，因此需要

设计师提供专业服务帮助他们完善、完成这些创意；

同时，消费者在定制个性化首饰时，多带有盲目性，

其首饰设计创意往往与他们自己的身形、脸型、肤色、

身高等因素不搭配，这就需要设计师提供专业的指导

意见，进行实时修改，使之既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又符合他们的自身特色。 

总体来说，在传统设计中，设计师在设计创意实

现中起主要作用，是创意的提供者；在 3D 打印的首

饰个性化定制中，设计师起辅助作用，是设计创意的

优化、完善者。 

2.3  制作环节的重塑 

3D 打印对首饰制作环节的重塑主要是针对手工

雕蜡和铸造两个环节，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首饰个性

化定制发展的难题。 

2.3.1  传统首饰制作过程及特征 

传统的首饰制作有两种途径，手工雕蜡和直接

起金属版，再经过铸造（手工雕蜡方法用）、执模、

镶嵌、抛光、表面处理、质量检验等环节完成，见

图 6。 

 

图 6  传统首饰制作 
Fig.6 Traditional jewelry making 

手工雕蜡是根据草图制作蜡模，再经铸造而成；

起金属版则是根据草图直接用首饰金属制版，省去铸

造环节，这两种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雕蜡相对容

易，但是需要铸造；直接起金属版虽然雕刻困难，但

是省去了铸造环节，这两种方法都因其关键环节（雕

蜡和起金属版）容易损坏重做而导致效率低下，这也

正是 3D 打印的发力点。 

2.3.2  3D 首饰打印特征及改进 

1）打印材料及运用。单就材料而言，几乎所有

的材料都能用来制作首饰，但受技术限制，适合 3D

打印的首饰材料并不多，主要分为两部分：（1）以

蜡、树脂为代表的辅助模型类；（2）直接被用作首

饰制作的材料。前者不但价格便宜、造型容易、成

型效果好，而且技术成熟，设备价格较低，因此被

业内广泛使用。后者直接被用作首饰制作的材料，

如金、银、铂金等贵金属，以及铜、合金，甚至工

程塑料等可塑性较强，且能直接用 3D 打印机进行形

体塑造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打印制作过程中除了对

打印机的要求不同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是

其执模、镶嵌、抛光、表面处理等工艺因材质的属

性而异，且差异巨大。 

2）3D 喷蜡、树脂打印。3D 喷蜡、树脂打印是

当下首饰行业内运用 广泛的一种方法，用电脑数字

起版和 3D 喷蜡、树脂打印来代替传统方法中的手工

雕蜡环节，见图 7。由于手工雕蜡出错后只能重新雕

刻，因而效率低、浪费大，而电脑数字起版，无论是

创意表达还是修改都比手工雕蜡更方便且效率更高，

同时，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蜡模、树脂模也没有失败

之忧；再则，采用 3D 首饰数字技术，同款首饰只需

在电脑设计图中调整镶口的数据，就可镶嵌任何大小

的钻石或彩宝，从理论上讲，一款首饰电脑设计图可

以修改为任意版本，因此其效率是手工雕蜡所不能比

拟的。 

3）3D 金属打印。3D 金属打印是在 3D 喷蜡、

树脂打印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将铸造和蜡模制作

用 3D 金属打印来代替，通过直接打印贵金属成型，

简化蜡板制作和铸造，从而使效率更高，费用更少。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蜡版和起金属版一直是首

饰制作的两个方向，而 3D 喷蜡、树脂打印和 3D 金

属打印可以看成是向这两个方向分别发展的结果，

见图 7。 

总体来说，3D 打印都是围绕传统首饰制作中的

起版和铸造两个环节来进行优化，实现对首饰制作环

节的重塑，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电脑起版代替手工起版，提高制作效率。无

论 3D 喷蜡打印，还是 3D 金属打印，都将传统方法

中的手工起版（手工雕蜡、起金属板）用电脑起版代

替，将出错率 高的起版环节放在电脑上来完成，从

而避免手工起版每次出错都需重做而造成时间和材

料的浪费。 

2）以批量的方式实现单件生产，满足大众消费

对低价定制首饰的要求。3D 金属打印既避免传统首

饰制作中的手工起版和铸造环节，同时也避免在大批

量生产中制作模具和建立生产线等花费，从而实现以

批量的价格实现单件制作，这正是大众消费的个性化

定制所要求的低价、个性化定制首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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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D 首饰打印与传统首饰制作方法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3Djewelry printing and traditional jewelry making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变化外，3D 打印通过材料的

叠加来阐述所需要的物质形式，属于增量制造，跟传

统的减法制造完全相反。因此，加工余料少，不但能

减少执模工作量，还能减少材料浪费，节约资金。 

2.4  销售过程的重塑 

传统的首饰销售和普通商品买卖一样，多以实物

销售为主，消费者亲眼目睹首饰的全貌，挑选、试戴

并购买自己喜欢的首饰。 

在引入 3D 打印技术后，个性化定制首饰的销售

逐渐转化概念销售和加工制作两种途径。在概念销售

途径下，用户可以通过平台选择自己喜欢的首饰样

式，再在设计师的指导下进行个性化定制改造，并在

虚拟试戴软件的帮助下进行试戴和修改，满意后再将

设计图纸发送到珠宝智能工厂，通过 3D 打印设备进

行制作；在这种加工制作的途径下，消费者自己参与

完成首饰的设计，而企业主要提供 3D 打印设备，进

行代工销售服务。 

2.5  售后服务的重塑 

首饰虽然属于低损耗品，但由于人们佩戴频率

高，也不免出现损坏，需要售后维修服务。 

传统的首饰破损维修，需要将首饰返回厂家，厂

家用相同的模具重新铸造出破损部分，再经过焊接、

执模、镶嵌、抛光和表面处理等工序才能完成，但是

这得在厂家把原来的模具保留下来的前提下才能实

现，如果没有保留，则破损的首饰将很难被维修。 

运用 3D 打印技术则没有这个担忧，因为设计方

案是在消费者参与下完成的，该方案也属于消费者所

有，他们自己可以把源文件留下，也可以让企业存档。

当首饰损坏，消费者可以就近选择任意一个 3D 打印

机，运用相同的材料，输入模型源文件，打印出相应

的损坏部件即可。 

3 首饰个性定制过程重塑的后续发展 

3.1  设计环节的发展 

3.1.1  培养设计师综合才能，为消费者提供全面服务 

在以 3D 打印技术驱动的首饰个性化定制业务

中，设计师职能已转变为消费者个性化概念的完善者

和指导者。因此，首饰设计师不但要具备专业的首饰

设计知识，还必须具备时装搭配、造型指导等综合才

能，以便能为消费者提供以个人气质为基础的，包括

首饰、服饰、发型等整体形象的建设性意见。 

3.1.2  降低创意表达门槛，引导消费者清晰表达创意 

随着大众消费者个性化定制产业的发展，越来越

的大众消费者热衷于自己动手进行个性化创意表达。

由于消费者专业知识的限制，要完成完整的创意表

达，除了设计师的辅助外，也需让首饰设计软件更加

人性化、智能化，以及建立更为丰富素材库，以此降

低创意表达门槛，让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消费者在设

计师的帮助和引导下也能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概念，使

终的首饰效果能更贴近消费者的本意。 

3.2  制作环节的发展 

制作环节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打印速度的加快。现

今，3D 打印速度较慢，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并成为该技术大规模市场推广的技术瓶颈。因此，加

快设备加工的速度，实现首饰打印“立等可取”是未来

首饰个性化定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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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障机制的发展 

大众消费的首饰个性化定制是为单个的消费者

服务，这就需要加强首饰材料的质量的监管[10]。对批

量产品而言，如果产品在质量方面出现问题，由于使

用的人数众多更容易被曝光并进行监管；但个性化定

制首饰针对的是个体，因此监管的难度相对较大，特

别是对于翡翠、玛瑙、金、银等贵重材料，其品相、

等级、纯度都不是普通消费者能分辨的，因此完善首

饰质量监管至关重要，比如建立企业信用档案来进行

跟踪以保证消费者的利益。 

4  结语 

首饰个性定制是首饰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

3D 打印技术日趋成熟，那些阻碍大众消费者获得个

性化首饰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同时，新技术促成了

整个首饰个性化定制产业的变革，重新定位了消费

者、设计师在该产业中的作用和地位，重塑用户需求、

设计、制作、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现阶段，

虽然该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仍有诸多不足，但随着技术

的进步和相关保障措施的完善，3D 打印技术一定能

创造首饰个性定制产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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