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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 3D 打印的个性化创意设计及民主制造，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方法 阐释民主制

造的定义，3D 打印和个性化创意设计是民主制造的重要手段。使用信息设计方法揭示个人喜好与个性

化创意设计的关联模式，使千差万别的个体实现创意设计，形成广大民众的民主制造。  结论 3D 打印

的个性化创意设计和民主制造进一步提高全球的工作效率，民主制造将得到普及，大规模的集成制造越

来越被数以万计的家庭和个体制造所取代，零散的以节点的形式分布在云平台上，实现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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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of 3D Printing  

and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ZHANG Hui-shu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of 3D printing and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and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and that the 3D printing and personal-

ized creative design wer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were interpreted. The pattern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were revealed in the method of information design, which made the 

various individuals achieve creative design and formed the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person-

alized creative design of 3D printing and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global working efficiency 

and the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will become popular. Large-scale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will be increasingly re-

placed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 making and individual manufacturing, loosely distributed on the cloud platform in 

the form of node, thus forming the cloud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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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产业升级的演变依次从劳动密集型、资本

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向知识和科学技术密集型转移
[1]，因此未来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是通过引人注目的科

学技术，例如通过 3D 打印、增强现实技术等提高制

造业的制造效率，而提高制造效率的关键是民主制

造。3D 打印和个性化创意设计是民主制造的重要手

段，大规模的集成制造将逐渐被分散制造所替代，云

制造、家庭制造不断涌现[2]，动态设计、快速原型、

制造、配送将更满足民众的需求，动态的虚拟工厂的

产生成为了可能。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和 3D 扫描进行

创意设计和制造可视化，将会使非设计人员的设计变

得更加容易，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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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主制造的定义 

为了维持制造业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大多数人主
动参与和管理制造秩序[1]。3D 打印和个性化创意设
计是民主制造的手段，原材料和设备的资本、购买、
设计、制造、消费、使用由社会中广大人民参与或完
成，广大民众参与使用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称 AR）和 3D 人体扫描进行创意设计和
制造，特别是在日常用品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协
作，建立 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计以及民主制造云平
台，实施敏捷制造。3D 打印机和打印材料的普及，
使得广大民众打印和制造物品变得更加容易。 

2  通过争胜性信息设计实现个性化创意设计 

卡尔·迪赛欧定义的争胜性是一种意见分歧与冲
突的境况，也是一种对抗与异议的境况。争胜性信息
设计赋予数据相应的形式，使数据变得有意义[3—4]。
同时，将计算与信息设计的实践与形式结合起来，并

通过新的方式渲染数据，实现争胜性的表达[5—7]。 

3D 打印和个性化创意设计是民主制造的重要手

段，通过争胜性信息设计，获得个体差异性特征，从

而实现个性化创意设计。计算机可视化是目前人们熟

悉的文化形式，与传统的设计相比，它超出任何单一

学科的限制，属于综合领域，包括平面设计、工业设

计、写作、信息科学、认知、人机工程学、社会学、

哲学等。从公开的博客中搜集表现喜欢产品、事件、

服务、界面、创意的词句，并以气泡的形式呈现，气泡

的大小表示喜欢的程度，气泡越大表示越喜欢；气泡的

颜色表示分类，红色信息编码代表形状，蓝色代表形式，

浅灰色代表技术等。接下来让用户自己组合创意设计，

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不同类型进行组合，形成自己的创

意设计，统计个体数据形成不断变化的个性化创意设计

表达。该计算机可视化工具正尝试着表达个体的主观创

意设计，揭示并记录个体创意设计及其网络影响力。通

过程序运行，揭示个性化创意设计。通过争胜性信息设

计实现 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计，见图 1。 
 

 
 

图 1  通过争胜性信息设计实现 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计 
Fig.1 Developed 3D printing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by agonistic inform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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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创意设计的行动者包括专业的创意设计

人士、非专业创意设计人士、业余爱好者。用户可

以通过可视化界面构建网络象征，用户展示个体的

喜好，对界面上的每个个体来说，用户可以查看一

系列的详细信息，包括个体喜欢的界面风格、设计

产物、形式、颜色、使用的科学技术、形状等，呈

现一系列可视化效果，每个个体差异的动态性将被

展示出来。通过争胜性信息设计，帮助用户理解个

人喜好与个性化创意设计的关联模式。该计算机可

视化工具允许用户针对不同议题提出反馈，能够识

别行动的模式。个人喜好与个性化创意设计关联模

式见图 2。 
 

 

 
 

图 2  个人喜好与个性化创意设计关联模式 
Fig.2 To reveal the pattern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3  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计 

3D 打印和个性化创意设计是民主制造的有效手

段。争胜性信息设计揭示个人喜好与个性化创意设计

的关联，根据可视化程序呈现个体创意设计。选择语

文教具设计、数学教具设计、生活物品设计进行研究，

语文教具创意设计实践反映社会信息的整体结构和角

色。用户在上述计算机程序可视化界面中选择 3D 打

印技术，或选择 3D 打印和其他技术相结合，例如与

AR 相结合，或者与 3D 人体扫描技术相结合，简化创

意设计过程，使专业用户和非专业用户都可以进行个

性化创意设计。个性化创意设计中议题与形式见图 3。 

以语文教具设计为例，首先根据语文课本确定几

个议题，如人物、内容、情境、修词、作文等，学生

根据这些议题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创意设计，可以选

择手链、钥匙链、3D 打印创意画、人物 3D 模型等形

式进行语文教具的个性化创意设计，每个学生的创意

是有差异性的，从而实现争胜性。在学习《鸿门宴》

课文时，可使用 3D 打印笔临摹鸿门宴场景图，并制

作成画放在书桌上，以便随时熟悉课文；在学习徐志

摩的《再别康桥》课文时，学生可以设计康桥的钥匙

链挂在书包上，随时可以看到诗歌的背景。语文教具

个性化创意设计见图 4。 

以数学教具为例，3D 打印的孔明球由十二根柱

组成，抽出一根，全部可以解锁。这些具体案例所展

现的是民主制造的形成过程和思路，通过争胜性信息

设计形成不同用户的个性化创意设计，通过可视化动

态揭示个体用户的差异性。使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民

主制造不仅能增加学习的趣味，还能起到加深对知识

理解的作用，特别是对抽象的概念。除了教育类的理

论知识，对于其他行业的个性化创意和民主制造也具

有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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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个性化创意设计中议题与形式 
Fig.3 Issues and form of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图 4  语文教具个性化创意设计 
Fig.4 Personalized creative design of Chinese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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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性化创意设计成果转化为民主制造 

个性化创意设计成果转化为民主制造有 3 个途

径。第一个途径是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和逆向 3D 扫描

进行可视化，实现知识、设计、数据、制造的简化，

从而利于非专业民众的创意设计[8]。物理空间中的实

物，只要通过手机、PAD 等设备的摄像头看到的物体，

都可以在界面上自动生成三维数字模型，并叠加在实

景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不同的数字模型

进行组合，产生个性化的新创意。用户具有多样性的

社会角色，可以是设计者，也可以是生产者；可以是

专业设计者，也可以是非专业设计者。第二个途径是

通过定制创意设计进行制造。如果有特殊的需要，可

去 3D 打印创意设计专卖店定制自己的产品，由用户

自己进行 3D 打印，或者去 3D 打印专卖店、超市进

行打印。第三个途径是购买创意设计，网上售卖的

3D 打印创意设计 便宜的 0.1 元，用户购买后可自

己进行 3D 打印。只要有 STL 格式的文件，用户都可

以自己进行打印，京东网上售卖的可以打印尺寸为

20cm 模型的 3D 打印机，售价为 200 元一台，打印机、

打印材料的大幅降价了推进民主制造。 

4.1  中学语文教具创意设计成果转化为民主制造的

案例 

使用争胜性信息设计，实现学生个性化语文教具 
 

的创意设计和民主制造，大量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创意

设计，通过可视化软件界面动态显示学生个体的学习

程度和创意相关性，并使用 3D 打印机和 3D 打印笔

进行制造和自主管理，以帮助学习语文课程。教师也

可以按照自己的教学特色，对语文教具进行个性化创

意设计并进行制造。设计成果被广大师生转化为民主

制造，进一步可以进行商业转化，大家互相购买对方

的作品。师生们的社会角色由少量变得多样化，包括

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销售者、教育者、学生等

多重社会角色，每个学生或者教师参与制造的全流

程，形成一个完整的制造生态链。 

4.2  基于 3D 打印的眼镜民主制造的案例 

个性化眼镜创意设计和制造的流程见图 5[9]，包括

应用 3D 人体扫描仪进行人脸识别扫描，根据扫描的

人脸在模型库中选择眼镜样式，选择样式的过程中，

应用增强现实技术叠加在实景中进行选择，并修改适

合个人脸型轮廓的眼镜尺寸，进行 3D 打印制造。每

个人的脸具有差异性，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计及制造

可以实现这种差异性。未来手机上可能会装 3D 人体

扫描仪，广大民众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应用，自己在家

打印适合自己脸型的眼镜。大规模集成制造变得越来

越分散，工厂制造转移到家庭制造，每个家庭都是一

个工厂。 

 

 
 

图 5  个性化眼镜创意设计及制造流程 
Fig.5 Personalized glasses cre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4.3  基于 3D 打印家庭自助产品民主制造的案例 

该技术针对的客户是可以自行设计的专家用户，

以及不会设计的普通用户和随意创意的孩子们。孩子

们可以在模型库中选择模型进行打印，也可以自行设

计或定制设计，还可以应用增强现实技术，在实景中

观看打印效果。收费模式采用添加到购物筐中进行打

印，按打印次数收费，打印一次收一次费用，小孩子

们的创意将由平台上的设计师完成模型制作，或者使 

用模块自己完成，主界面包含模型库、材料库、互动

社区等模块，使 3D 打印制造更加平民化、个性化。

该研究确定几个典型的家庭物品并进行打印，如签字

笔、小饰品、香皂盒等，你需要的东西可以自己在家

打印出来，不必去商店购买，家庭变成在云平台上的

工厂，数以万计的家庭节点，动态地在网络上变化，

形成敏捷的云制造。家庭自助 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

计产品见图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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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家庭自助 3D 打印个性化创意设计产品 
Fig.6 Personalized product of creatice design of 3D printing on family self-service 

 
5  结语 

全球逐渐进入知识型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由自

然资源经济向非自然资源经济转变，效率越来越高，

24 小时连续作业已经不能满足效率的高要求，因此

个性化创意设计和民主制造将是进一步提高效率的

手段，争胜性信息设计使个性化创意设计成为可能，

3D 打印和个性化创意设计将推动民主制造，大规模

的集成制造越来越分散，以节点的形式动态分布在云

平台上，形成家庭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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