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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D打打印印能能做做的的““比比想想象象的的多多””
省城首家3D打印店开业一年半，营业额涨了4倍

未来>> 打印心脏或许不是新鲜事

这一年半的时间，高长涛做
得更多的是思考和探索。虽然目
前国内对于3D打印的认识逐步
清醒，但在商业模式上还比较模
糊。“有些地方政府扶持3D产业
发展，但仅仅是打印代工、打印
机销售，支持的可能是3D打印
的泡沫。”

今年下半年，高长涛开始探
索转型。他指着自己的名片解释，
以前他们的主业是卖打印机、做

代工，现在变成了卖“方案”，包括
3D打印方案咨询、培训等“一条
龙”服务。

最近，高长涛跟省城一家医
院计划合作成立3D打印工作室。
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3D打印用
于辅助医疗，比如腿部骨折了，以
前需要打石膏，“现在可以根据病
人腿的形状打印出辅助设备，还
可以在上面打孔，便于病人挠痒
上药。”

“未来的趋势是打印植入体，
像颅骨缺损等均可以植入。现在
外国也有打印心脏、细胞等功能
性活体的，或许一二十年后这也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另外，他还与技术院校合作
建立3D打印专业。“只有做方案，
才能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高长涛坦言，3D打印未来的
应用比“想象中更多”，现在远没
有达到“爆发”的阶段。

理念>> 只靠发烧友玩票会被“拍死”

“在国内很多人眼中，3D打
印的功能就是小玩意。”高长涛指
了指工作室内摆放的人像说，大
部分人是带着好奇心看待3D打
印的，想看看出来的形状是不是
新奇美观。

“仅仅这样理解3D打印，那
就‘大材小用’了”。高长涛解释，
3D打印可用于工业级和消费级。
工业级适用于传统的极小批量生
产、产品开发以及异形件的制作。

“大批量生产正式产品之前，需要
制作成‘手板’。量很小，用模具成
本高，而且需要用几周的时间。
3D打印仅需要两三个小时就行
了，成本更低廉。”

消费级就是大家熟知的人
像、礼品、首饰等的物品打印。

“3D照相馆基本不盈利，一个人
像卖1500元左右，在济南，能接
受尝鲜的消费者很少。”高长涛
说，他们自己研发出了用于人像

的扫描设备，可以将销售价格压
低为其他3D照相馆的一半。“我
们的思路是做低成本的3D照相
体验。”

在高长涛看来，3D打印真正
走向普通百姓，需要建立一个良
性生态系统。“从硬件、软件到云
服务，还有人才储备，商业模式只
有建在这上面才能成功。要只是
发烧友玩票，仅靠兴趣驱动，就会
被拍死在沙滩上。”

现状>> “养活我们5个人绰绰有余”

10日，在华强广场济南乐创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台3D打
印机正“咔嚓咔嚓”地有节奏工
作。“这是给客户打印的，改装汽
车用的安全带上的卡扣。”高长
涛指着打印机内未成型的白色
物品介绍。

三四十平米的工作室内，摆
放着各式各样的3D打印成品，有

高长涛自己的人像，还有逼真的
埃菲尔铁塔，以及手机壳、变形金
刚等。

“开业一年半多了，虽然3D
打印的热度不如以前高了，但我
们的生意还不错。”高长涛坦言，
去年主要“科普”3D打印，今年公
司逐步步入正轨，营业额增长了4
倍。“我们一共5个人，全是‘80

后’、‘90后’，现在养活我们5个人
是绰绰有余了。”

“公司成立那会儿，北上广的
3D打印才刚热起来。”高长涛回
忆，他的第一份订单来自济南大
学设计专业的学生。“他们要做毕
业设计，设计图很漂亮。用模具做
耗时长，还比较粗糙，3D打印出
来还原度高，速度也快。”

2013年5月，济南小伙高长涛创办了济南乐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这是省城首家3D打印店。10日，记者采访发现，开
业一年半，在历经多次转型后，3D打印店的生意还不错，营业
额增长了4倍。高长涛坦言，3D打印不是昂贵的“小玩意”，它
能做的“比想象中更多”。

本报记者 孟燕

高长涛展示3D打印出来的他自己的人像。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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