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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吉林大学获悉，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点成形技术，解决了国家体育场——鸟

巢工程建设中遇到的世界性技术难题。 

 

鸟巢屋面与立墙的钢结构由2000多个箱形弯扭构件联接而成。弯扭构件的截面尺寸为1.2×1.2米，

钢板厚度从10毫米变化到60毫米，长度达数米甚至十余米。因钢板强度高、厚度变化大、精度要求高，

再加上弯扭构件所特有的形状复杂多变，钢板曲面成形问题成为突出的技术难题。此外，鸟巢工程建设

必须按既定时间节点进行，钢构件加工时间紧，大大增加了加工制作难度。如果这些形状都用模具成

形，将要制造几千套模具，制造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若用手工成形方式则难以保证质量与工期。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吉林大学无模成形技术中心仅用3个月时间，就为鸟巢工程承建单位浙江精工钢结构

有限公司开发出用于厚板曲面件加工的多点成形装备。 

 

采用无模多点成形技术制作的弯扭构件无一根雷同，而且表面平滑、精确度大幅度提高；操作过程

自动化，省工省力；工件直接冷成形，节约了大量能源；使得承建单位提前、高质量地完成了钢构件制

造任务。浙江精工特赠送吉大无模成形技术中心一块牌匾：奥运鸟巢攻难关，多点成形显神通。 

 

无模多点成形是一种新型的金属板材三维曲面数字化成形技术，又是机械制造领域中应用效果突出

的节能减排技术。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与研究机构先后开展过多年的相关研究与开发工

作，但至今基本都处于研究与开发阶段，离设备产业化与广泛应用尚有一定距离。该技术将传统的模具

离散成整齐排列的冲头点阵，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快速变换成所需要的形状，代替模具成形各种三维曲

面。冲头点阵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快速变换形状，可以用于船体外板、车体覆盖件、飞机蒙皮等的成形制

造。应用该技术，能够实现金属板类件从设计、制造到检验、修正的全过程数字化，是对传统板类曲面

件制造模式的变革。多点成形技术能够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实现产品的个性化快速制造、网络化远

程制造、数字化柔性制造。同时，在一台多点成形设备上，可加工成千上万种不同形状的曲面件，节省

大量的冲压模具，可以实现低成本、高柔性的绿色制造。 

 

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副理事长李明哲为学术带头人的吉林大学无模成形技术中心，解

决了多点成形基本理论与装备开发方面的关键问题。该中心尤其在多点对压成形、设备商品化方面远远

走在日本、美国等同行的前面。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0项，获授权5项；在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

量占目前可查到的国内外相关论文总数的2/3；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与上海

国际工业博览会创新奖、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随着多点成形技术的推广应用，该技术将为板类件产品制造带来变革。特别是在我国当前重点推进

的大飞机制造、船舶数字化制造及新型军工产品试制等多个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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