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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   

1. 制备工艺复杂性与标准化挑战   

   复合材料检测试样的制备需严格遵循材料特性（如纤维取向、铺层结构、界面结合

等），工艺复杂度高。目前，行业普遍存在制备标准不统一、操作流程依赖经验等问题，

导致试样性能离散性较大，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例如，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切割、固化

控制等环节对设备精度和工艺参数要求极高，部分企业因技术不足导致试样质量参差不

齐。   

2. 设备与技术依赖进口   

   高端制备设备（如高精度切割机、热压罐）和检测仪器多依赖进口，国产化率较低。国

内企业在自动化制备设备研发上投入不足，制约了制备效率与成本控制。   

3. 环保与资源效率压力   

   试样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如树脂边角料、纤维碎屑）处理问题突出，传统工艺能耗

高且污染大。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如《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

见》），企业亟需优化工艺以减少废弃物排放。   

二、行业动态   

1. 政策驱动技术创新   

   国家政策鼓励复合材料行业技术升级，如《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支持高性能纤维材料研发。试样制备领域受益于此，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

化切割、3D打印等新技术的应用。例如，宝钛集团等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证，加速了制

备工艺的标准化进程。  

2. 自动化与智能化设备兴起   

   行业逐步引入自动化设备（如机器人辅助铺层、AI参数优化系统），提升制备效率与一

致性。例如，特斯拉 Optimus机器人等轻量化需求催生了高性能试样制备技术的迭代。   

 



3. 市场需求推动标准化进程   

   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对复合材料检测需求激增，倒逼试样制备标准化。例如，

中国航空装备市场规模 2023年达 1390亿元，对高精度试样的需求促使企业采用更严格

的制备规范 

三、未来趋势   

1. 智能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   

   未来试样制备将结合物联网（IoT）和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实时监控与参数优化。例如，

通过 5G技术传输数据至云端分析，动态调整固化温度、压力等参数，减少人工干预。   

2. 绿色制备工艺成为主流   

   环保型基体材料（如生物基树脂）和低能耗工艺（如微波固化）的应用将普及。政策支

持下，复合材料回收技术（如风电叶片解离）也将延伸至试样废料处理领域。   

3. 定制化与高性能适配   

   针对新兴领域（如 eVTOL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的轻量化需求，试样制备需适配更高强

度、耐腐蚀性的材料。纳米复合材料和功能复合材料的兴起，要求制备工艺进一步精细

化。   

4. 标准化与认证体系完善   

   行业将推动国际标准（如 ISO、ASTM）与国内标准的协同，建立统一的试样制备规范。

同时，企业需通过 ISO认证提升市场竞争力，如复合材公司已通过欧盟 PED认证。   

四、发展建议   

1. 加大研发投入：聚焦自动化设备国产化，突破高精度切割、智能铺层等核心技术。   

2. 强化产学研合作：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实验室，推动新工艺快速转化。   

3. 布局绿色产业链：从原材料到废料回收，构建全生命周期环保体系。   

4.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中国在复合材料检测领域的话语权。   

结语   

复合材料检测试样制备正从经验驱动转向技术驱动，未来在智能化、绿色化、标准化的推

动下，行业将更高效地服务于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战略领域。企业需抓住政策与市场机

遇，突破技术瓶颈，以高质量制备技术支撑复合材料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