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3, 8(4), 3397-340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418  

文章引用: 许佳伟, 袁新林. 新型合金材料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 设计, 2023, 8(4): 3397-3402.  
DOI: 10.12677/design.2023.84418 

 
 

新型合金材料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 

许佳伟，袁新林* 

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1日 

 
 

 
摘  要 

本文为分析和梳理新材料及新技术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促进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从人工智能技术以

及新型合金材料入手进行重点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合金材料的分类和相关特点，分析其在工

业设计领域中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结果表明，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合金材料应用于现代的工业设

计当中，可以使设计形式以及设计内容更加多元化，提高设计效率，为今后的工业设计行业的升级和改

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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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sort ou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in industrial 
desig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new alloy materials, and analyzes their application status and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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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design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ed characte-
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new alloy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
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new alloy materials in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can make the design form and content more diversified,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pro-
vide reference for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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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技水平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材料被应用到诸多民用领域。如建筑工

程领域中，最新节能材料及技术的应用有效地帮助建筑工程项目真正的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机械制造

领域中，新型的自动化焊接新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机械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本文主要针

对工业设计领域中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旨在为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合金材料在工业设计领域中的应用

提供参考。 

2. 新型合金材料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不断涌现，逐渐成为各行各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型

合金材料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新型合金材料是以合金材料形态出现的不同类型的金属的统称。而根

据现阶段新型合金材料的应用现状来看，较有代表性的新型合金材料主要有记忆合金材料、储氢合金材

料、高温合金材料和非晶态合金材料等四种。 

2.1. NiTi 形状记忆合金 

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 SMA)是新型合金材料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其具有形状记忆效应、

超弹性、高阻尼性、生物相容性等优良的特性。其中形状记忆效应是其最突出的力学特征之一。尽管不

同的 SMA 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各有优势，但 NiTi 形状记忆合金在韧性、热机械性能等方面均有优异表

现，因此在科学研究、日常应用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1]。 
在汽车领域中，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年提出的一种“超弹性”轮胎为例。所谓的“超弹性”轮

胎就是将基于超弹性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合金丝编制成汽车轮胎，以此来防止轮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漏

气爆胎的现象。在遇到复杂地形时，这些记忆合金能记住自身的初始形状，因此变形后可以自行恢复。

与传统的弹簧钢、复合材料等只能承受 0.5%左右可逆应变的弹塑性材料相比，这些形状记忆合金能够承

受高达 10%的可逆应变，使轮胎可以在经受永久变形之前比其它非充气轮胎承受更多数量级的变形。并

且在制造时将其制作成径向加强件形状，也为轮胎提供了更大的承载能力和改进的设计灵活性。这种轮

胎在建筑车、军用越野车等诸多种类车辆上都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在航空航天领域中，SMA 的应用发展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1969 年，SMA 就成功应用于美国 F14

战斗机，之后逐渐应用于航天领域的各个方面。如用 SMA 为主要材料制作而成的空间压紧释放机构，可

以在不借助电机以及机械臂等复杂的驱动机构的情况之下，仅仅依靠其自身所具有的形状记忆特性，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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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诸多空间机构的展开需求，并且该展开机构具有结构简单、效能稳定等显著优势。 
但需要注意的是，SMA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材料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所以对于 SMA 在具体的

实际应用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好使用次数，以防止材料断裂的情况发生。 

2.2. 储氢合金 

储氢合金材料是利用金属或合金与氢反应形成氢化物，从而把氢储存起来的新型合金材料，其具有

轻便、安全性好、容量大且价格低廉等优点。随着近年来对储氢合金研究的不断深入，储氢合金的种类

也日益变得丰富起来，而在众多种类当中研究较多且产业化前景较好的是镁系储氢合金，这主要得益于

金属元素镁的储量丰富，制备工艺也较为成熟。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镁系储氢合金具有循环稳定性差等问

题，因此近年来开发出了新型的无镁储氢合金，相较于前者，其具有更加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在汽车设

计领域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新能源氢动力汽车电池为例。近年来新能源氢动力汽车经过不断地研究与改造，其生产技术已经

日渐成熟，而其中对电池的优化升级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电池材料的选取上有着较高的要求，希望

其在满足汽车动力的同时也要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对不同种类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无

镁储氢合金材料最具有优势。 
首先，与其他种类的储氢合金相比，制作无镁储氢合金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不论是从原材料还是制

作设备等多方面来进行考虑，都能够有效的进行成本控制，从而更好的实现推广应用。其次，电池作为

新能源氢动力汽车在使用中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其续航能力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的点，因此汽车电

池材料的循环稳定性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无镁储氢合金与其他种类的储氢合金相比，其循环稳定性能较

为突出，并且其内部结构也得到了相应的优化，从而更好的实现了续航能力的提升，使以无镁储氢合金

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电池可以有序的为新能源氢动力汽车的运行提供能源动力。 
此外，耐腐蚀能力也是新能源氢动力汽车电池材料所需要具备的。而无镁储氢合金与其他种类的储

氢合金材料相比，具有更优越的耐腐蚀性能，能够始终保持较好的电磁性能，从而使新能源氢动力汽车

电池可以有效的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和恶劣天气。最后，除了考虑相应的成本、续航能力和耐腐蚀能力

外，在生产过程上无镁储氢合金的制备也更加安全稳定，因为在制备过程中没有了对于镁的应用，可以

有效避免镁的应用所带来的风险。 
储氢合金材料作为中国当前合金材料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与国家当前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需求相匹配。其可以有效的缓解当前能源较为紧张的局面，进而为“美好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2.3. 高温合金 

高温合金材料又被称为超合金或耐热合金，主要是指以镍、铁、钴为基础，在进行相应的加工制备

后，能够在六百度以上的高温下正常工作，并且能够在较高的机械外力作用下正常工作的一种新型金属

合金材料[2]。高温合金材料目前大多应用在尖端的工业领域，如航空发动机和航天火箭发动机的各种高

温部件都采用了高温合金作为其关键材料，此外在机械制造等一些民用领域也有所应用。 
以涡轮叶片为例，涡轮叶片是航空航天飞机的重要部件，在其所配备的涡轮喷气发动机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这与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有关。涡轮喷气发动机在工作时，会从大气中吸入大量的

空气，经过压缩后与燃料在燃烧室进行高温燃烧，然后将燃烧所释放的压力压向涡轮，致使涡轮叶片和

涡轮盘进行每分钟高达十万转的高速旋转，从而产生强大的推力保证航空航天飞机平稳运行。因此基于

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要求组成涡轮的零件需要具有耐高温、耐压等优良特性，而叶片是其中工

作温度最高、受力最复杂、最容易损坏的部件，而高温合金正是其使用的关键材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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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作用。 
随着对高温合金的不断深入探索，高温合金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在电力、机械制造等一些民用领

域有着明显的进展，日益成为诸多特殊领域当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2.4. 非晶态合金 

非晶态合金又称金属玻璃，是一种兼具金属、玻璃和液体等物态特性的新型金属材料。非晶态合金

改变了金属材料原有的原子结构有序的固定观念，其原子结构具有长程无序、短程有序的规律，因此非

晶态合金的诸多性能指标都显著提升，具有强度大、硬度高、耐腐蚀、高电阻率等优良特性。非晶态合

金的研发时间虽然较为短暂，但已在汽车设计、机械制造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汽车设计领域中，目前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主要是由操舵力矩的转矩传感器组成，这类传感器的

安装位置大多在方向盘转向轴管上，显然,有限的安装空间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要求传感器要具有结构简单、

工作可靠、灵敏度高、响应快、成本低廉等特点，而最新研发出的基于非晶态合金的逆维捷曼效应的扭

矩测量方案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在机械制造领域中，以机械领域当中用途广泛的柔性齿轮为例，基于非

晶态合金制作而成的柔性齿轮，其弹性比常规金属制成的柔性齿轮高出数十倍，且具有体积小、寿命长、

结构简单等诸多优点，使其在外太空的恶劣环境下也可以正常工作。 
在未来，非晶态合金材料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其基础之上必定会不断衍生出新的材料，在

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 

3. 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3.1.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指运用计算机生成一种可对参与者直接带来听觉、视觉和触觉的感官体验，并允许

其交互式地观察和操作的虚拟世界技术。近年来经过不断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较大进

步，就工业设计而言，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产品形式和设计方法不再单一，有效的帮助设计师设计出

更具内涵的产品。如今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设计诸多领域的应用日益频繁，在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领

域都能看见虚拟现实技术的身影。 
在汽车领域中，虚拟现实技术广泛应用于汽车设计的各个方面。例如，设计师为了更方便的对整个

汽车的内部构造进行把握，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建立一个三维的立体汽车模型，这样不仅能够充分的

了解汽车每一个部件的特点性能，还能够清晰地看见每一个部件的整体情况。这种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得

来的数据较为准确，有助于进行批量生产。 
在航空航天领域中，由于航空航天的训练环境的模拟难度较高，并且目前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撑可

以使我们的宇航员在太空中训练，这时候基于虚拟现实技术设计的虚拟现实太空模拟系统就派上用场了。

虚拟现实太空模拟系统具有成本相对较低、灵活性高、适应性高和工作效率高等优点，此外，还可以对

其进行一定的数据修改就可以模拟太空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事故，更好的提高宇航员应对事故的处理

能力。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在近年来逐渐增多，在诸多领域均崭露头角。虚拟现实技术所具备的创新与应

用之处，有望在未来与现代工业技术结合起来，进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推动各个行业更好

的发展。 

3.2. 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就是指利用虹膜、脸部等人体所拥有的基本固定不变的生理特征，通过计算机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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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操作之后，对个人的身份进行精准鉴定的技术。目前生物识别技术已经在汽车领域、人工智能领域

等诸多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3]。 
在汽车领域中，静脉识别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首次应用在车辆上，其技术相较于指纹识别来说更加

精确，也更加安全。以零跑 S01 为例，零跑 S01 在开关门方面装备的就是全新的一套生物钥匙系统。该

套生物钥匙系统是基于静脉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设计而成的，其可以让驾驶员从进入车辆到启动再

到下车锁门的全过程当中不需要使用钥匙，使驾驶员的驾驶体验感和舒适感大大提升。开门的时候，用

户只要将手指放在门把手处的自动识别区域，零跑 S01 的生物钥匙系统就会迅速的对其进行识别，识别

成功后车门便会顺利打开。锁门的时候操作方法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锁门时需要等候三秒方可成功锁

门[4]。 
此外，生物识别技术中的人脸识别技术在自动驾驶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凯迪拉克的最新

款车型为例，在其方向盘和表盘之间装备了可以进行人脸识别的摄像头，该摄像头主要运用人脸识别技

术来对驾驶员的眼球位置进行有效追踪，以此来判断驾驶员是否在注意前方，一旦监测到驾驶员的视线

出现了较大的偏差，系统就会立马发出警报声响来提醒驾驶员。这就可以使驾驶员在行驶途中可以长时

间的将手离开方向盘，但是睡觉或者低头玩手机等现象不会发生，从而可以实现一种高效的自动驾驶。 

3.3.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自然语言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沟通所使用到的语言，如汉语、日语、德语等，是人类在发展

过程中为了便于信息交换而形成的一种信息交流的方式。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简而言之就是用户通过自然

语言对计算机进行输入，计算机接收后在其内部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分析并输出结果，从而使用户与计

算机之间可以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一种实用技术。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工业

设计、汽车设计、教育等领域的应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5]。 
在工业设计领域中，以智能家居为例，智能家居是指以家庭作为背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手

段，将家庭里的家居设备整合在一起统一控制，以此来构造出一种高效的人工管理系统，进而提升用户

使用的舒适性，实现智能的居住环境。传统的有线智能家居具有成本高、安装复杂等缺点。无线智能家

居主要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进行语言的识别、分析，并将最优解析的指令反馈给智能家居的终端控

制系统，进而实现远程控制，提升用户的舒适程度[6]。 
在汽车设计领域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产品规划时的客户需求分析。传统的需求分

析因为人为的主观介入及工作量大等原因，往往具有周期长、成本高等弊端。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进行的用户需求分析，因为目前各网络平台积累了丰富的产品数据，所以文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快

速且广泛地收集用户信息，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将用户需求转化为设计问题，从而获得最佳的设计方向，

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总体来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仍然在快速发展，并且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

在其基础上开发出了许多具有互动性、个性化的智能机器人。而且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不断优化，

人工智能系统的语音能力、语言能力等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因此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在未来的社会中大有可为。 

4. 结语 

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合金材料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对于各行各业来说

都是一个机遇与新的开始。本文主要对在工业设计领域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主要以交通工具类为主，如

基于生物识别技术制作而成的智能车生物钥匙系统，基于记忆合金设计而成的超弹性轮胎，基于储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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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研发的氢能源汽车[7]。因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合金材料的特性充分的运用在工业设计中，将会不

断推进工业设计的发展，设计出越来越便捷实用的新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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