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各行各业的人都承受着各种压力，压力，可能会对某些人产

生一定的作用，它就像兴奋剂一样，让人们化压力为动力，向着自己的

目标为之不停的奋斗；也可能会让某些人丧失斗志，从而失去信心，一

旦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需要的是相信自己，化压力为动力。

布瑞克林定理
把压力变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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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启示

什么是布瑞克林定理？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正所谓，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从

宜家卖香水到乐高拍电影，从可口可乐力主减肥

到麦当劳推出 VR 眼镜，如今“不务正业”正在成

为各大潮牌炙手可热的营销手段。

在美国，肯德基上校在八十七岁高龄之际一

样玩起了“跨界”。7 月 12 日，肯德基在美国国家

炸鸡节这天推出了“机器人版”的肯德基上校，专

门负责美国加州托伦斯市一家餐厅的外卖窗口。

全球顾客对坐在门口摆着迎接姿态的上校早已习

以为常。但是在黑科技满天飞的时代，贵为“上

校”也得放下身价亲自服务和招徕客户了！

当顾客站到加州托伦斯市某家肯德基外卖窗

口前点餐时，“机器人上校”就会“噌”地一下子从

窗口处冒出来，并亲切打招呼：“欢迎来到 KFC，

请问你需要点什么？”点菜之后，你就会尝到由“上

校”亲自端上来的炫酷套餐。如果告诉你，这个机

器 人“ 上 校 ”是 肯 德 基 的 广 告 代 理 公 司 W +K

（Wieden+Kennedy）在波特兰总部的一个创意部

门设计的，你可能会更惊讶。

“W+K（Wieden+Kennedy）是一家全球知名

的、走在技术前沿的广告代理公司，突出特点就是

不断尝试把声音识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

到广告创意中。”国际品牌战略分析师郭清 8 月 9

日向科技日报记者分析道。所以，你听后应该会

恍然大悟：难怪上校会画风突变！事实上，顾客听

到的“上校点餐询问”并不是真的由机器人说出

的，但它能把一头点餐员的话翻译成机器人嗓音

对着顾客说出来。这对于已经“坐”了几十年的

“上校”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转变。

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认为，随着快餐

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中式快餐外卖的崛起，洋快餐

的竞争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过去，中式小型快餐

店受规模和实力限制，没有自己的外卖体系，覆盖

范围只能局限在店面周边区域。但近几年外卖平

台的不断涌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小型中式快餐的

兴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外大型连锁快餐品牌

都带来了冲击。

“科技手段的不断进阶，帮助传统快餐业延伸

出多样化的体验式消费和服务模式。”郭清说。换

了代理商的肯德基公司改变了传统打法，将科技

元素融入品牌建设的同时，“以品牌形象作为文化

标识推动企业跨界与融合发展也是肯德基适应时

代变化、走出传统快餐零售单一身份的一步重要

发展战略。”

所以，肯德基选中了 W+K（Wieden+Kenne-

dy）这一充满科技感和异质元素的广告代理，不难

看出其依靠科技主打跨界宣传招数的意愿，“因为

跳脱出传统产品和宣传思路，不仅能大大增加广告

效应，还能吸引其他领域用户的关注。”郭清说。

自从肯德基上校换了有科技研发背景的广告

代理商后，过去萌呆萌呆的人设瞬间科技感爆棚！

所以，当你看到“上校”又携手华为联合推出纪念肯

德基进入中国市场三十周年的限量版手机时，就不

用觉得惊讶了。用这款手机，用户不仅可以体验

K music点唱功能，还可以通过手机选择KFC餐厅

内播放的音乐。同时，该手机还预置了在线预订软

件，用户能够直接在线点单。“上校”似乎想用华为

的千元机吸引更多年轻人重回自己的怀抱。

不论最新款T恤，还是挂在墙上的艺术品，不论

是打印机、充电宝还是蜡烛熏香，肯德基大都走的低

价限量路线，“不一定靠这些赚钱，从营销角度看倒不

失为一种与年轻消费群体沟通的手段。”郭清认为，肯

德基看重的是依靠自身品牌影响力，通过话题营销和

注意力经济等方式重新回到流行文化的中心。

肯德基玩“跨界”靠科技变潮变酷变有趣

本报记者 李 伟

世界之窗

管理速递

从 2013 年

11月陕西省3D打

印产业联盟成立，

到2016年11月国

家增材制造创新

中心正式落户陕

西，陕西省 3D 打

印产业已经打通

了从“技术研发

中心—行业需求

细分协作—产业

基地孵化”的产

业化路径，由此

“一中心三基地”

的产学研发展格

局基本形成。

目 前 ，陕 西

2 项金属、4 项医

疗 3D 打印地方

标准和 7 项联盟

团体标准已经制

定，68 家联盟单

位在增材制造装

备、材料、软件及

航空航天、汽车

工业、教育、医学

等领域开展了深

度研究和大范围

的应用。可以预

见，“十三五”期

间，在陕西省委、

省政府组织实施

的 高 端 设 备 制

造、生物组织制

造、大型精密部

件制造与修复、

普及型打印机制

造等“四大工程”

支持下，陕西省

的 3D 打印将在

传统行业的研发

设计与应用、产

业升级和创新发

展方面发挥出巨

大的支撑与引领

作用，为陕西奋

力追赶超越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

专家
点评

前不久，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世

界首例计算机辅助4D打印乳房重建术获得成功；世界

首例3D打印金属锁骨和肩胛骨植入手术获得成功。

5 月 20 日，西北工业大学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

有限公司在伦敦获得全球第一届年度 3D 打印行业

OEM（企业）大奖，这是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金属

3D 打印上榜企业，该企业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实

力最强的金属 3D打印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跻身世

界 3D打印第一方阵。

这些世界领先的 3D 打印技术成果和企业“出

身”相同——都来自陕西省。该省 3D打印技术领域

实力雄厚，备受瞩目，在科技部 3D 打印总体专家组

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支撑了全省、全国一批

3D研发应用型龙头企业。

——领先地位——
超前技术改变你我生活

3D 打印作为一项颠覆性的制造技术，正在改变

着你我的生活。从简单的生活用品，到极度复杂的

活体器官，甚至高精尖的载人飞船、宇宙卫星，3D 打

印技术将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成了真实存在。

在西北工业大学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公司的生

产厂房，3D 打印机根据工作人员录入电脑的 CT 扫

描或核磁共振的影像，就能打印出和患者原生骨骼

形状完全相同的钛合金 3D 打印胸骨。8 月 7 日，西

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贾鑫对科

技日报记者说：“2016 年我们（公司）打印的零件个

数达到了一万零八百件，今年上半年达到了一万件，

这一万件应用在各个行业。”

陕西 3D打印技术可谓硕果累累。

西安交通大学创新陶瓷材料 3D打印成形工艺，

实现了大型燃气轮机空心涡轮叶片等复杂结构陶瓷

零件的快速制造；西北工业大学为多家航空航天企

业提供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制造设备，解决了多

项技术瓶颈问题；西北有色研究院在钛及钛合金复

杂零件电子束成形技术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

电子束成形装备设计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陕西在3D打印领域拥有的人才也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我国 3D 打印领域唯一的 1 名中国工程院

院士卢秉恒教授，3D 打印领域教育部三位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中的 2位，西工大黄卫东教授、西安交大李

涤尘教授。其中，西安交大卢秉恒教授，是全国增材

制造（3D 打印）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黄卫东教授担

任全国增材制造（3D打印）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

——创新中心——
解决产业共性关键难题

2013年至今，我国与 3D 打印设备、材料及其应用相关

专利总数字中，陕西在全国的占比数始终保持 55%。

截至目前，陕西省 3D 打印研发生产企业 70多家，从业

人员 5000 多人，年营业收入 5 亿多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

前列。2016 年底，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落户陕西，

标志着陕西省 3D 打印产业的产学研发展“一中心三基地”

的格局基本形成，即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西安高新区

研发示范推广基地、渭南高新区教育培训生产基地和西安

医学 3D打印示范基地。

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建设的“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5所大学，以及增材

制造装备、材料、软件生产和研发方面的 13 家企业共同组

建。该中心采取公司化运作，重点解决 3D 打印产业共性、

关键技术难题。中心已获得工信部和陕西省科技厅、省金

控集团、西安高新区等部门 10 亿元经费支持，力争到 2020

年，建成省级创新中心 20家。

在创新中心，包括卢秉恒院士和 7 名千人计划教授在

内的全国 80 余人研发队伍，已全面展开研发工作，并申报

多项专利，位于西户科技园的中试车间 4600平方米也已投

入使用。

创新中心即将建设现代化、智能化总部及中试基地，

基地位于西安市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内，包括 1 万平方米

办公楼及 1 万平方米中试车间，已经启动项目建设招标和

设计的前期沟通工作，预计 2018年底完成建设。

创新中心还与上海国际汽车城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在

汽车 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汽车结构设计研究、样车快速

制造技术研究、复合材料的模具制造技术与装备研究等方

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筹建“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

上海国际汽车城汽车研究院”，将面向全行业建立开放协

同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共同推进 3D 打印技术在汽车领

域的产业化。

——产业集聚——
基地建设保障稳步前行

西安高新区研发示范推广基地、渭南高新区教育培训生

产基地和西安医学3D打印示范基地的快速建设，为陕西3D

打印技术发展能够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安高新区规划占地 1000 亩的 3D 打印产业园一期 2

万平方米孵化器、4.6 万平方米标准工业厂房已开工建设，

吸引了 10 多个企业入驻。增材制造国家创新中心

也落户高新区 3D打印产业化基地。

依托渭南国家高新区投资 4.5 亿元、建设占地

460 亩的 3D 打印产业培育基地，建成了 2.3 万平方

米的 3D 打印创新创业孵化器、6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

房、0.5 万平方米的创业公寓，发起设立了首期规模

为 2.5 亿元的陕西省 3D 打印创业投资基金，建立了

激光成型、检验检测、数据处理、医疗康复、文化创意

等 10个公共服务平台，与 3D 打印产业相关的培训、

孵化、中试、制造等业务逐步展开。吸引了 20 多家

省内外 3D 打印企业入驻，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

2016年园区营业收入达 5.2亿元。

西安医学 3D 打印示范基地依托西安联创先进

制造专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为医疗 3D打印领域提供

产业承载，已有 5家医学 3D 打印企业入驻。年初陕

西省 3D 联盟与西安联创先进制造专业孵化器共同

递交的《关于成立“陕西医学 3D打印专业委员会”的

请示》，经陕西省多部门协调沟通，将在近期成立，相

关标准、政策建议、规范培训等工作有序进行，其中

4 项医疗 3D 打印地方标准已在省质监局立项，将进

一步推动 3D打印在医学方面的产业应用。

——超前部署——
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

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卢建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陕西省近年接连出台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等多个政策文件，明

确了对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财税政策及评价机

制。超前部署石墨烯、量子技术、基因工程、高端存

储等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

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2016 年，全省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802.74 亿元，连续三年保持全国

第四，专利授权量增长了 45.7%，居全国第一位。同

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94家，高技术产业增长 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 10%。”

追赶超越，3D 打印正是陕西省促进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十三五”期间，陕西省 3D打印产业将依托现有

研发和产业基础，组织实施高端设备制造、生物组织

制造、大型精密部件制造与修复、普及型打印机制造

等“四大工程”。力争到 2020年，建成较为完善的区

域增材制造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整体技术保

持国内领先水平，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

规模保持国内前列地位。

年营收超 5亿 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

陕西：3D打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布瑞克林定理：适度的压力水平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提高忍耐

力，增强身体活力，减少错误的发生。也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心理

压力，可以调动内在潜力、增强自己的实力和自信心。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M·布瑞克林认为：“只要剂量合适，压力是

很健康的刺激力量。”人们把他的这一论述称为“布瑞克林定理”。

美国的一位科学家曾对两只老鼠做过实验，他把一只老鼠的压

力基因除掉，并将他与另一支正常的老鼠一同放在一个有 500 平方

米的仿真自然环境中。那只正常老鼠走路觅食总是小心翼翼，一连

生活了几天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它甚至为自己过冬储备食物。而另

一只没有压力的老鼠从一开始便显得很兴奋，对任何东西都极为好

奇，走路也无小心翼翼之状。

无压力基因的老鼠仅用一天时间，便大摇大摆把 500 平方米的

全部空间参观了一遍，而那只正常老鼠用了近 4 天的时间才参观完

毕。前者把高达 13米的假山都攀登了，而后者最高只爬上了盛有食

物仅 2 米的吊篮。结果，那只身上已无压力基因的老鼠爬上了假山

后，在试验能不能通过一块小石头时摔了下来，死了。那只正常老鼠

因有压力基因，仍鲜活地存在着。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便认为保持一定程度的工作压力是必

要的，推崇员工必须有压力。有了压力，员工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力

量在鞭策自己，迫使自己前进；有了压力，员工在遇到挫折时就会产

生克服困难的动力，就会顽强地一拼到底。

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充满压力的环境使每个人都经受了锻炼，压

力还使一些员工发挥出更大的潜能。不断把员工置于压力环境下，

训练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看到积极压力的益处，并让他们学会把

恐惧变成积极的压力，这样既能给企业带来更高的效益，也能加速员

工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例如，我们可以对失业威胁反应加以引

导，使员工积极接受额外的培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或者接受他

人的帮助，甚至自愿做好调换工作的准备。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简单一味地

向员工施压，不断提高要求、强化监督，员工迟早会不堪重负，变得负

重难行。有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员工感到“职业压力很大或极

大”。职业压力过大，员工难以承受时，员工的缺勤率、离职率、事故

率等都会上升而工作满意度等却会下降，这些又都会威胁企业长远、

稳定而高效的发展。所以，领导者要认真评估企业内部的压力，能够

巧妙地转移员工压力，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源，同时对员工加以适

当的引导和培训，改变他们负重的方式。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亦是，从外打破

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如果你等待别人从外打破你，那么你注定

成为别人的食物；如果能让自己从内打破，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

相当于一种重生。面对压力要学会自我激励，而高度的自我激励正

是指引人登上新高度的法宝。

同样，平庸的领导者常把压力看成一种负担，而卓越的领导者常

把压力看成一种可以有效运用的企业资源。

本报记者 史俊斌

世界首例计算机辅助4D打印乳房重建术中所用的4D打印生物可降解材料填充物。 （图片由西京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