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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AI技术与建筑设计的发展和应用为基础,伴随着AI技术的逐步成熟,探讨AI技术在建筑

设计中与建筑地域主义的融合。前期分析方面,可以利用AI技术从地域数据收集和分析上提取和归纳出

当地建筑特色以及符合地域主义范畴的设计母题,以确定建筑的形式、材料、色彩等设计元素。在设计

元素的融合方面,AI技术可以辅助设计师生成不同建筑方案,便于多方案比较。通过筛选总结符合地域特

色的建筑材料和色彩搭配,模拟不同材料和色彩在建筑中的效果。借助AI技术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

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后期展示和运营方面,借助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确保设计方案更

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和地域特色。通过智能检测和数据分析,达到安全施工和高效运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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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AI tech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with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AI technology. In terms of preliminary analysis, AI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extract and summarize 

local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motifs that conform to the scope of regionalism from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data, so as to determine the form, material, color and other design elements of the 

building. In terms of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AI technology can assist designers in generating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schemes,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comparison of multiple schemes. Through the screening and 

summary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lor combinations that are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colors in architecture is simulated. With the help of AI technology,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s combined with modern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erms of post-display and operation, with the help of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the 

design scheme is better adapted to meet user need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intelligent det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effect of safe construction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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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科技的时代,人工智能(AI)技术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渗透至各行各业,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

落。作为人类活动空间的基础,建筑行业同样在这场技术浪潮中

经历着深刻的变革。AI技术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效的

决策支持系统和创新的设计思维,为建筑设计领域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建筑地域主义设计,作为建筑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调建

筑设计应尊重并反映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历史文

脉和社会文化特征。它倡导通过设计手段实现建筑与地域环境

的和谐共生,提升居住者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然而,随着全球化

的加速发展,建筑设计的趋同性日益明显,地域特色逐渐淡化。如

何在保持建筑创新性的同时,有效融入地域主义设计理念,成为

建筑设计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AI技术的引入,为建筑地域主义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

法。通过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等先进技术手段,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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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精准捕捉地域环境的复杂特性,辅助设计师进行更加科学、

合理的规划与设计。AI技术与建筑地域主义设计的结合,不仅是

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建筑设计理念创新的重要方向。 

1 AI技术的发展与建筑地域主义设计的特征 

1.1 AI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大数据分析等AI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行业已经融合AI技术,包括其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

用也变得越来越深入。AI技术通过前期的大数据分析生成前期

的建筑设计方案,可以通过计算机生成对抗网络(GAN)算法,辅

助设计师完成从概念方案到深化设计的整个过程。例如,清华大

学教授徐卫国团队结合ChatGPT-4等智能算法,利用3D打印技术

从设计到施工的上海咖啡屋方案,展示了AI在智能设计方面的

潜力。在智能施工方面,AI技术可以实现人机协同,提升施工效

率和质量。例如,智能工地通过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实

现了工地类工厂化,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通过智能

图像识别技术,分析工作现场的图片,扫描施工人员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例如没有穿戴防护设备等危险施工行为。在建筑后期维

护方案,建筑信息建模(BIM)存储有关建筑物结构的信息通过智

能建筑系统,实现对建筑内部环境的智能检测、智能调节、能源

管理等功能,降低建筑的后期运营的成本,提高建筑使用期间的

舒适性和节能性。 

党的二十大和十四五规划以来,发展AI、深度融合各个行业

已成为推动技术发展、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式。我国政府也出台

了相关政策,鼓励AI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的指导意见。这些政策和文件为AI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促进了该领域的快速发展。 

1.2 AI技术与建筑地域主义的融合 

地域主义的建筑是回应某一地区的地形地貌、环境气候等

自然条件,针对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人文环

境做出回应,并符合地方经济技术条件的建筑。地域主义更多的

是强调当地的文化、自然和社会背景有机的融合。它注重对属

地化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和传统技艺的运用,力求所创造的建筑

能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 

通过AI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建筑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

设计场地所在周边的地域环境、文化传统和建筑材料等因素。在

前期构思阶段给建筑师提供与周边场地的相关信息。通过AI技

术和大数据分析工具获得当地的气候、地形、文化等前期设计

相关的数据。通过数据类比和分析,利用三维建模软件嵌入,为

建筑师生成前期设计方案。同时,还可以辅助建筑师进行材料选

择、结构优化等工作,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因此,AI技术与建

筑地域主义设计的结合将带来更多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2 AI技术与建筑地域主义设计融合的方向探索 

2.1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AI技术,从各种来源(如政府数据库、历史文献、网络

资料等)可以广泛的收集与当地地区相关的数据,包括当地的温

度、湿度、日照、降雨量、风速、地质灾害、土壤类型、植被

状况、地方特色建筑样式、地区传统工艺、文化符号等信息。 

利用AI算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提取出能够反

映地域特色的关键信息和特征。例如,分析气候数据以确定建筑

的保温、隔热、通风等性能需求；分析地方建筑特色以确定建

筑的布局、形式、色彩等设计元素；分析地方传统工艺和风土

人情以确定建筑整体的风格面貌、细部构造和材料选择等。 

2.2前期方案生成与优化 

2.2.1建筑色彩和材料模拟。通过对周边城市街道或者自然

环境的提取,利用大数据分析获得周边整体城市风貌的主色调

以及不同颜色的分配比重。通过对场地周边及所在城市或地区

的建筑风貌的列举和分析,建筑师可以选择符合地域特色的建

筑材料和色彩,推荐适合当地使用的建筑材料和色彩搭配方案。

利用三维模型模拟不同材料在不同天气情况下的质感和呈现的

质感效果,帮助建筑师更直观地感受所选择的建筑色彩和材料,

选择适合属地化的建筑色彩搭配方案。 

2.2.2布局方案推演。将场地周边建筑现状和模型导入到计

算机中,通过AI技术分析模拟后,生成各个建筑单体的形态和总

体布局。也可以通过输入一些限制条件,例如符合当地特色的一

些布局元素或者建筑单体形式,来控制计算机模拟生成结果的

方向性。例如,通过分析当地传统建筑的形式和布局特点,生成

出符合地域主义设计原则的建筑布局形式和建筑设计方案。 

2.2.3单体方案生成。建筑师可以输入大量地域建筑的设计

案例进入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模型处理和学习的能力,通过特定

的计算机算法和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等技术,自动生成多样化

的符合地域主义设计原则的建筑方案。这不仅可以提高前期的

设计效率,还可以为建筑师在前期构思阶段提供更多的创意和

灵感。 

2.2.4模拟评估与方案优化。通过对已生成的设计方案进行

计算机模拟评估,利用已知环境数据,预测出建筑在不同环境下

的维护成本和运行状况。再根据模拟出的结果,建筑师可以对设

计方案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通过计算机一轮又一轮不断

地模拟和优化,最终得出一个尽可能满足各种场地约束条件的

最优设计方案。从而保证前期的设计方案在保持良好的后期使

用性能的同时,也能有更好的属地化的适应性和经济适用性。在

地域主义设计中,AI技术也可以帮助建筑师更好的实现建筑的

可持续性和文化延展的属性。 

2.3传统材料和工艺与现代的融合 

建筑师将当地的一些传统工艺和属地化材料通过AI技术进

行还原和优化,通过计算机模拟出适合的建筑材料和做法。建筑

师通过AI技术将现代技术手段和传统工艺相结合,分析传统建

筑工艺的特点和优势,结合现代技术的优势再进行改造和提升,

使其符合现代审美和日常使用需求的同时,也能提高施工的效

率和质量。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得出合适的属地化建

筑材料,不仅能降低建筑材料的加工和运输成本,也能进一步展

现地域建筑的属地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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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 

建筑师利用VR和AR技术,应用于建筑的交互设计中,创建出

沉浸式的虚拟三维模型以及增强现实的建筑环境,让用户身临

其境地体验设计方案,更直观地感受设计方案中建筑地域主义

的设计元素。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也能让用户更

直接地理解和感受地域建筑的设计意图和亮点。 

AI技术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体验反馈和日常需求,实时调整

设计方案,实现与用户的互动和沟通。这种互动调整的方式,能

够确保设计方案落地后更符合用户的期望和需求,也有助于设

计方案更好地满足日后的使用需求和当地的地域特色。 

2.5建筑监测与运营维护 

在建筑的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可以通过各类数据传感器

实时监测建筑的各项性能指标(如温度、湿度、结构安全、土壤

塌陷度等)。再通过智能数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建筑施

工中的潜在问题,确保建筑施工中的稳定和安全。 

在建筑后期的使用和运营过程中,建筑运营方通过建筑内

部安装的一些智能传感器和监测系统,收集建筑使用过程中的

各项数据,如散热量、供暖、用水量、用电量等。再通过AI技术

分析建筑的运行数据和历史记录,从而判断建筑的表现是否满

足设计的预期,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并提供相应的反馈和

建议。建筑运营方也可以通过日常运营数据的监测,预测出建筑

未来的维护需求,并制定出建筑维护计划。这不仅可以降低建筑

后期的维护成本,还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在地域主义建筑中,AI技术还可以通过智能控制系统、智能

家具等设备,为用户提供符合当地文化和习惯的使用体验。例如,

在智能照明系统中,AI可以根据当地的气候和节日习惯,自动调

节光线的亮度和色温,为用户营造舒适的环境氛围。 

2.6智能教育与传承 

AI技术还可以用于建筑地域主义的教育和传承中。通过整

理和保存大量的地域主义设计案例和资料,给学者提供大量的

可阅读、可操作的资料。通过计算机模拟出真实的地域环境和

建筑从前期设计到施工落成的全过程,为后来的建筑师们提供

宝贵的项目学习经验和参考资源,也让后来的学习者们更直观

地感受和理解地域主义设计的理念和特点。 

3 结论与展望 

随着大数据处理、机器深度学习、生成式对抗网络等技术的

不断进步,AI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用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创

新。这些技术进步使得AI技术能够更好地理解建筑设计的复杂性,

并在设计过程中生成更为准确和实用的设计方案。AI技术的不断

发展,对建筑设计乃至整个设计行业,都将是重大的变革。将原本

繁杂而重复的设计工作,变得简洁而有效,对整个设计全流程的

也能充分嵌入其中,保证设计过程的快速、高效且合理。 

利用AI技术助力地域主义的建筑设计,可以在前期的数据

收集与分析、设计元素融合、方案生成与优化、智能材料与工

艺的运用,到设计项目的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展示,再到建筑

检测与运营维护以及智能教育与传承等后期方面,都有十分顺

畅且紧密的帮助。这些策略和技术将有助于确保地域建筑在设

计全流程和施工过程中能够充分展现其独特性和属地化。AI技

术在建筑地域主义中的创新融合,将有助于推动建筑地域主义

设计的发展和应用,为当地的城市发展建设和文化传承贡献出

更多的力量。建筑地域主义设计在传承地域特色、保护自然环

境、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希望更

多的建筑师和学者朋友们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和AI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目前的设

计教育以及设计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也对建筑设计

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未来培养出能掌握人工智

能技术和建筑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能加强深AI技术和别的

学科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型人才,才是未来建筑行业甚至是整

个设计行业人才的需求。AI技术与建筑设计的融合将会使得建

筑行业迈向新的台阶,创新程度也将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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