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6卷�第2期·建筑设计与研究

66

基于人工智能的建筑形态设计创新研究

沈博健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在建筑形态设计领域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人工智能

如何推动建筑形态设计的创新，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现状，阐述其对建筑形态设计的影响，并

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挑战。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为建筑形态设计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提高设计

效率和质量，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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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时代，建筑形态设计不仅影响着建筑物的外

观美感，还与功能实用性、环境适应性等方面紧密相

关。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

为建筑形态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将人工智能应

用于建筑形态设计，成为了当前建筑领域的一个重要研

究方向[1]。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人工智能如何促进

建筑形态设计的创新。通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建

筑形态设计中的应用，提高建筑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

智能化的设计过程，满足人们对建筑日益增长的需求，推

动建筑设计行业向更加智能化、创新化的方向发展。

2 人工智能对建筑形态设计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逐渐渗
透到各个领域，建筑设计也不例外。人工智能的出现为

建筑形态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创新设计思维

到提高设计效率，从个性化设计到可持续性设计，人工

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建筑设计的方式和理念。

2.1  创新设计思维
人工智能为建筑设计师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方法，

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激发了创新灵感。传统的建筑

设计往往受到设计师个人经验、知识和想象力的限制，

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模拟和预测等手段，为

设计师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意方向。例如，人工智能

可以对大量的建筑案例进行分析和学习，从中提取出设

计模式和规律。设计师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启发自己的

设计思路，突破传统设计的局限。此外，人工智能还可

以通过生成式设计技术，根据设计要求和约束条件，自

动生成多种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可能是设计师从未想

到过的，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创新的空间。

另外，人工智能还可以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
（AR）技术相结合，为设计师提供更加直观和沉浸式的

设计体验。设计师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设计和修改，

更加直观地感受建筑的空间和形态，从而更好地激发创

新灵感。

2.2  提高设计效率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师可以将一些重复性

的工作，如绘制图纸、计算参数等，交给计算机自动完

成，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快速的方案生成与评估也

是人工智能的优势之一。人工智能可以根据设计要求和

约束条件，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

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分析，对其性能进行评估，如采

光、通风、能耗等。设计师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快速筛

选出最优的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此外，人

工智能还可以协助设计师进行项目管理和协作。通过智

能化的项目管理系统，设计师可以更加高效地安排工作

进度、分配任务、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工作，提高整个

设计团队的工作效率。

2.3  个性化设计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个性化的建

筑设计需求也日益增长。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

和偏好，实现个性化的建筑形态设计。通过收集用户的

信息，如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家庭结构等，人工智能

可以分析用户的需求和偏好，为其提供符合个性化需求

的设计方案。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生

活方式，设计出具有独特风格和功能的居住空间。对于

喜欢阅读的用户，人工智能可以设计出一个光线充足、

安静舒适的阅读角落；对于喜欢烹饪的用户，人工智能

可以设计出一个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厨房空间。此

外，人工智能还可以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如无障碍设

计、老年人友好型设计等，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更加贴

心和人性化的设计服务。

2.4  可持续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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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建筑设

计也需要考虑环境因素，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人

工智能在建筑形态设计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设计

师优化建筑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人工智能可以通

过对建筑环境的模拟和分析，优化建筑的朝向、形状和

布局，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减少对人工

照明和空调系统的依赖，从而降低能源消耗。此外，人

工智能还可以对建筑材料的选择进行分析和评估，选择

环保、可再生的材料，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

的污染。在建筑运营阶段，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智能化的

能源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和控制建筑的能源消耗，根据

实际需求进行能源调配，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

时，人工智能还可以对建筑的废弃物处理进行优化，实

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3 基于人工智能的建筑形态设计创新方法

3.1  数据驱动的设计方法
数据驱动的设计方法是利用大量的建筑数据进行训

练，让人工智能模型学习建筑形态的规律和特征，从而

生成新的设计方案。在建筑设计中，存在着丰富的历

史数据和现有的设计案例，这些数据包含了建筑形态、

功能布局、结构形式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收集、整理和分析，可以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建筑数据

库。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如深度学习中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NN），可以对建筑数据
库进行训练。这些算法能够自动从数据中提取特征和模

式，并学习到建筑形态的内在规律。例如，通过对大量

不同风格和类型的建筑图片进行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可

以学习到建筑的形状、比例、色彩等特征，并能够根据

给定的设计要求生成新的建筑形态概念。数据驱动的设

计方法不仅可以提高设计效率，还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

多的创意和灵感。设计师可以通过与人工智能模型的交

互，探索不同的设计可能性，从而打破传统的设计思维

模式。此外，数据驱动的设计方法还可以帮助设计师更

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从而设计出更加符合人

们需求的建筑作品。

3.2  智能优化算法
智能优化算法是一种基于自然启发的计算方法，如

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等。这些算法通过模拟生物进化、

群体行为等自然现象，来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在建筑

形态设计中，智能优化算法可以用于对建筑形态进行优

化，以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以遗传算法为例，它通过

模拟生物的遗传和进化过程，对建筑形态的参数进行编

码，并通过选择、交叉和变异等操作来产生新的个体。

在每一代的进化过程中，算法会根据预设的适应度函数

对个体进行评估，选择适应度较高的个体进行繁殖，从

而逐步优化建筑形态。通过不断地迭代和优化，遗传算

法可以找到最优的建筑形态设计方案，使其在满足设计

要求的同时，达到最佳的性能指标，如采光、通风、节

能等。蚁群算法则是通过模拟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的

行为，来解决优化问题。在建筑形态设计中，蚁群算法

可以用于优化建筑的布局和流线设计。通过在建筑空间

中释放虚拟的“蚂蚁”，让它们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探

索和搜索，算法可以找到最优的建筑布局和流线方案，

提高建筑的使用效率和舒适度。智能优化算法的应用可

以大大提高建筑形态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可以为

设计师提供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设计依据。然而，这些算

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

以及对初始参数的敏感性等。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

要结合设计师的经验和判断，对算法的结果进行进一步

的分析和优化。

3.3  人机交互设计
人机交互设计强调在建筑形态设计中，人工智能与

人类设计师的协作关系。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充分发

挥各自的优势，实现更优秀的设计成果。在建筑形态

设计中，人类设计师具有丰富的创意和经验，能够从整

体上把握设计的方向和理念；而人工智能则具有强大的

计算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快速处理大量的信息，

并提供多样化的设计方案[2] 。通过建立人机交互的设计

平台，设计师可以与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实时的交互和沟

通。设计师可以将自己的设计思路和要求输入到系统

中，人工智能模型则会根据这些信息生成相应的设计方

案，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设计师。设计师可以对这

些方案进行评估和修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人工

智能模型则会根据设计师的反馈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改

进。这种人机交互的设计过程可以不断地循环进行，直

到达到满意的设计效果为止。此外，人机交互设计还可

以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来实现更
加沉浸式的设计体验。设计师可以通过佩戴 VR 或 AR 设
备，进入到虚拟的建筑空间中，直观地感受建筑形态的

效果，并进行实时的修改和调整。这种沉浸式的设计体

验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建筑空间的特征和

氛围，从而提高设计的质量和效果[3]。

3.4  多学科融合的设计方法
建筑形态设计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领域，需要

综合考虑建筑学、工程学、材料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

科的知识和技术。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这些多学科进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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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以共同推动建筑形态设计的创新发展。在建筑学

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建筑的历史

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建筑风格的特点和演变规律。通

过对建筑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学习，人工智能模型可以为

设计师提供更加丰富的设计素材和灵感，使设计作品更

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环境中[4]。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优化

建筑结构的设计，提高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通过对

建筑结构的力学分析和模拟，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帮助设

计师找到最优的结构形式和构件尺寸，降低建筑成本，

提高施工效率。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设计师选择更加合适

的建筑材料，提高建筑的性能和可持续性。通过对材料

性能和特性的分析和预测，人工智能模型可以为设计师

提供材料选择的建议，使建筑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同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环境科学方面，人工智能可以用

于优化建筑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通过对建筑能源系

统的模拟和分析，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帮助设计师制定更

加节能和环保的设计方案，降低建筑的运营成本，减少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综上所述，基于人工智能的建筑形态设计创新方法

为建筑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数据驱动

的设计方法、智能优化算法、人机交互设计以及多学科

融合的设计方法，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提高

建筑形态设计的效率和质量，创造出更加具有创新性和

可持续性的建筑作品。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建筑设计

中的应用还处于不断发展和探索的阶段，需要不断地进

行研究和实践，以推动建筑设计行业的不断进步。

4 未来发展趋势与挑战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在建筑形态设计领

域的应用将呈现出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绿色环保的发

展趋势。更加智能化的设计工具将成为主流，能够根据

设计师的需求和项目的特点，自动生成多种设计方案，

并进行优化和评估。这些工具将利用深度学习和大数据

技术，不断提升设计的效率和质量。个性化的设计服务

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需

求和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建筑设计方案，

满足人们对独特和个性化空间的追求。人工智能可以通

过对环境数据的分析和模拟，设计出更加节能、环保和

可持续的建筑形态，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

影响[5]。然而，人工智能在建筑形态设计应用中也面临

着一些挑战。数据质量和安全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

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收集大量的高质量数

据，但这些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或被滥用的风险。人工智

能技术涉及到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需要专业的人才

来进行研发和应用。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技

术创新，提高建筑设计师和相关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能力。

5 结束语

本研究对基于人工智能的建筑形态设计创新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探讨。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建筑形态设计

中的应用现状和影响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方法，

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挑战进行了展望。然而，人工智

能在建筑形态设计中的应用仍处于不断发展和探索的阶

段，需要建筑设计师、技术专家和相关学者的共同努

力，不断推动其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为创造

更加美好的建筑环境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飚.基于复杂系统的建筑设计计算机生成方法研
究[D].2023.

[2] 袁烽, 著. 从图解思维到数字建造 [M].同济大学出
版社,2022.

[3] Alisa Andrasek.Indeterminacy & Contingency: 
The Seroussi Pavilion and Bloom by Alisa Andrasek[J].
Architectural design.2015,85(3).106-111.DOI:10.1002/
ad.1908.

[4] Merrell, P.,Schkufza, E.,Koltun, V..Computer-
generated residential building layouts[J].ACM Transactions 
on  G ra ph i c s . 201 0 ,2 9 (6) . 1866 203-1 -1866 203-1 0 .
DOI:10.1145/1866158.1866203.

[5] Mayank Singh,Scott Schaefer.Triangle surfaces 
with discrete equivalence classes[J].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2010,29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