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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场景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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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迅速发展，对各个行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聚焦建筑行业，本文主
要研究人工智能（AI）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场景，比如在建筑方案设计、项目全过程管理、绿色建筑、古建筑、教
育建筑等方面，并提出人工智能（AI）技术对建筑行业带来的挑战，最后提出其对建筑行业发展前景的影响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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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
在2024年3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新质
生产力、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型工业

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专精特新等议题引发社会各界

关注。《“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强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建筑领域中的融合应用。[1]在此背景下，建筑与AI
的结合是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创新的必然选择。

2 人工智能（AI）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场景

2.1  人工智能（AI）在建筑方案设计中的应用
通过AI设计与传统设计进行比较分析，AI设计带

来了“效率提升”和“创作丰富性”。首先，“效率提

升”主要体现在AI设计通过自动化生成工具进行概念设
计，如利用Stable Diffusion快速生成设计概念，极大提高
了设计初始创意过程的效率和创新性。[2]例如，AI可以在
几秒钟内生成数百个创意草图，而传统设计可能需要数

小时甚至数天才完成同样数量的概念探索；同样“创作

丰富性”体现在AI技术通过算法学习历史建筑作品的设
计规律，提供多样化的风格和创意组合。在设计初期，

AI技术将给建筑师带来无限的创意思路。笔者在大学生
活动中心设计初期用AI进行建筑方案设计，如图1所示。

2.2  人工智能（AI）对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变革
2.2.1  项目投资
AI技术通过数据分析、预测模型和决策支持功能降

低项目投资的风险。在投资分析与预测方面，AI技术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起到对建筑项目的成本进行预测和

控制。主要包括利用历史数据库和AI智能算法对项目后
期的盈利、投入和成本等进行推算计算，形成分析预测

模型，预测项目的成本趋势，使得投资决策更加科学合

理；在投资回报优化方面，AI则是利用智能算法预测模

型，优化投资估算，提高预测准确度，从而有效控制项

目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改善项目管理。

图1 AI建筑方案设计概念图

2.2.2  智能建造
AI技术使用建造机器人、无人驾驶设备等进行施工

活动，从而提高施工安全性，减少人力需求，提升施工

效率。AI自动化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方面，运输机器人利
用AI系统绘制的路线在工地上运送材料，如砖块、水泥
等，减轻工人的负担并提高效率；通过融合感知、运动

规划和精准控制系统的无人挖掘机，不但能自主完成挖

装任务，而且能够24h不间断地进行无人化作业等。
2.2.3  施工管理
通过AI技术，实现AI对工地的自动化监控和管理，

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降低安全风险、提升管理效率。[3]

其应用场景主要表现在：AI智能质量管理，涵盖日常质
量检查、工程实体实测、图样质量检材料检测等；AI智
能环境管理，涵盖灰尘排放检测、噪音监测和污水监测

等；AI智能安全管理，涵盖安全行为管理、安全检查和
整改、安全风险识别和预警和危机应急预案等。

2.3  人工智能（AI）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
AI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主要表现

在：比如在建筑设计阶段，AI技术通过阳光对建筑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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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采集风向以及当地气候等数据点，帮助设计师找

到最合适的开窗位置、建筑朝向和建筑物形体等，优化

建筑设计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的消耗。[4]比如，在

建筑施工阶段，可以通过AI评估材料的能源消耗、耐用
性和维护需求，选择合适的可持续施工材料。[5]

2.4  人工智能（AI）在古建筑中的应用
2.4.1  人工智能（AI）对古建筑进行数字化三维建模
应县木塔，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构楼阁

式建筑，凭借独特的设计、结构与施工，屹立近千年而不

倒，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如图2所示。
由于历史上地震、天气、战争等因素带来的损伤逐

渐累积，应县木塔保护应县木塔的任务日益紧迫。2024
年4月，由联想集团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共同开发了“智
慧应县木塔”方案。利用AI技术对古建筑进行高精度的
3D扫描和摄影测量技术，进行数字化记录，创建详细的
三维模型，对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再通

过利用AI算法和结合三维建模技术，对受损或遗失的古建
筑元素进行虚拟修复和重建，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古建

筑的原始面貌。也就是通过在数字世界中构建“木塔孪生

体”，逐层还原了木塔的完整构造与细节，并将木塔的

历史浓缩其中，让应县木塔在数字世界中得以复现。

图2 应县木塔实景图

2.4.2  人工智能（AI）对古建筑进行壁画复原
济南长清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如图3所示，是一座

集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古代建筑宝藏。早在1961
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地面石筑石刻房屋建筑。祠内石壁和石梁上遍

布精美的汉代石画像，再现了千年前汉代人的生活日

常、所思所想。

图3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效果图

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打磨，石壁上的画像已略显斑

驳。天下泉城人工智能研究室策划创意团队，借助AI技
术，将黑白线条变成彩色，将细腻的人物表情和生动的

场景再现，将汉代的绝代风华展显在人们的眼前，栩栩如

生。AI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及，让文化的魅力永不褪色，
给古老的画像赋予灵魂。AI复原壁画图如图4图5所示。

图4 AI复原壁画图

图5 AI复原壁画图

2.5  人工智能（AI）在教育建筑中的应用
AI大模型结合云平台、数据底座、智能联接，构

建智能化的数字教育空间，比如为满足不同教学场景需

要，营建智慧化的“未来教室”等教育空间，打造智慧

课堂，全面推动教育智能化发展。

2.5.1  国内智慧化“未来教室”实践
例如，借助华为智慧交互大屏IdeaHub，联接华为云

和鸿蒙生态，鸿蒙智慧教室构建起远程互动教学与常态

化教学两种场景，满足全屋智能化教学，还利用融合式教

学云平台，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数据的互联互

通。宁夏大学已经启用了常态化录播智慧教室、远程互动

智慧教室、双屏教学智慧教室、研讨型智慧教室、沉浸式

教学互动教室等不同类型的教室，如图6所示。

图6 华为智能“未来”教室效果图

2.5.2  国外智慧化“未来教室”实践
在中东地区，穆斯塔克巴尔大学通过华为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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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实现了现场与远程场景的混合教学。

智慧课堂解决方案运行在华为IdeaHub上，能够作为
双向协作平台，通过数字化对传统课堂进行升级改造。具

体表现为：无论身处何地，学生和教师都可以通过客户端

轻松地远程加入课堂；并且在多个教室间实时双向共享音

频、显示4K图像和视频，并共享课程演示和注释。
3 人工智能（AI）技术对建筑行业带来的挑战

3.1  人工智能（AI）对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挑战
从AI在方案调整中的应用和专业智能机器人在建筑

施工中的应用来看，AI技术的运用会提高建筑师的工作
效率，但必然也会导致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岗位的减少和

开发AI技术人员岗位的增加，使得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
技术会出现更新与转型，从而替代人力劳动。

3.2  人工智能（AI）对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的挑战
随着AI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

建筑设计师利用AI进行效果渲染和模型设计。现阶段设
计师利用的AI绘图设计出渲染图都基于开发者的大模型模
组，以及在LoRA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参数的调控和修改，
而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图。但其建筑渲染图的模型版权仍

在开发者中，由此建筑设计的版权会存在一定的争议。

版权问题将带来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4 人工智能（AI）技术对建筑行业发展前景的影响

和展望

第一，AI利用“云网盘”技术同步国家信息网，自
我实现系统中建筑设计规范数据的实时更新，使其相关

AI辅助软件第一时间实现自我升级更新，从而提高设计
师工作效率。

第二，AI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
为设计师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方法。在推动了设计创新

和效率的极大提升的同时，在广泛应用过程中仍然面

临，比如场景的数字化和建模复杂性、算法的选择和定

制化，以及对更智能设计工具的需求不断增加。

第三，对于未来建筑师的培养，AI技术可以提供模
拟3D建筑环境和个性化学习路径，将改变建筑行业的教
育、培训方式以及人才培养方案。

5 结论

总之，AI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将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成果已初步显

现，并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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