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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设计在当代地标性建筑造型中的应用与反思

李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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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建筑设计的创新，参数化设计已成为当代地标性建筑造型中的重要手段。本文旨在探

讨参数化设计在地标性建筑造型中的应用案例及其所带来的反思。通过理论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参数化设计在提升建

筑设计的灵活性、效率及创新性方面的潜力，同时对其局限性进行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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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参数化设计（Parametric Design）最早起源于高迪使
用悬链模型结合荷载计算为拱顶找形的做法，背后蕴含

的即是严整的理性逻辑。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参数化设计逐渐在建筑、航空制造、工业制造等多个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地标性建筑造型设计中，参

数化设计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设计手

段。随着复杂曲面建筑和异形建筑的兴起，参数化设计

在地标性建筑造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本文将从参数化

设计的定义、特点出发，探讨其在当代地标性建筑造型

中的应用，并对其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

1��参数化设计的定义与特点

1.1  定义
参数化设计，作为一种前沿的设计理念与方法，其

核心在于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精密的数学算法，通

过预设并精确调控一系列关键参数，来塑造和优化建筑

的整体形态与结构细节。这些参数不仅涵盖了建筑的基

本尺寸、外观形状，还深入到了材料选择、构造方式等

多个维度，形成了一个全面而灵活的设计框架。设计师

只需在这个框架内调整参数值，便能迅速衍生出一系列

既相关联又各具特色的设计方案，极大地丰富了设计的

可能性和深度。

1.2  特点
参数化设计的首要特点在于其灵活性。传统设计往

往受限于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手工绘制的局限，而参数化

设计则赋予了建筑师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他们可以在

设计过程中的任何阶段，轻松调整任一参数，无论是建

筑的宽度、高度，还是墙体的倾斜角度、材料的纹理选

择，都能即时反馈在设计模型上，使得设计方案的迭代

与优化变得迅速且直观。高效性是参数化设计的另一大

显著优势。依托于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智能算法，设计师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成和分析多种设计方案，大大

缩短了设计周期，减少了重复劳动和人为错误[1]。这种高

效的工作流程，使得设计师能够更专注于创意的挖掘和

设计的精细化，而非被繁琐的计算和绘图所束缚。创新

性则是参数化设计最为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它打破了

传统建筑几何形态的固有界限，使得复杂、非线性、甚

至是有机形态的建筑成为可能。通过参数的精妙调控，

设计师可以探索并创造出前所未见的建筑形态，这些形

态往往既符合力学原理，又充满了艺术美感，为建筑设

计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与突破。

2��参数化设计在地标性建筑造型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2.1  案例一：广州歌剧院
2.1.1  项目背景
广州歌剧院，这座坐落于中国南方经济重镇——广

州的文化地标，是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匠心独运的

杰作。它傲然矗立于珠江之畔，以其独特的造型和深厚

的文化内涵，成为了城市天际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广

州歌剧院不仅承载着传播高雅艺术的重任，更是广州这

座城市现代化与文化底蕴完美融合的象征。其设计灵感

源自自然界的卵石形态，仿佛两块经过岁月洗礼的鹅卵

石静静地躺在珠江河畔，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展现出一种既现代又古朴的美学韵味。

2.1.2  参数化应用
在广州歌剧院的设计过程中，巧妙地将参数化设计

技术融入其中，使得这座建筑的造型既富有创意又极具

科技感。深受河谷地貌以及卵石在水中长期侵蚀形成的

自然形态的启发，以这种流动的、非线性的形态作为设

计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构想，设计团队采用了先进的

“嵌片化细分”技术，将原本复杂且不规则的曲面精确

地分解为无数个小平面，每一个小平面都承载着特定的

几何信息和声学要求。更为精妙的是，设计团队还利用

犀牛（Rhino）这一强大的三维建模软件及其脚本编程功
能，对这些小平面进行了精细的调控和优化[2]。通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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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算法脚本，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建筑空间的无缝流

动和过渡，使得广州歌剧院的内部空间既充满了动感又

不失连贯性。这种参数化的设计方法不仅赋予了建筑造

型以极大的灵活性和可塑性，还充分考虑了声学效果，

确保了广州歌剧院在音质上的卓越表现，使其成为国内

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大剧院之一。

2.1.3  造型特点
广州歌剧院的造型特点可以用“软性、可塑、可延

展”来概括。从远处望去，那两块仿佛被自然力量雕琢

而成的“砾石”形态，既显得神秘莫测又充满了艺术魅

力。它们看似随意地散落在珠江河畔，却又在不经意间

形成了一种和谐而统一的美感。这种看似难以描述的形

态，正是通过参数化设计的精妙运用而实现的。设计团

队通过调整和优化参数，使得这两块“砾石”在保持各

自独特性的同时，又能够看出它们同属一个家族的视觉

效果。这种既差异又统一的设计手法，不仅展现了参数

化设计在塑造复杂形态方面的强大能力，也体现了建筑

师对于建筑与自然、城市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

解。广州歌剧院因此成为了参数化设计在地标性建筑造

型中应用的一个典范，为后来的建筑设计提供了宝贵的

启示和借鉴。

2.2  案例二：北京银河SOHO
2.2.1  项目背景
北京银河SOHO，这座坐落于首都东二环的标志性建

筑，以其独特的外观设计和深厚的艺术内涵，成为了城

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综合体，

更是一个融合了现代科技与未来幻想的建筑艺术品。银

河SOHO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紧邻繁华的市中心，却又
能独享一份宁静与超脱。它的出现，仿佛是在繁忙的都

市生活中开辟了一片充满想象与创意的绿洲，让人们在

购物、休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建筑艺术带来的震撼与

启迪。

2.2.2  参数化应用
银河SOHO的设计背后，是参数化设计技术的巧妙运

用。设计师们摒弃了传统的设计方法，转而采用了一种

更加科学、高效的创作方式。他们通过设定一系列可控

制的量化参数，并利用计算机软件的强大功能，设定出

复杂的法则和逻辑。这些参数和法则相互交织、相互影

响，共同演变出了银河SOHO那令人惊叹的复杂多元结
果。在参数化设计的指导下，银河SOHO的建筑造型得以
突破传统的几何形态限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动感

和流动性。设计师们将独特的创意与先进的建筑技术紧

密结合，通过精细的参数调整和优化，实现了建筑外观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设计方式不仅提高了设计的精

度和效率，还使得银河SOHO在视觉上更加引人注目，成
为了北京城市天际线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2.2.3  造型特点
银河SOHO的造型特点无疑是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从远处望去，它仿佛是一层层飞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

一种强烈的未来感和科幻氛围。这种独特的造型不仅令

人耳目一新，更在无形中传达了参数化设计在建筑造型

中的独特魅力。银河SOHO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设计
感。飞碟状的建筑单元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既保持了

整体的统一性，又展现出了各自独特的形态。这种既统一

又多样的设计手法，使得银河SOHO在视觉上既具有冲击
力又不失和谐美感[3]。同时，建筑表面的材质和纹理也经

过了精心的选择和处理，与整体的造型风格相得益彰，

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既现代又未来感十足的建筑氛围。

2.3  案例三：青山湖科技城南苕溪景观廊桥
2.3.1  项目背景
青山湖科技城南苕溪景观廊桥，这座横跨在南苕溪

大园路和崇文路之间的桥梁，不仅是连接北越秀城市综

合体与南宝龙商业中心、青山湖科技城轻轨站综合体的

关键交通枢纽，更是青山湖科技城区域内一颗璀璨的新

星。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不仅承载着重要的

交通功能，更成为了展现城市风貌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

口。廊桥的建设，旨在打造一处集交通、休闲、观光于

一体的综合性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一处亲近自然、享

受生活的绝佳去处。

2.3.2  参数化应用
在廊桥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们充分运用了先进的

参数化设计技术，使得这座桥梁在满足实用性的同时，

更兼具艺术性和创新性。他们利用Rhino这一强大的三维
建模软件，对廊桥的形态进行了精细的推敲和塑造。通

过设定和调整一系列参数，设计师们成功地将复杂的扭

曲异形构造融入桥梁的主梁与廊架之中，使得廊桥在视

觉上呈现出一种灵动而富有张力的美感。同时，为了确

保廊桥的结构安全和稳定性，设计师们还借助了专业的

计算分析软件MIDAS/Civil，对全桥的受力情况进行了精
密的分析和计算。这种科学严谨的设计方法，不仅保证

了廊桥能够承受各种复杂环境下的荷载作用，还使得桥

梁的造型更加轻盈、优雅。

2.3.3  造型特点
青山湖科技城南苕溪景观廊桥的造型特点，可以用

“异形”、“灵动”、“轻盈”三个词来概括。桥体和

廊架均采用了异形设计，打破了传统桥梁的呆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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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廊桥在视觉上更加引人注目。同时，通过参数化

设计的精妙运用，廊桥的形态呈现出一种流动感和韵

律感，仿佛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

生。在色彩选择上，廊桥采用了活泼的暖橙色调，这种

色彩不仅与科技城的创新科技感相融合，还为市民带来

了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此外，设计师们还巧妙地融

入了地方文化元素，在廊桥的造型、铺装、护栏等外观

细节上，对青山湖水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演绎和诠释。这

种文化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使得廊桥不仅成为了一处交

通设施，更成为了一处充满艺术气息和文化底蕴的景观

地标。

3��参数化设计的反思

3.1  感性因素的缺失
参数化设计的核心在于通过精确的数学模型和算法

来生成和优化设计方案，这种基于理性的设计方法在提

高效率、确保精度方面无疑具有显著优势。然而，建筑

设计不仅仅是科学与技术的堆砌，更是艺术与情感的融

合。美学、空间感受、文化氛围等感性因素，对于建筑

设计的成功与否同样至关重要。参数化设计在处理这些

感性因素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它擅长于处理可以量化

的数据，但对于那些难以量化、需要主观判断的美学元

素和空间感受，却往往难以准确捕捉和表达。这可能导

致设计出的建筑虽然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但却缺乏灵

魂和温度，难以触动人心。因此，建筑师在应用参数化

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感性因素的重要性，并努力在

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可以通过引入艺术顾问、

进行用户调研等方式，收集并整合感性因素，将其融入

参数化设计的过程中，从而创造出既科学又富有美感的

建筑作品。

3.2  技术门槛的限制
参数化设计对建筑师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它不仅要求建筑师具备扎实的建筑学知识，还需要

他们掌握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和编程知识。这对于传统建

筑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建筑师可能因

为技术门槛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参数化设计的优

势。此外，参数化设计软件的复杂性和高昂成本也是制

约其普及和应用的重要因素。许多小型设计事务所和个

体建筑师可能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软件费用或缺乏技术

支持，而被迫放弃使用参数化设计。为了降低技术门

槛、提高软件的易用性，软件开发者需要不断优化用户

界面、简化操作流程，并提供丰富的教程和案例资源[4]。

同时，建筑教育界也应加强对学生计算机技术和编程能

力的培养，为未来的建筑师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此

外，建筑师自身也应积极学习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提

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以适应建筑设计领域的新变化。

3.3  过度参数化的风险
参数化设计的魅力在于其通过调整参数来生成不同

设计方案的能力。然而，过度参数化却可能导致设计过

程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当参数数量过多、关系过于复

杂时，设计师可能会陷入参数的海洋中，无法自拔。这

不仅会增加设计的时间和成本，还可能导致设计结果缺

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过度参数化还可能削弱建筑师对设

计的整体把控能力。在参数化设计的初期阶段，建筑师

可能还能清晰地理解每一个参数的意义和作用。但随着

参数的不断增加和关系的日益复杂，建筑师可能会逐渐

失去对设计的直观感受和控制力。这可能导致设计结果偏

离初衷，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同时，建筑师还应保

持对设计的整体把控能力，随时根据设计需求调整参数设

置，确保设计结果既符合科学原理又富有艺术美感。

结语

参数化设计在当代地标性建筑造型中具有重要应用

价值，它能够提高设计的灵活性、效率和创新性。然

而，参数化设计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如感性因素的

缺失、技术门槛的限制以及过度参数化的风险等。因

此，在应用参数化设计时，建筑师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

素，确保设计过程的可控性和设计结果的优越性。未

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建筑师对参数化设计理解的

深入，相信参数化设计将在地标性建筑造型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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