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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算力的提升推动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进步。在建筑设计领域，现有的

计算性设计工具被视为“理性的工具”而非“想象的工具”，基于语义的 AIGC 则可以作为弥补。

本研究以湖北某办公楼为例，提出一套 AIGC辅助建筑方案设计的流程，分为方案生成与演进、

方案推敲与深化两阶段。该流程充分利用了 Stable Diffusion 可控性较强和Midjourney 成图质量较

高的特点，通过 AI 的大量探索与建筑师的引导选择，实现了双方优势的互补，强化了传统建筑师

依靠草图和模型探索方案的过程，为建筑领域注入新的思维方式。未来人工智能在建筑设计领域

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为行业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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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算力提升和技术革新，传统设计方式面临效率低下、流程繁琐及修改频繁等挑战。在当

前工作流程中，建筑师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建模渲染而非设计构思。因此，利用先进计算技术提高

设计效率已成为行业趋势。

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也叫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采用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自动化创作的一种技术[1]。近年来，算力的发展推动了 AIGC 的进步，为建筑方案设

计流程的优化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思路。与传统的计算性设计方法（如模块化、系统化、CAD 和参

数化建模）[2]相比，基于语义的 AIGC 在处理社会、文化、风格相关的内容时表现出显著优势，

能作为“想象工具”[3]通过大量的列举对思维进行扩展，弥补“理性工具”[3]在想象力和人文关

怀方面的不足。

本文以湖北某工业园区办公楼为例，提出一套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的流程，充分利用各

类生成式 AI 工具的特点，分为方案生成与演进、方案推敲与深化两个阶段，旨在有效节约时间和

资源，为建筑领域引入新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

1 AIGC 技术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

1.1 AIGC 技术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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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大致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40-50 年代。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

能”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奠定了该领域的发展[4]。

20 世纪 60-90年代，人工智能领域遭遇了两次“寒冬”，研究进度缓慢，成果有限。

20 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初，人工智能领域开始逐渐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并涌现出卷

积神经网络(CNN)，图神经网络(GNN)，生成对抗网络(GAN)和变分自编码器(VAE)等新架构，输

入和输出也由最初的数字和图像向多模态发展[3]。

2021 年出现的 CLIP（Contrastive Language-Image Pre-Training），通过对比学习建立了图像和

文本之间的深层联系[5]，为跨模态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

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生成式 AI 的技术变革，特别是在图文生成领域，其通过前向扩散和反向生成

过程实现了高效的图文生成[6,7]。

2022 年，ChatGPT的发布引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AIGC 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2024 年 OpenAI Sora 和 GPT-4o的发布体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之迅速[8]。各类 AI 工具及

其多模态的生成内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1.2 AIGC 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领域，AIGC 已有初步的研究和应用，包括建筑平面设计[3,13]、建筑形体设计[3,11]、

建筑性能模拟[9]、建筑文本内容生成等，常用的工具有诸如 ChatGPT、文心一言等语言大模型，

以及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小库 xkool 等图像生成工具。其模态主要涉及文本和二维图像，

而 3D的生成式模型，如 Point-E、Dreamfileds-3D 等目前仍然存在精度和操作上的局限，且不易与

建筑领域的 3D建模软件及相关工作流接轨，尚未投入广泛应用。

在建筑方案设计过程中，AIGC 目前常用于前期案例的参考、方案意向的效果呈现以及文本文

案的生成，其主要作用是给设计师提供前期灵感以及对设计师的方案意向进行快速表达[10]，并未

实际参与建筑的设计和推敲过程，也并未形成成熟的设计流程[11,12]。

2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流程及应用示例

本研究提出了一套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的流程，将以湖北某工业园区办公楼方案设计为

示例方案，详细讲述流程两个阶段各部分的内容及应用方式。

示例方案选址于金属建材产业园西南角，场地西侧和南侧与城市道路相邻，入口位于东南角。

项目所在产业园可生产金属板材、玻璃幕墙，并具备成熟的双曲工艺，场地周边厂房均以铝板为

立面主要材质。该建筑作为产业园的办公楼，兼具展示产业形象的功能，总面积约 6000 ㎡，限高

24m，用地面积 4850 ㎡。为充分达到展示目的并丰富设计内涵，本方案计划以后现代主义建筑思

想作为引导完成设计。

图 1 示例方案选址示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2 示例方案周边厂房外观（图片来源：方案文件）



2.1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工具介绍

Midjourney（MJ）是一款基于扩散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和服务，作为聊天工具 Discord

的扩展，可以由自然语言描述生成图像。其大模型涵盖的内容广泛，成图质量高，有较好的风格

效果，但其算法不开源，可控性较差。

Stable Diffusion（SD）是 2022 年发布的基于扩散技术的深度学习模型，可以实现由文本生成

图像的功能。其算法开源，可控性较强，但需要经过一系列调试才能获得较好的风格图像效果。

ChatGPT 是由 OpenAI 于 2022 年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LM），使用户能

够优化和引导对话生成相应的文字。适用于建筑设计中提示词的生成、设计文本的撰写等。

2.2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流程

本流程分为方案生成与演进、方案推敲与深化两阶段（图 1），第一阶段得到立面初步方案，

第二阶段得到建筑初步方案。充分利用了 Stable Diffusion 较强的可控性和Midjourney 较高的成图

质量，使 AIGC 融入方案设计过程。本流程中 AIGC 主要辅助建筑形态的定性推敲，而建筑设计

的其他设计元素，如城市环境及建筑物理性能等，则作为方案筛选条件，需要建筑师主动进行引

导和选择，并在三维方案推敲和细化阶段进一步优化。

图 1 AIGC辅助建筑方案设计流程（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2.1 第一阶段：方案生成与演进

方案的生成与演进旨在得到方案的大致形象（图 2）。建筑师明确设计任务后，向 AI 输入初

步构想并生成大量立面方案，通过比选引导和 AI 多次生图迭代后，获得立面的初步方案。

首先明确设计任务，对应步骤 1-1，充分调研设计场地及其周边城市环境，结合业主需求，明

确场地信息、建筑体量以及建筑功能。其中，周边城市环境决定建筑外观形象，场地信息决定主

入口及主立面的位置，建筑体量确定建筑立面尺度，建筑功能确定建筑的体块和立面虚实。示例

方案根据业主需求及周边厂房立面形象确定为金属材质立面；根据场地信息确定主入口位于东南

侧，主立面为南面；根据体量需求确定高约五层；结合展示功能需求，确定西南侧设大中庭作为

“展示橱窗”，立面使用双曲铝板作为“广告牌”。

其次，描绘初步构想，对应步骤 1-2。即通过手绘、计算机建模等方式初步表达方案构想，需

包含建筑基本形态、虚实关系、层数以及该立面的其他特征信息，线条尽量简洁自由，给 AI 充分

的发挥空间。

接着，进行 AI 生图，对应步骤 1-3至步骤 1-6，包括 AI 第一次生图、AI 第二次生图、Lora

训练和 AI 第三次生图，具体操作如下：

（1）AI 第一次生图



控制 AI 生成带有所需元素和特征的立面效果图片，对应步骤 1-3，使用 Stable Diffusion 实现。

Stable Diffusion 对于形态的可控性更强，因此更易控制其生成符合需求的初期立面图片，但缺陷在

于生图质量参差，美观性较差。

选择建筑相关的大模型，将初步构想图输入 ControlNet，选择 Lineart 或 Canny 模式使线稿识

别更准确。通过提示词（prompt），对建筑各要素进行引导（表 1），生成大量带有所需特征的

立面效果图片。现有大模型的训练基于西方语境，因此提示词须用英文表述，但必须注意表意准

确性，例如“中庭”在本例中应为“atrium”而非“courtyard”。可借助 ChatGPT 优化提示词，并

结合生图效果调整。如果生成结果不符合设计意图，则应调整提示词或重新绘图。示例方案通过

简单的手绘线稿辅以提示词，生成一系列带有大中庭并以双曲金属板为主要材质的立面方案。

表 1 AI 提示词（图表来源：作者自绘）

要素 示例方案提示词内容 训练 Lora 后新增

建筑类型 办公建筑 office building，建筑 architecture -

环境背景 工业园区 industrial area -

风格定位
后现代主义建筑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扎哈 Zaha Hadid，盖里 Frank Gehry
Lora触发词（postm）

主要材料
铝板 aluminum panels, 银色 silver，金属 metal，

双曲铝板 double-curved aluminum
金属条带（ribbon）

体量控制 五层 five-stories -

形态特征
曲线 curvilinear，大中庭 large atrium，展示 exhibition，

复杂室内 complex interior，红色入口 red entrance

中庭内设盒子

box spaces in the atrium，

触发词（p_curve，p_surf）

Lora模型 - 后现代 Lora（postm）

效果控制
温暖 warm，柔和 soft，日光 daylight，

高质量 best quality，杰作 masterpiece
-

反向提示 低质量 worst quality, low quality, normal quality，丑陋 ugly 红色背景 red background

（2）AI 第二次生图

控制 AI 生成大量质量较好、风格一致且形态差异较明显的立面效果图片，对应步骤 1-4，使

用Midjourney 实现。Midjourney 自由度更大、可控性更弱，生成图片质量较高、美观性较好，因

此更适合在有参考的情况下发散式生成大量方案。且由于其生成的图片数量多、质量高、风格统

一，也适合作为后续 Lora 模型的训练素材。

从第一次生成图中选择尺度适宜、风格适宜且符合设计需求的立面。选择 Midjourney Model

（V5 及以上版本）确保生成图像更真实，采用 Stylize med 模式控制变化幅度适中，通过融图、图

生图等形式多次迭代，获得质量较好、风格一致且形态差异较大的立面图片。精选其中最符合设

计需要的方案，作为意向方案。示例方案除了使用第一次 AI 生图的图片外，还融合了大中庭和金

属曲面的图片素材，引导Midjourney 生成更符合需要的立面方案。从形态较好的方案中挑选了两

个符合设计需要的方案作为备选。

（3）Lora训练

训练微调模型 Lora，以便继续生成带有对应风格和特征的图片，对应步骤 1-5。Lora 模型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定制化需要，可在 Stable Diffusion中引导 AI 生成特定风格的图片，并使生成

方案具备所需特征。其训练素材的风格和特征应尽量相似，模型拟合程度才能良好。



除备选方案外，从第二次生成图中选择尺度、风格适宜并携带所需设计特征的图片作为训练

素材。同时可以加入其他符合需要的图片素材使其更贴合使用需求。示例方案中使用了 29张图片

素材作为训练集，训练出具有大中庭、双曲金属表面的 Lora（命名为 postm），通过无提示词生图

测试，检验得到训练效果符合预期。训练产生了多个具有细微差异的 Lora 模型，可逐一查看性能

并调整权重混合使用。

（4）AI 第三次生图

控制 AI 对意向方案进行调整，对应步骤 1-6，使用 Stable Diffusion实现。Stable Diffusion 较

强的可控性能够在保持方案形态和风格不变的情况下对方案细节进行调整。

使用 Stable Diffusion，以第二次生成的方案备选为底图输入 ControlNet 或图生图模块，结合

Lora 模型并在原提示词基础上新增触发提示词（表 1）生成细节上有差异的立面方案，挑选材质、

颜色等细节上符合需要的图片。示例方案将两个备选方案分别输入 Stable Diffusion，根据需求选择

了入口带有红色、金属表面呈条带状的方案，至此得到了 AI 方案的雏形。

最后，结合 Photoshop（PS）控制 AI 对方案进行微调，对应步骤 1-7。挑选上一步中细节最佳

的方案，借助 Photoshop 对图片进行处理，引导 Stable Diffusion在图生图模式下进行微调，再次用

Photoshop简单修正，得到立面初步方案。如果需要更清晰的方案效果图，可通过 Stable Diffusion

的放大模型完成初步方案图像的高清放大。示例方案通过 Photoshop 引导颜色、标志等细节，结合

AI 第三次生图的方案，采用图生图模式进行调整，多次迭代后得到两个较为适宜的方案，最后使

用 Photoshop为方案添加符号文字等内容。

2.2.2 第二阶段：方案推敲与深化

方案推敲与深化旨在精确化方案细节（图 3）。建筑师根据立面初步方案重新整理构想，通

过 AI 快速呈现构想效果，调整方案并完成二维到三维的转换，进一步形成建筑的初步方案。

首先需要细绘方案构想，对应步骤 2-1。根据第一阶段的立面初步方案整理构思，考虑方案的

三维呈现及其合理性和落地性，绘制线条清晰明确、包含重要细节的方案立面构想。示例方案结

合第一阶段的两个方案，绘制了东南西北四个立面的方案构想，其中包括重要细节，如方案一的

阶梯状金属带及方案二的大中庭和入口。

其次，完成细绘方案的 AI 效果呈现，对应步骤 2-2，使用 Stable Diffusion 实现。Stable Diffusion

能准确依照线稿图片生成效果图，在结合了 Lora 之后，可以生成质量更好的图片作为效果参考。

传统设计模式须通过建模渲染才能直观表达方案设计，利用 AI 快速生成效果图，可免去建模渲染

后再次修改初期方案带来的工作量。该步骤将细绘后的方案构想输入 ControlNet，结合提示词和

Lora，快速表现各个立面的效果。根据直观的效果呈现分析方案问题，通过修改线稿的方式快速

修改方案，再由 AI 重新生成新的效果，直到修改满意。示例方案以细绘的黑白线稿图为底图，沿

用第一阶段训练的后现代风格 Lora模型（postm），ControlNet 选用更适配黑白线稿参考图的 Lineart

（invert）模式，快速生成四个立面的效果，直观感受方案设计是否符合需求。

接着，进行三维方案推敲和细化，对应步骤 2-3 至 2-4，与传统设计方法的三维方案设计方式

一致。确定方案构想合理满意后，可根据构想建立三维体块模型，并推敲体块设计。该步骤需要

建筑师充分考虑建筑城市环境、物理性能、功能排布、造价成本等多方面的需求，可结合定量的

分析，若无法推进，则需要修改方案构想。示例方案确定构想后建立了三维模型并推敲，得到了



体块简洁、符合使用需求的方案。确定方案三维体块模型合理满意后，可进一步对方案细节和内

部进行设计，得到建筑初步设计方案的模型。

最后，借助 AI 进行效果呈现和微调，对应步骤 2-5 至 2-6，使用 Stable Diffusion实现。以细

化后的方案模型线稿图为底图，输入 ControlNet，选用 Lineart（lineart_realistic）模式，结合提示

词和 Lora，可以得到相对真实清晰的建筑效果图片。如果生成图片效果不符合预期，可以通过

Photoshop修改引导细节，并将风格示例图片输入 ControlNet，选用 Ip-Adapter模式，可以得到对

应风格的效果；确定风格效果后，使用 Stable Diffusion的后期处理模式，通过放大模型 BSRGAN、

R-ESRGAN 4+ 等将图片放大，提高清晰度。进一步用 Photoshop 对放大后的图片进行整体和细节

的处理，可得到初步方案的效果图，完成初步方案的设计和效果图表达。

图 2 流程第一阶段：方案生成与演进（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3 流程第二阶段：方案推敲与深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讨论

该流程将 AIGC 应用于建筑方案设计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提高方案设计效率及设计

师与业主沟通的效率。在实践过程中，可总结 AIGC辅助建筑设计的优势及局限如下。

3.1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的优势

突破设计师的思维局限。设计师的思维会受到自身经验和个人习惯的限制，而 AI 可以通过几

乎遍历的方式给出符合需求的立面方案，在建筑形态设计层面给予建筑师更多的选择和提示。在



示例方案中，基于建筑师的构思，AI 生成方案的金属表面材质、中庭呈现方式及建筑体块形式丰

富多样。两个 AI 立面初步方案中，西南侧贯穿建筑顶部的中庭能为最佳展示面带来较强的视觉冲

击，层叠的金属曲面及条带状材质表现更能展示园区的双曲铝板技术工艺，超越并具象化了建筑

师原有的构思，最终转化为建筑初步方案的中庭形态以及曲线条带状的立面形象。

提高修改和表达效率。在方案呈现的过程中，AI 取代了部分建模渲染步骤，减少了方案修改

的工作量。特别是流程的第二阶段，使用 AI 对线稿设计构想进行表达，减少了建模渲染再修改的

过程。

3.2 AIGC 辅助建筑方案设计的局限

AIGC 辅助范围有限。在本流程中，AIGC主要辅助建筑形态的定性推敲，而不涉及定量的模

拟和分析。关于建筑设计的其他因素，需要建筑师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主动引导和筛选，在本流

程第二阶段的三维方案的推敲和细化部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权衡和定量的设计深化。

超现实表现。在流程第一部分，AI 生图的自由度较大。AIGC 在生成图像时不受“自然”（如

规模、材料和结构）的限制，因此可能产生违背现实规律的结果[9]，例如尺度和比例的控制一直

是技术难点。本研究通过提示词、线稿图片和 ControlNet来调整生成图像的尺度和比例，这种调

整过程仍显繁琐且精确度不足，需要进一步优化。

“想象力”的局限。AI 生成的内容依托于其大模型中的数据，现有的图文大模型具有较强的

普适性和较弱的专项性，使用 AIGC 辅助特定类型的建筑或构筑物可能会由于训练数据匮乏而导

致生成结果不理想，表现出方案“想象力”的匮乏，此时需要专项训练相关 Lora模型或大模型才

能确保方案的有效生成。

3.3 AIGC 应用于建筑方案设计的问题讨论

偏见及修正。流程应用过程中须警惕 AI 大模型中的偏见，这些偏见可能来自训练数据、标签

输入或使用过程。建筑师应及时识别并调整这些偏见，确保生成方案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原创性和作者归属。AIGC辅助设计模糊了“原创”定义，引发作品归属权争议。参考学术界，

Science系列刊物允许 AI 辅助文稿撰写，但须进行说明并由人类作者承担相应责任[14]，即倾向于

认为大语言模型应用于文章撰写是人类主导、AI 辅助。随着 AI 技术发展，AIGC 辅助设计的责任

归属将进一步明确。

技术更替。该流程需要根据技术更替进行更新。AIGC 技术迭代迅速，鉴于当前文本生成 3D

模型技术仍有局限性，本研究主要依托文生图大模型，而未来文本生成 3D模型的技术可能会进一

步完善，AIGC辅助建筑方案设计流程必须不断优化，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结语

本文所提出的流程，强化了传统建筑师依靠手绘草图、体块模型和数字模型等方法探索方案

的过程。通过 AI 的快速探索与建筑师的分类选择及引导，实现了双方优势的互补，充分发挥了

AIGC在方案设计过程中的作用，有效节约了时间与资源，并为建筑领域注入了新颖的方法与思维

方式。

在当今时代下，建筑师更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和责任心面对新兴技术，而未来人工智能在建筑

设计领域也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为行业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预计未来将出现更多基于 AI 和

深度学习的工具和方法，为建筑设计提供更多支持，推动建筑行业进入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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