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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能化背景下建筑设计的
民族审美新认知

●许　良　黄琳茹

　　

[摘要]在大数据智能化的背景下,建筑设计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经验与方法,而是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分析,

突破了空间功能与审美表现的局限.特别是在民族审美的语境中,大数据与智能化技术为建筑设计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结合先进的设计工具,建筑能更好地表达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

还能在空间的个性化与多样性需求中找到更精准的实现方式.本文探讨了大数据与智能化如何推动建筑设

计的转型,尤其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以及建筑个性化定制中的创新应用.

[关键词]大数据;智能化设计;民族审美;建筑风格;个性化定制

随
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筑设计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变革。 大数据与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为建筑设

计提供了精确的决策支持，从功能布局到形式创新，再到空

间的动态调整，都离不开数据的精准指引。 尤其是在民族

文化深厚的背景下，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效融合，

成为设计师面临的重要课题。 传统的建筑风格和审美表

现，会受到地域、历史和民族特点的深刻影响，而大数据与

智能化技术的介入，促使建筑设计从单纯的文化传递逐步向

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迈进。

大数据智能化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一)大数据与建筑设计的融合发展

大数据技术的引入，让建筑设计从“艺术创作”转向以

数据为核心的精准设计，设计师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对环

境、使用者行为和社会需求等多维度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实

现建筑设计的定制化、优化与智能化。 这一转变对建筑功

能的合理性、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建筑设计受到经验和个体创造力的限

制，而大数据的应用打破了这一局限，通过对大量建筑实

例、用户反馈及气候变化等数据的分析，设计师能够从海量

信息中提炼出最具参考价值的设计要素，极大提高设计的科

学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建筑设计受到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

地区差异的影响，设计者通常需要在有限的信息和资源条件

下，去创造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而大数据技术让

设计者能够通过精准的民族文化数据分析，深入理解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需求。 例如，通过大

数据分析，人们对于建筑外立面色彩、装饰元素、屋顶形式

等方面的偏好，可以被量化并融入设计过程当中，这样能够

满足文化传承的需求，提升建筑作品的现代感和地域感。

(二)智能化建筑设计的民族审美需求

在大数据智能化的加持下，建筑设计的民族审美需求被

更加细致地解读和满足，这一转变是通过对特定文化背景、

历史传承、地域特色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进

行多维度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逐步呈现出个性化且具有文化

深度的设计成果。 传统的建筑审美被束缚在普遍的艺术风

格或技术标准中，而智能化系统借助实时反馈与动态调节，

可以根据不同的民族背景和地域文化进行定制化设计，如民

族色彩的运用、特有的装饰图案、传统建筑元素的再造，都

能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并在保留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注入

现代化的设计语言，进而满足不同民族对美学的独特需求。

再者，数据驱动下的设计能够深入挖掘民族群体在不同

环境条件下的行为习惯与文化偏好，精准预测他们对空间的

实际需求与情感共鸣。 如某些民族群体可能更加注重私密

空间的划分与家族聚集的需求，这一文化特征能够借助智能

化技术实现空间布局上的优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最合适的

空间划分方案，既能满足传统文化的家庭聚集需求，又能保

障现代建筑的功能性与舒适性。

另外，智能化设计对民族审美的深刻理解，不局限于外

部形态的设计，更深入到建筑的功能、结构乃至材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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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如，木质元素在一些民族建筑中常常代表着生命与自

然的联系，智能化设计通过数据分析，能够精准判断哪些地

区的建筑对木质材料有更强的需求，并结合当地气候与环境

条件，设计出更符合可持续性和民族审美的建筑形式。

(三)数据驱动下的建筑功能与形式创新

在大数据智能化的背景下，基于大数据，设计师可以对

地区气候、人口密度、生活习惯等各类数据进行整合，精准

预测建筑使用者的具体需求，如在城市中，由于人们的居住

需求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单一功能空间已难以满足当代居民

对舒适性和实用性的要求，通过数据驱动，设计师能够构建

出更为开放、可变的空间格局，让建筑满足当前的使用需

求，还能为未来的功能转化留有余地。 而且智能化技术能

够根据使用者的实时反馈和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让建筑

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智能控制来提升空间的舒适度与效率。

另外，建筑的外形与周围环境、使用者需求及文化背景

密切相关，通过大数据分析，设计师能够挖掘出特定地域或

文化背景下，居民对建筑外观和形式的潜在偏好，打造出符

合当地民族审美的创新建筑。 例如，在一些具有悠久历史

和传统文化的地区，设计师需要在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

找到平衡点，而大数据的应用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科学，通

过对历史建筑数据、居民审美趋势和建筑材料的分析，设计

师能够创造出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文化传承的建筑形式。

民族审美与建筑设计的深度融合

(一)民族文化对建筑风格的塑造作用

民族文化对于建筑风格的塑造作用，表现在建筑的细

节、结构、色彩及装饰元素中，这些元素，是某一民族独特

生活方式、信仰体系和审美情趣的具体体现，如藏族建筑的

屋顶常常呈现鲜明的曲线，以模仿自然界的山脉，屋顶的金

色装饰则寓意着佛教的光明与神圣，这些建筑特点在视觉上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也从文化与精神层面表达了该民族对

自然、宗教以及生命的深刻理解，在大数据智能化背景下，

这些传统建筑元素被提取并精细化处理，通过数据的深度分

析，设计师可以更加精准地理解不同民族群体对建筑形式的

审美需求，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实现文化传承的

同时满足当代的功能需求。

此外，在一些民族文化中，建筑是居住或工作的空间，

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世界之间沟通的载体，

这种文化特性对建筑的空间布局、功能设计和使用方式产生

深远影响，如我国传统的四合院通过内外空间的分隔体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院落中不同的区域体现了对天、

地、人和自然的不同尊重，大数据在此类设计中的作用，正

是在于将这种深层次的文化需求进行量化与精准化，通过对

历史数据、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与分析，让建筑设计能够更

贴近民族文化的真实需求。

(二)传统工艺与现代智能化设计的结合

过去古代建筑中的木结构、雕花技艺和泥土墙体，具备

良好的物理特性，也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象征和手工匠人

的智慧，然而，现代智能化设计的出现，为建筑行业带来了

巨大的技术突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建筑信息建模

(BIM)和自动化施工技术等的应用，让建筑设计变得更加精

确和高效，同时也引入了新的材料与构造方法，可以实现更

多复杂的形式和功能需求，将这些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

合，是文化和工艺的再创造。

另外，智能化技术为工艺提供了更精准的再现与创新途

径，例如，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师可以通过历史建筑的数

据积累和现代科技的支持，优化传统工艺在现代建筑中的应

用。 在此基础上，智能化的材料选用与构造方式，也能够

确保传统工艺所带来的美学效果不会因结构或环境条件的变

化而受损。 此外，３D打印技术的发展让传统工艺中的复杂

雕刻和造型得以迅速实现，并且成本大幅降低，这种结合，

体现了设计师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对技术进步的包容，形

成了既符合民族审美，又具备现代功能性的建筑风格。

(三)个性化与多样性需求的满足

随着个体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建筑越来越向满足每一个

独特需求的方向发展，大数据为建筑设计提供了无穷的可能

性，通过对不同人群、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地理环境的

精细数据分析，设计师能够精准地捕捉到每个群体的居住需

求与审美倾向，这些数据可以揭示出传统建筑形式的变化趋

势，为个性化设计提供有力支持。

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要求建

筑具备基本的功能性，还要体现出多样化的生活场景，而通

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设计师能够

在设计阶段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在实际施工之

前就能感知建筑的空间感和美学效果。 更重要的是，这些

技术的介入让设计可以进行高度定制化，用户能根据个人需

求调整空间布局，还能参与到材料选择、建筑外观设计等方

面的决策中，真正实现个性化定制。

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建筑设计的未来趋势

(一)数据驱动的绿色建筑设计

传统建筑设计通常依赖于设计师的经验和直觉，在考虑

建筑材料、能源使用和环境影响时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与优

化，而大数据的引入，让建筑设计能够更精准地进行资源配

置与环境响应，通过实时收集和分析气候变化、建筑物内外

的能效数据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因素，设计师可以在设计初

期就准确预测建筑的能源消耗，并进行科学的能源规划。

而且通过BIM 技术的应用，设计师可以在整个建筑生命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前卫科技　　Qianwei Keji

２０２３．２８　 前卫 　　４９　　　

期内，持续追踪和优化建筑的能效数据，实现真正的动态管

理，确保建筑在建造、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始终保持绿色、节

能的标准。

与此同时，大数据聚焦于建筑能效和材料选择，还深入

到建筑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在城市化进程中，建筑密

集带来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化利

用自然资源，是绿色建筑设计的关键课题，借助大数据分

析，设计师能够精确评估建筑的通风、采光、热能交换等生

态特性，从而实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融合。

(二)智能化建筑与民族文化的双重融合

在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的助力下，智能化建筑设计通过

数据的精准分析，可以帮助设计师理解每个细节的技术需

求，更好地融入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就比如，通过

对民族历史、地域环境、风俗习惯等数据的挖掘，智能系统

能够提供个性化的设计方案，让建筑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旧保

留浓厚的文化气息。 智能化设计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

优化传统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既能保证文化的延续性，又

能赋予建筑作品新的生命。

此外，现代建筑设计常常忽视了空间的文化适应性和使

用者的心理需求，而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分析，能够精准捕

捉到不同民族群体在空间使用上的需求，如许多民族文化

中，对家庭成员的关系、对私密空间的需求具有独特的理

解，这些文化需求可以借助智能化的调节与个性化定制，让

建筑空间满足基本的居住功能，更好地符合特定民族的文化

习惯与心理需求。

(三)建筑设计的个性化定制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建筑设计的个性化定制涉及到建筑外观、功能、空间布

局和材料选择等层面，通过全面采集用户需求数据，建筑师

能够为不同的需求群体量身打造独特的空间方案，虚拟 VR
技术的引入，让这一过程更加直观和高效，借助 VR技术，

用户能够在设计初期通过虚拟的空间展示，提前感知建筑的

真实感受，还能直接参与到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设计师借

助 VR技术，可以快速呈现各种可能的设计方案，让用户在

虚拟世界中体验不同风格、布局，甚至细节的变化，精准地

捕捉他们的审美偏好与实际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建筑设计依赖于图纸和静态模型，

而在虚拟现实技术的辅助下，用户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

外观样式、颜色配比，还能亲身体验空间的功能性，例如室

内的采光效果、空气流通、空间流动性等，甚至能够感知空

间的舒适度与人性化程度，这种动态、互动的设计方式，极

大地提高了建筑设计的精准性与个性化程度，也为建筑师提

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 而这种高度定制化的设计

方案，通常是在大量数据分析与虚拟现实的结合下，通过对

用户需求、行为模式和文化背景的深入挖掘，确保每个设计

都能体现出文化与功能的完美契合。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民族文化的语境下，建筑设计可以借助数

据分析与智能化手段，实现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通过精准的个性化定制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设计师能够

为不同的用户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建筑方案，实现空间的功

能优化与审美价值的双重提升。 未来，建筑设计将更加注

重人与空间、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平衡，推动建筑走向更加人

性化、可持续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大数据与智能化可

以推动建筑行业的技术进步，促使设计理念从传统框架中突

破，成为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创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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