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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智化设计技术在城市更新改造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符琳琳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0100）

摘要：近年来，智能化设计技术的应用在全国都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在高校城乡规划、建筑学等专业的设计类课程中也正在逐步被

应用，而高校对于数智化的技术在设计类课程中的应用也越来越重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随着高校应用型转型的教学改革不断地深入，

对课程成果可视化要求越来越高。本文主要分析数智化设计技术在城市更新改造课程中的实践应用，通过技术实践在课程成果呈现中所

起的作用，对现状的成果输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在设计类课程教学中的改革措施和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使学生在高校

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和理解相关知识，真正达到教学相长，以及在今后相关的项目实践和工作岗位中除了有理论基础外，还有应

用数智化技术的新兴实践能力。这样的探索模式应用研究更符合现下的智能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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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策部

署，海口先行先试，探索创新。2022 年 9 月《海口市城市更新实

施指导意见（试行）》推行实施，市政府已成立海口市城市更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负责全市城市更新协调推进工作，

期待通过创新开发模式，盘活优势资源，加强要素保障，吸引更

多优质市场主体参与。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工智能 AI 是模仿人的思维方式，17 世纪笛卡尔的“思维法

则”，即笛卡尔运用数学思维规范构建了科学的方法论，但仍没

有形成完善的人工智能思想。《AIGC 与 WEB3.0 有机融合：元宇

宙内容生产的新范式》描述 1950 年“人工智能之父”阿兰·麦席

森·图灵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

划时代的作用。“人工智能”概念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距

今 已 有 60 年 历 史。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Content）

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从内容生产者视角进行分类的一类内容，

又是一种内容生产方式，还是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一类技术集

合。今天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越

来越多的单位和高校都形成完整的理论研究及技术落成。

2017 年国务院曾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

能技术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并深刻改变了城市的生产与生

活方式。《响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规划研究展望》（2023）

中提及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突破，并推动了大数据、

云计算等其他信息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城市发展

的战略性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给规划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其发展趋势也成为了规划领域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AIGC 属

于智能化技术的一种，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文娱到商业，再到

城乡规划专业辅助设计师出图，都体现出智能化新技术的新场景，

能够自动识别场景和大数据分析进行个性化内容生产，满足不同

效果的需求，给城乡规划领域带来了许多创新的可能性。《先利

其器：元宇宙场景下的 AIGC 及其 GLAM 应用相遇》（2022）提

出 AIGC 可以生成 AI 文本、音频、图像、视频等内容，在各领域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AIGC 模式具有高效率、智能化与沉浸式体验

等优势，将在众多领域中得以应用，也可以围绕场景、资源、信息、

知识等方面展开。《虚拟仿真技术在园林规划设计类课程数智化

实验教学中的应用》（2023）明确在高校中智能化技术在设计类

课程中具有增强设计教学的直观性，能够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多维

度体验感，能提高学生的设计成果质量，还能为学生提供更多自

主学习时间和平台，以及促进教学水平的全面提升。

与传统的城乡规划设计技术相比，新兴的智能化设计技术更

能呈现出更智能、更通用、更可解释、更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在

智能性方面，由大规模训练数据所支撑的通用预训练模型正在取

代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在识别关键词的同时，能使模型从重复

构建转向迁移学习能力的提升。在通用性方面，传统人工智能模

型更关注单一领域的专业化问题，而现在的人工智能追求构建单

一系统下处理多种不同任务的整体智能，具有更强的通用理解力。

在人性化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从独立系统转向人机协同，开始

逐步发挥人机交互的优势。杨天人提出规划学者可以利用新一代

的智能技术促进规划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多领域交叉的研究。

包括：其一可以实现与传统城市模型的优势互补，并通过大数据

与高性能计算的发展为模型的校准、优化与推广提供数字孪生平

台支撑，以此提高模型在宏观层面辨析城市发展新旧规律的能力

及其在微观层面感知城市个体多元需求的精准性。其二，规划设

计应关注方案生成中的人机交互机制，构建规划设计领域的混合

增强智能，并优化规划工作方法。其三，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

革将改变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其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复杂

性亟待前瞻性研究。

综上所述，智能化技术即新一代的数智化技术从传统的执行

命令，到交互分析和生成更精细化及潜在的成果，无论从技术的

广度还是深度的延伸都在为城乡规划专业缩小不确定性和负责性。

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规划学科无论是对城乡发展规律的探寻、规

划思想的提升与凝练，还是愿景导向的空间规划实践，设计者应

主动向数智化技术靠拢，以更包容、更多元的模式完成新技术的

织补与融合，在开放融合中实现规划学科在科技创新与社会价值

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实现可持续城乡发展与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数智化应用的现状

1、课程内容呈现：教师在课堂上利用数智化技术，如多媒体

展示、虚拟模型等，更生动地呈现城市规划的理论知识、案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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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规划成果。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

术，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不同城市规划方案对城市空间和景

观的影响。

2、个性化学习支持：数智化教育软件和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

学习进度、兴趣和能力，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路径，

随时都可以进行学习和实践。例如，智能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学生

对城市规划中不同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推送相应的练习题、案例

分析或拓展阅读材料。

3、规划分析：数智化技术对城市交通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可

以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的交通需求，为交通规划提供依据；

分析不同区域的使用程度，为未来调整用地做好前期铺垫。

4、数据预测与模拟：数智化技术可以基于历史数据和相关模

型，对城市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模拟，如城市人口增长、土地

价格变化、环境污染等。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和瓶颈，为制定科学的更新改造方案提供依据。

四、数智化应用的优势

1、数智化应用中的优势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数智化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而在大学专业教育课堂里的革新也迫在眉睫。在实践应用中，可

以通过直观且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新技术，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场

景的变化及方案的快速生成。

通常可以在一些模块里进行数智化技术的应用：

（1）规划分析：利用 AI 技术分析前期土地的周边环境、地

形条件、建筑肌理复刻、周边设施数据统计、道路交通走向、勾

画用地范围线等。如通过 AI 分析城市现状，如利用聚类分析识别

城市功能分区，分析评估不同区域的发展潜力，为更新改造确定

重点区域。也可以生成多种城市空间功能布局方案，如商业区、

住宅区、公共服务区的分布方案。

（2）设计辅助：AI 技术可以在设计课程中，根据预设参数

和风格要求辅助方案快速生成以及后期效果图制作。比如在历史

街区更新课程中，根据街区的传统建筑风格，使用 AI 技术生成符

合城市风貌的建筑风格，为学生提供设计灵感和设计的起点。

（3）虚拟展示：可借助 AI 技术的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技术，设计创建沉浸式体验。

（4）交通改善：通过分析交通数据，使用 AI 技术为城市更

新中的交通规划出谋划策。以如设计智能交通系统方案，优化道

路布局和停车设施布点，提升改造区域的交通便利性。

（5）高效：传统的效果图渲染耗时较久，纠错能力较弱。使

用 AI 技术渲染图纸更高效，同时能处理更多的不同效果供选择。

在课程实践中，可以基于预设的规则和算法生成多种设计方案供

学生参考。例如在城市公共空间更新改造课程中，AI 能在短时间

内生成不同风格、功能布局的公园设计初稿，学生可以在此基础

上进行优化和创新，节省了从无到有的时间。

五、结论与展望

目前城乡规划专业正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国土空间规划及相

关规划的影响，都要求城乡规划专业的技术革新要跟上。未来的

城乡规划数智化技术将更好地理解城市、创建更智能、更高效的

城市，并通过优化各种城市系统和服务来提升城市的整体生活质

量。

（1）在城市快速发展的现下，需要更大规模、更高维度和数

据多元化的集成。

（2）虽然现阶段有数智化技术在其他专业上的应用的研究，

但对于本课题相关的在城市更新改造设计方面的课程而言，研究

较少，以城市更新改造设计课为改革对象，探寻适合专业设计课

技术应用的新方法。

（3）城市更新改造数智化模型的搭建和适应性。传统统计模

型需要人工干预来选择模型、调整参数或重新拟合模型以适应新

数据，新一代数智化技术的革新会填补传统模型效果呈现的不足。

（4）数智化技术在城市更新改造课程中的应用有着独特优势。

首先，数智化技术具有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它可以处理海量复

杂的城市数据，如人口结构、经济数据、环境指标等，从中挖掘

出有价值的信息，为课程中的城市更新改造方案提供精准的数据

支持。

（5）数智化设计技术还能提升课程的互动性，这是另一重要

优势。在线协作平台使学生可以分组进行项目设计，突破时间和

空间限制，共同完成复杂的城市更新改造课题。教师也能更便捷

地对学生的设计过程进行监控和指导，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策略。

这种互动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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