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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当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AIGC）已步入全方位商业化阶段，AIGC 正在成为智能
设计的核心支持手段。为提高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顺应人工智能时代不断变化的复杂设计需求，
对 AIGC 支持下的智能设计方法进行综述。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对 AIGC 技术的基本原理和主要
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归纳出基于数据挖掘与分析、知识推理与学习、算法演化与模拟的智能设计方
法，并得出数据预处理、语境感知调谐、跨模态交互设计、模型构建与评估、动态化学习与反馈优
化等 AIGC 支持下智能设计的关键步骤。结果 AIGC 在工业设计流程迭代、传媒创作人机深度融合
和娱乐交互方式研发等领域对智能设计方法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结论 对 AIGC 技术支持下的智
能设计方法进行展望，得出虚实结合下的智能化数字孪生设计、全球协同下的智能设计社会变革、
隐私安全需求下的交互反馈模式设计 3 个方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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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technology has stepped into an all-round commercializa-

tion stage. AIGC is becoming a core support measure for intelligent design. The work aims to review the intelligent design 

methods supported by AIGC to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design quality, and to comply with the ever-changing 

complex design need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basic principles and main features 

of AIGC were analyzed deeply. Intelligent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knowledge reasoning and 

learning, algorithm evolution and simulation were summarized. Key steps of AIGC-supported intelligent design: data 

preprocessing, context-aware tuning, cross-modal interaction design, model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dynamic learning 

and feedback optimization were derived. AIGC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igent design 

methods in industrial design process iteration, deep integration of man and machine in media creation entertainment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intelligent design method supported by AIGC is prospected, and three trends are 

drawn: intelligent digital twin design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the social change of intelligent design 

under the global collaboration, the design of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mode under the demand of privacy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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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AIGC 背景下智能设计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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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

术成为推动智能设计领域进步的重要力量。以美国人

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为代表，

自 2022 年末首次发布以来，两个多月积累超过一亿

的活跃用户，成为史上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

ChatGPT 火爆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人类生

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表征[1]。传统的设计过程往往

依赖于人的经验和直觉，受限于人的认知和信息处理

能力，难以快速处理复杂的用户需求与设计问题；而

智能设计作为跨学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设计过程中，以提高设计的效

率、优化设计方案，并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在

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逐渐成为智能设计的核心

支持手段。AIGC 技术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模式识

别能力，能够在设计过程中发现潜在的规律和趋势，

并帮助设计师做出更加准确、高效的决策。在社会治

理、高等教育、科研、人文社科研究、智能媒体与艺

术创作等领域[2-7]，AIGC 技术逐渐发挥着不可磨灭的

作用。AIGC 技术的出现，为智能设计带来了全新的

视角和方法，推动智能设计领域向着更加智能化、

高效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迈进。本文将通过文献综述，

分析 AIGC 技术的特征，归纳 AIGC 支持下的智能

设计方法，梳理其智能设计流程。总结关键应用领

域的设计方法，并对智能设计方法的发展趋势进行

展望。 

1  AIGC 技术发展现状   

1.1  人工智能的历史演进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模拟人 
 

类智能的理论和技术，使计算机系统能够感知、理解、

学习、推理和决策。其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模仿或超

越人类在特定任务上的智能表现。人工智能是 AIGC

研究的核心，其研究和发展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如

图 1 所示 [8]。 

近年来，随着关键算法的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取

得了显著进展，推动了其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例如，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型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

然语言处理等任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计算机能够

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机器翻译、智能客服、聊天机

器人等成为其重要应用领域[9]；图像分类、目标检测、

人脸识别等受益于计算机视觉技术发展而日益成熟，

并在安全监控、医疗诊断、智能交通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10-11]；强化学习技术以试错和奖惩机制来训练智

能体，已经在游戏、机器人控制、自动驾驶等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果[12]，并被用于优化金融投资、能源管理

等决策方面[13]。 

迄今为止，人工智能仍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

域，各种实际应用已被开发和实施，用以改进在线健

康平台、银行系统、工商业及日常生活[14-18]。然而，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逐步普及，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某

些特征提出了更多担忧，例如不透明性、不可解释性

和具有偏见，以及这些特征所带来的风险[19-20]。例如，

人工智能的不透明性使得预测人工智能的行为变得

更加困难，可能会使回溯错误和决策变得更加困难，

以及努力理解如何产生输出的逻辑[21-23]，伦理、隐私

和社会影响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算法公平性、

数据隐私和工作的自动化等问题成为了人工智能研

究和应用的重要议题，未来的挑战还包括提升模型的

可解释性、解决数据稀缺问题、设计更加智能和人类

可信赖的系统等。 

 
 

图 1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次浪潮 
Fig.1 Three revolu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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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IGC 技术发展历程 

AIGC 融合了人工智能与计算领域的创新技术，

基于训练数据和生成算法等模型能自主生成新内容，

拥有抓取、分析、创造信息等应用价值。AIGC 旨在 
 

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数据、云计算和深度学习等关

键技术，提升计算过程的智能化能力，并为各行业带

来创新的解决方案。结合人工智能的演进历程，AIGC

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早期萌芽阶段、

沉淀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如图 2 所示 [24]。 

 
 

图 2  AIGC 发展历程 
Fig.2 Development of AIGC 

 
经过数十年发展，目前 AIGC 技术已具备三大前

沿能力：数字孪生、智能编辑、智能创造。这些功能

相互嵌套和组合，赋予 AIGC 卓越的创意生成设计能

力。在数字孪生的应用上：AICC 可用于将真实世

界的内容映射到虚拟世界，例如智能翻译和增强现

实[25-27]。智能翻译旨在理解内容潜在含义的基础上，

跨不同模态（如语言、音频和视觉）转换内容。这让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交流。智能增强

通过填充缺失信息、增强图像和音频质量及消除噪声

和失真来提高数字化内容的质量和完整性。在处理不

完整或质量差的老旧或损坏内容时十分有效。在智

能编辑的研究上：AIGC 通过智能语义理解和属性调

控 [28-29]，实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交互[30]。智能语义

理解实现了基于感知理解的数字内容的分离和解耦。

属性调控在感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精细化修改和属

性编辑。生成的内容可输出到现实世界，从而形成一

个闭环的结对和反馈。在智能创作的应用中：AIGC

在智能创作中可以分为两类，基于模仿的创作和概念

型创作[31-32]。基于模仿的创作涉及从现有示例中学习

模式和数据分布特征，它基于先前学习的模式创建新

内容[33]；概念型创作则基于海量数据学习抽象概念，

并应用所研究的知识来创建全新内容。 

1.3  AIGC 技术优势 

AIGC 具有以下技术优势：1）创新性地生成设

计，通过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和模型训练方法，理解和

学习大量数据，从中提取创意和灵感，并将其应用于

产品概念、艺术设计、音乐创作和故事叙述等领域，

超越了传统的设计方法，为用户带来了新的体验和创

意空间；2）解放生产力、降本增效，相较于传统的

内容设计流程，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生成大量方

案，提高生产效率；3）个性化定制体验，通过对用

户数据的分析和理解，AIGC 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

求和偏好，生成个性化设计，满足用户特定的需求和

期望；4）可扩展性与自动化能力，AIGC 技术能够处

理大规模数据并自动化生成内容，广泛应用于不同的

媒体和创作设计任务，例如生成文章、插图、音乐等

内容；5）提高设计内容质量和一致性，与人工创作

相比，它能够避免人为错误和主观偏差，提供更准确、

稳定和一致的内容。AIGC 基本结构如图 3 所示[34]。 

虽然 AIGC 技术具备诸多优势，但也面临一些潜

在的风险和挑战，例如 AIGC 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和对

人类情感的理解能力[35]，此外，伦理问题和版权问题

也有待研究[36]。因此，未来需要掌握其创造性和自动

化的优势，同时对其在不同领域和应用中的适用性进

行权衡，并确保合理合法地使用 AIGC 生成的内容。 

1.4  现有 AIGC 模型局限性 

目前，AIGC 模型已经在多个应用领域展现了其

内容生成的潜力，如表 1 所示[37]，生成内容种类主要

包括对话答复、文字、图片、音乐、视频及代码。生

成内容仍旧局限于对话问答系统的简单答复框架内，

存在诸多限制，如内容表达创意不足，生成的内容通

常是基于已有的模式和数据；同时在多模态内容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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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IGC 基本结构 
Fig.3 Basic structure of AIGC 

 
表 1  部分著名的 AIGC 产品 

Tab.1 Some famous AIGC products 

模型名 用途 研发公司 发布时间 参数量/亿 

LLaMA 语言理解与生成 Meta 2023 年 02 月 650 

ChatGPT 语言理解与生成 OpenAI 2022 年 11 月 未知 

OPT⁃175B 语言理解与生成 Meta 2022 年 05 月 1 750 

PaLM 语言理解与生成 Google 2022 年 04 月 5 400 

Gopher 语言理解与生成 DeepMind 2021 年 12 月 2 800 

Megatron⁃Turing NLG 语言理解与生成 Microsoft、NVIDIA 2021 年 10 月 5 300 

Turing⁃NLG 语言理解与生成 Microsoft 2020 年 02 月 170 

BERT 语言理解与生成 Google 2019 年 10 月 4 810 

MusicLM 根据文字生成音乐 Google 2023 年 01 月 未知 

Phenaki 根据文字生成视频 Google 2022 年 10 月 18 

Dall⁃E2 根据文字生成图片 OpenAI 2022 年 09 月 120 

IMAGEN 根据文字生成图片 Google 2022 年 05 月 200 

Stable Diffusion 根据文字生成图片 Stability AI 2022 年 08 月 未知 

Midjourney 根据文字生成图片 Midjourney 2022 年 03 月 未知 

Flamingo 根据图片生成文字 DeepMind 2022 年 05 月 700 

VisualGPT 根据图片生成文字 OpenAI 2021 年 02 月 未知 

AlphaCode 代码生成 DeepMind 2022 年 02 月 414 

CodeX 代码生成 OpenAI 2021 年 08 月 120 

 
过程中，如将文字转化为图像或视频，涉及复杂的数

据映射和关联，生成结果雷同；与人类表达差异最大

的点即为判断力的缺失，无法真正理解文化、伦理和

社会问题，导致生成的内容缺乏价值判断，无法引发

人类共鸣，极易扩大人与机器的理解鸿沟。 

未来 AIGC模型生成的内容趋势应更加关注以上

限制问题，确保语境感知能力的提升，优化机器对人类

伦理及价值判断问题，加强生成内容的情感表达。 

2  智能设计的主要技术范式及类别 

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作为一种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的设计方法，它将人工智能与设计领域相

结合，通过模拟人类的创造思维，来提高设计效率、

创造力和创新性。由于其具有跨领域融合、自动化和

智能化等特点，为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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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计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计算机辅

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逐渐融

合了专家系统、知识工程、机器学习等技术，尤其是

近年来 AIGC 的迅猛发展，为智能设计注入了新的活

力。本文将智能设计总结为以下三个类别。 

2.1  基于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智能设计方法 

数据挖掘与分析指从大量数据中发现有用信息

的过程。基于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智能设计方法可以帮

助设计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据，从而更好地完成设 
 

计任务，解决复杂问题。它包括数据采集和处理、数

据挖掘和分析、数据可视化和应用等步骤。 

数据采集和处理是基础，通过收集获取相关设计

目标数据，使用相关软件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并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演化过程中，

数据处理中人与机器扮演的角色不断发生变化，如图

4 所示[38]。人由介入数据处理过程的前期：数据生产

与采集阶段，以及后期数据传递与应用阶段，逐步将

数据处理权限交由机器，在人工智能时期，数据处理

的自动化程度达到最高。 

 

 
 

图 4  数据处理中的人机角色 
Fig.4 Human-machine roles in data processing 

 
其中数据挖掘和分析是核心，根据已有数据，使

用相关技术和算法，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以获取有

用的信息[39]。最后阶段是数据可视化及应用，数据可

视化是一种以视觉化方式呈现数据的方法，旨在通过

图形、图表、图像等视觉元素表达复杂数据的特征和

关系。它将数据的数量、属性和关联关系转化为可感

知的视觉形式，利用人类视觉系统的优势，帮助人们

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数据。 

2.2  基于知识推理与学习的智能设计方法 

基于知识推理与学习的智能设计方法是利用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解决问题。

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推理复杂问题，快速获取最优

解[40]，并根据学习经验，模拟复杂系统的运行情况。

最后，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实时调整设计方案，

使设计方案更加灵活和高效。总体上，它包括知识

表示和处理、知识推理和决策、知识学习和更新等

步骤。 

知识表示和处理提供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将知识

表示为机器可以理解的数据形式，使用机器学习算法

和深度学习模型对数据进行建模和训练，从而为知识

推理做好数据库的构建[41]。知识推理和决策是知识推

理和学习的核心部分，根据知识表示的结果，对数据

进行推理和分析，以实现知识推理和学习[42]。知识学

习和更新是迭代的关键，根据知识推理的结果，对已

有的知识进行学习和更新，以提高知识推理和学习的

准确性。 

综上所述，引入知识推理与学习，促进智能设计

系统能够在面对复杂的设计问题时，具备更强的决策

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此方法在提高设计效率和质

量、应对复杂设计需求方面具有潜力，并在未来智能

设计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与此同时，应用现有

知识推理与学习相关算法在进行智能设计时也存在

一些挑战（如表 2 所示）。未来需进一步改进和深化

研究算法，克服知识表示和学习中的具体应用难题，

更好地实现智能设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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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知识推理与学习算法应用于智能设计过程的挑战 
Tab.2 Challenges of applying knowledge reasoning and learning algorithms to intelligent design process 

挑战 具体解释 来源 

数据稀缺性 
在一些新兴或特殊领域的设计问题中，缺乏足够多训练数据，机器学习算法无

法充分学习和泛化，设计效果不理想 
Bansal 等[43] 

内容难以转化 
将专业领域知识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形式极为复杂。知识表示的选择和建模需

要克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否则将导致设计系统的推理和学习过程出现问题 
Bickhard 等[44]

专家知识获取成本大 构建知识库需大量的领域专家参与，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整理和验证知识 Paschen 等[45]

解释性和可解释性 
在智能设计应用的决策中，解释模型的决策过程和结果非常重要。某些机器学

习算法，往往缺乏解释性，会降低设计师对模型的信任和接受程度 
Marais 等[46] 

不确定性处理 

设计问题通常涉及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材料特性、市场需求等。目前的知识推

理与学习算法对于不确定性的处理存在一定的限制，导致在面对复杂的设计问

题时可能无法提供准确的预测和解决方案 

Hou 等[47] 

过度拟合和偏差 
机器学习算法易在训练数据上出现过度拟合的问题，导致在新数据上表现不

佳。算法的偏差可能导致无法捕捉一些复杂的设计模式和规律 
Nikishin 等[48]

智能设计系统的 

复杂性 

设计问题通常涉及到多个约束和目标，建立能够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的智能设计

系统非常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多个知识表示和推理技术 
Gil 等[49] 

 

2.3  基于算法演化与模拟的智能设计方法 

算法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根本途径，是智能设计

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算法载体从独立电脑、

嵌入式设备再到各种智能设备，算法的作用边界已

经从单机软件、企业业务流程平台、企业生产自动控

制系统扩大到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平台经济。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算法应用领域也将进一步 

扩大。 

基于算法演化与模拟的智能设计方法，是利用启 
 

发式算法和模拟复杂过程，来模拟和解决复杂问题，
它可以帮助设计者更加快速地获得最优设计路径，从
而更加精确地完成设计任务。例如，遗传算法利用遗
传学的原理，通过不断迭代和变异，模仿生物演化过
程，从而获得最优解[50]；群体智能和粒子群优化是通
过不断迭代和变异，从而获得最优解的方法；蚁群算
法是根据蚂蚁的行为模式，在图中寻找优化路径的几
率型算法，可以有效地处理优化复杂的问题，并且可
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自动调整和优化解决方案[51]。常
用算法在智能设计中的应用如表 3 所示[52]。 

表 3  算法在智能设计中的应用 
Tab.3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s in intelligent design 

算法分类依据 算法名称 在智能设计中的应用 来源 

朴素贝叶斯 用于对内容分类：比如新闻分类、文本分类、 病人分类等 Xu[53] 

逻辑回归 用于预测和判别：在医学领域流行病预测的常见分析方法 Mohammadi 等[54] 

最大熵模型 
运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如用户访谈等文本数据的词性标

注、分词 
Jianchao[55] 

隐马尔科夫模型 
在语音识别设计、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性标注和命名实体识

别中应用 
Bouguila[56] 

基于概率 

统计分类 

最大期望值算法 运用于参数求解和优化，尤其是在机器学习领域有广泛应用 Aci 等[57] 

决策树 
在分类和回归问题中应用:如图像分类、推荐系统、医学诊断

等领域 
Rahman[58] 

基于图论分类 

随机森林 
组合多个决策树提高分类和回归任务性能：如金融风险评估

系统设计 
Uddin[59] 

支持向量机 
在图像特征提取及分类、空气质量预测系统设计等领域均有

应用 
Leong[60] 基于空间 

几何分类 
向量空间模型 用于文本特征提取 Günther[61] 

基于交叉 

学科分类 
神经网络 

在面部表情识别、无人驾驶等基于大数据的情境、情感分析

中应用 
Haoxiang[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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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AIGC 技术的智能设计流程 

随着 AIGC 技术迅猛发展，其正在被越来越广泛

地应用于智能设计，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态势，可以提

升设计效率、拓宽设计空间并进一步地优化设计质

量。AIGC 技术在产品设计、信息交互设计、文化遗

产设计及环境设计等领域的崛起标志着智能设计流

程正在发生显著的变革。在产品设计方面，AIGC 的

创意辅助功能为设计师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通过对

庞大的设计数据和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快速生成创新

设计元素，高效形成初步设计方案；在信息交互设计

中，通过提供用户行为数据，AIGC 技术可进行有效 
 

分析，提高了用户对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从而提升用

户黏性与参与度；在文化遗产设计方面，通过对大量

文化遗产数据的处理，设计师能够重建古建筑、艺术

品或文物，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基于大数据

学习的 AIGC技术也促进了文化遗产再创意的想法涌

现，辅助设计师生成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创意设

计，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创新；在环境设计领域，通

过可持续性分析和智能城市规划为设计决策提供智

能辅助，通过模拟不同设计方案对环境的影响，设计

师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做出可持续性决策。 

基于 AIGC 技术的智能设计主要流程分为 6 个方

面，如图 5 所示。 

 
 

图 5  基于 AIGC 技术的智能设计流程 
Fig.5 Intelligent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AIGC 

 

3.1  内容提示词输入 

内容提示词（Prompt）输入是基于 AIGC 的智能

设计流程的起点，也是整个流程中最关键的一步。现

有著名的 AI 生成式产品，均需用户提供简洁明了的

输入提示，引导 AIGC 模型生成与任务要求相符的创

意内容。根据输出结果质量优化和改进提示词，确保

最终的创意满足设计任务的目标。 

内容提示词的输入设计包含以下关键点：1）确

定设计任务，在提示词输入之前，设计者需要明确设

计任务的目标。任务的具体性将有助于确定最佳的提

示内容，以及衡量模型生成结果的成功标准；2）考

虑任务约束和限制，在设计提示词时，需要考虑任务

的约束和限制，包括特定的主题、风格要求、目标受

众、时间限制等，通过在提示词中明确这些约束，使

模型生成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创意内容；3）引导模

型创意方向，提示词的设计应该具有启发性，通过在

提示词中提供一些关键词、情境描述、示例等方式，

来指引模型的生成过程，过于具体的提示词可能限制

模型的灵活性；4）反复尝试和优化，设计者需要反

复尝试不同的提示词，并根据模型生成的输出结果来

优化和改进提示，找到最佳的提示方式，确定何种提

示词可以帮助模型产生理想的内容；5）与用户交互

获取反馈，在实际应用中，设计者可以与用户进行交

互，获取用户对模型生成结果的真实反馈，有助于进

一步改进提示词的设计，使模型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

的实际需求。 

明确、具有启发性且符合设计任务要求的提示

词，能够激发模型创造性地生成创意内容，从而为设

计者提供有用的设计解决方案。与之相应地，出现了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

简言之其研究目的就是优化 AIGC 的文本提示，以保

证 AI 正确、完整地生成人们所需要的输出成果。与

传统的程序开发不同，提示工程利用的是人们日常使

用的自然语言而非计算机语言，这似乎看起来更容

易，但实际上想让 AIGC 得到更精准、更理想的结果

并非易事。一方面需要深度理解 AI 的运作逻辑，通

过提示引导 AI“一步步地思考”；另一方面提示工程

师还需要能通过对程序的微调，发现 AI 的错误、偏

见和隐藏能力（Hidden Capabilities）。 

3.2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融合 AIGC 技术的智能设计流程

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它涉及准备和处理用于训练

AIGC 模型的原始数据。 

数据预处理步骤的关键在于：1）数据收集，收

集与设计任务相关的原始数据，初始数据的质量和多

样性对于训练模型的效果至关重要；2）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可以去除数据中的噪声、错误或不必要的信

息，从而净化数据并提高模型的训练效果；3）标记

化和分词，标记化是将文本划分成独立的单元，例如

句子或单词；而分词是将句子或文本拆分成更小的词

元，这样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文本内容；4）

图像和音频数据处理，图像数据需要进行尺寸统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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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数据增强，以增加训练数据的多样性；音频数据需

要进行声音特征提取或转换成频谱图形式，以便于模

型的处理；5）向量化，在 AIGC 中，模型通常只能

处理数值类型的数据，因此需要将文本、图像或音频

数据转换成数值向量的形式，常见的向量化方法包括

词嵌入（Word Embedding）、图像编码器（ Image 

Encoder）或音频频谱图的表示[63-64]。向量化后的数

据可以作为模型的输入，用于训练和生成内容；6）

数据划分，为了评估模型的性能和泛化能力，通常需

要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训练集

用于模型的训练，验证集用于调整模型的超参数和防

止过拟合，测试集用于评估模型的性能。数据划分需

要确保数据集的均衡性和随机性。 

通过数据预处理，设计者可以将原始数据转换成

模型能够理解和处理的形式，为模型提供充足的训练

数据和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模型的性能。 

3.3  语境感知调谐 

不同场景下，人工智能与人交互时扮演的角色不

同，交互体验观测的维度也截然不同  [65-66]。语境感

知调谐则使 AIGC 模型更加融合于上下文和体验语

境，以使模型扮演该语境下恰当的角色，进而产生更

准确、连贯和创新的创意内容。 

通常语境感知调谐包含如下要点：1）上下文信

息引入，在语境感知调谐中，设计者通过引入更多的

上下文信息来帮助模型更好地理解输入提示，将上下

文信息与当前提示结合起来，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当

前任务的背景和要求，从而产生更具连贯性和一致性

的创意内容；2）注意力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

在语境感知调谐中，引入注意力机制可以使模型关注

输入提示中的关键词或重要信息[67]，帮助模型更好地

解析提示，从而生成与任务相关的创意，同时帮助模

型更好地处理长文本输入或多模态输入；3）渐进式

生成，渐进式生成是一种将生成过程划分为多个步骤

的技术，每个步骤都考虑之前步骤生成的结果。模型

在每个步骤中都能够根据上下文调整生成内容，提高

输出的连贯性和准确性；4）长文本处理，在一些设

计任务中，输入提示可能是较长的文本段落或故事情

节，处理长文本输入时，设计者可以将文本拆分成较

小的段落或句子，然后逐步输入模型，这种方式有助

于模型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复杂的语境，从而生成更具

连贯性和完整性的创意内容；5）超参数调整，在语

境感知调谐中，调整模型的超参数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调整模型的上下文窗口大小、注意力机制的权

重或生成渐进式的步骤数等，合理调整超参数，可以

使模型更好地理解输入提示的上下文信息。 

总体而言，通过引入上下文信息、注意力机制和

渐进式生成等技术，可以使模型更敏感地理解任务的

背景和要求。调谐过程有助于提高模型的性能，从而

生成更准确、连贯的创意内容。 

3.4  跨模态交互设计 

跨模态交互设计是指在基于 AIGC技术的智能设

计流程中，引入多种媒体和表现形式之间的互动[68]。

通过跨模态交互式设计，可以激发创新思维，产生更

加多样化和有趣的创意。涉及的具体内容如下。1）

跨模态输入，跨模态输入能够提供更丰富和多样化的

信息，激发模型生成多模态的创意内容。设计者可以

将多种媒体类型作为输入提示，而不仅仅限于单一的

文本；2）多模态生成：在跨模态交互设计中，模型

也可以生成多种媒体类型的输出；3）融合和互动，

在生成过程中，模型可以通过将不同媒体类型的信息

相互融合，产生更全面和丰富的创意。例如，模型可

以在生成图像描述时参考文本提示，或者在生成文本

时结合图像内容；4）创意增强，通过在多个媒体类

型之间进行交互，模型可以从不同角度和表现形式产

生创意。例如在设计产品时，可以通过图像和文本输

入引导模型产生更多样化的设计概念；5）实用性考

量，在进行跨模态交互设计时，设计者需要考虑输出

结果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可以结合实际场景和用户反

馈来引导模型生成更符合实际应用的创意内容。 

通过引入多种媒体和表现形式之间的交互，可以

激发创新思维，产生更加多样化、有趣和实用的创意

内容，为设计者提供更具创意和多样性的解决方案。

如图 6 所示[69]，展示了多模态生成内容中，AIGC 所

展现出的“解构-复现”的能力。 
 

 
 

图 6  AIGC 支持下的智能内容的“解构-复现” 
Fig.6 "Deconstruction-reproduction" of intelligent content supported by A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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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模型构建与评估 

模型构建与评估是基于 AIGC 技术的智能设计

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这个步骤中，设计者需要

构建 AIGC 模型，并根据设计任务的要求进行优化，

同时对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估。 

具体步骤包括：1）模型构建，在模型构建阶段，

设计者需要选择适当的深度学习架构和相关的技术

来构建 AIGC 模型，例如，对于文本生成任务，可以

选择循环神经网络（RNN）、变换器（Transformer）

等模型。对于图像生成任务，可以选择卷积神经网络

（CNN）等模型[70]。在构建模型时，需要根据设计

任务的特点和数据类型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配置；2）

超参数设置，超参数是指影响模型训练和性能的参

数，例如学习率、批次大小、隐藏层维度等，合理设

置超参数对于模型的训练和性能至关重要，设计者可

以通过实验和验证来调整超参数，以找到最佳的配

置；3）损失函数选择，对于不同的设计任务和输出

类型，可能需要不同的损失函数，例如，对于文本生

成任务，可以使用交叉熵损失函数[71]，对于图像生成

任务，可以使用均方误差损失函数[72]，选择合适的损

失函数有助于提高模型的训练效果和生成质量。4）

训练与验证，通过训练和验证，设计者可以观察模型

的训练情况，并根据验证集的表现调整模型参数和超

参数；5）评估指标选择，评估指标应该与设计任务

的目标相匹配，例如，在文本生成任务中，评估指标

可以包括语法正确性、语义相关性、多样性等，在图

像生成任务中，评估指标可以包括图像质量、视觉一

致性等，选择合适的评估指标有助于全面了解模型的

生成能力。6）模型优化，根据模型在验证集上的性

能，需要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优化，通过持续优化，设

计者可以使模型的性能不断提升，更好地满足设计任

务的要求。 

总之，通过构建合适的模型、调整超参数、选择

合适的损失函数和评估指标，并对模型进行优化，可

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和创意生成能力。 

3.6  动态化学习与反馈优化 

动态化学习与反馈优化是基于 AIGC 技术智能

设计流程中的最后一步，也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

在这个步骤中，模型可以根据用户的反馈和实际应用

情况进行动态学习和优化，从而不断改进生成的创意

内容。 

动态化学习与反馈优化的关键在于：1）动态学

习，设计者可以与模型进行交互，提供针对生成结果

的评价和反馈。模型根据这些反馈逐步调整和优化，

以生成更准确和满足要求的创意内容；2）迭代优化，

通过动态学习，模型可以进行持续的迭代优化，使模

型逐渐适应特定的设计任务和用户需求；3）反馈优

化，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对生成结果的反馈，并结合

技术人员、专家的质量审核，形成明确的审核机制[73]，

以了解模型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进一步优化模型的性

能和生成能力；4）应用场景迭代，在实际应用中，

AIGC 模型可能会在不同的场景和任务中被使用，因

此设计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的要求和反馈帮助模型

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得更好，并且逐步适应新的任务；

5）用户参与，在动态化学习和反馈优化过程中，用

户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设计者可以与最终用户进行

互动，了解用户对创意内容的需求和评价。 

图 7 中的模型表现了人机协同反馈与质量优化

过程。通过持续的动态学习和反馈优化，模型可以不

断改进和优化，逐渐适应特定的设计任务和用户需

求，生成更加符合实际应用需求的创意内容。 
 

 
 

图 7  人机协同反馈与质量优化 
Fig.7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feedback  

and quality optimization 
 

4  AIGC 技术趋势下智能设计的应用领域

与前景   

4.1  AIGC 支持工业设计流程迭代 

随着工业 4.0 时代智能制造的逐步深入与成

熟，工业制造智能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在 AIGC

技术的助力下，工业设计的开发将更具“智慧”，

AIGC 将持续支持工业设计的迭代和创新，助力产

品设计优化。通过 AIGC 技术，设计者可以输入产

品需求、功能要求和设计限制等信息，引导模型生

成多种可能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可以包含不同的

造型、材料、尺寸和功能等[74]，帮助设计者快速获取

丰富的设计创意。设计者根据这些创意进行优化和改

进，选择最优的方案，从而优化产品设计，提高产品

性能和质量。 

4.2  AIGC 协助传媒创作人机深度融合 

近年来，内容媒体展现形式在互联网助力下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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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异。主流媒体形式在顶层政策推动与市场竞争倒逼

之下，以融媒思维为引领踏上转型探索之路[75]。AIGC

技术可助力以下场景进行传媒创作工具设计，协助传

媒展现视角增多，充分释放创作潜力，为观众提供更

丰富、多样化的体验。 

传媒内容广度的挖掘，依赖于 AIGC 模型提供多

样化视角：基于 AIGC 模型，可设计创作辅助工具，

自动化生成不同视角内容关键词，进而形成更具创新

性的新闻报道、文章或评论，避免内容创作者陷入信

息茧房，为受众呈现更全面的信息[76]；传播内容热点

的追踪与数据分析，可借助 AIGC 模型实现高效萃

取：基于大模型强大的理解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数

据分析工具设计将突破缺乏逻辑的限制，高效地实现

数据的规约与萃取，为创作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传媒生产过程中的人机工作分配，AIGC 将实现机器

生产限制的不断解禁：在 AIGC 不断渗透下，传媒内

容生产方式转变趋势如图 8 所示，智能化机器将逐渐

负责更全面的生产力内容。 

 

 
 

图 8  媒体内容生产方式转变 
Fig.8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content production 

  

4.3  AIGC 助力娱乐交互方式研发 

随着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的逐

步发展，娱乐产业的交互形式急需创新和拓展，借助

AIGC 技术的应用，将会在以下层面给用户带来更加

丰富、多样化、个性化的娱乐体验。以用户为中心的

虚拟现实娱乐体验：智能化分析虚拟场景、交互要素

和用户需求，进而设计更多虚拟场景下的内容和交互

方式，帮助娱乐开发者创造兼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娱

乐动线；机器辅助下的智能情感识别与反馈：通过结

合玩家游戏操作与文本、语音输入，分析玩家的情感

和情绪，根据玩家的反应调整难度或改变剧情发展，

调节游戏体验，生成多样化剧本分支和互动方式，形成

更加个性化的内容，提高玩家的参与感和沉浸度[77]。 

AIGC 技术为娱乐交互设计研发提供了许多创新

的可能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合理使用 AIGC 技术，

确保机器的创造性与用户参与度的平衡至关重要。 

5  AIGC 支持下智能设计发展趋势   

5.1  虚实结合下的智能化数字孪生设计 

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是智能设计的重要趋势，

AIGC 技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虚实结合的数

字孪生设计为设计、制造、运营等领域带来更高效、

智能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78]，如图 9 所示为 AIGC 支

持下的数字孪生设计方法迭代。随着与 AIGC 技术的

不断融合，数字孪生设计方法将从简单地对设计内容

进行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事物的等价映射，演变为基

于多场景 AIGC 大规模训练下的学习创作型孪生设

计，尤以虚拟数字人等应用为例，最终实现实时自主

生成的孪生交互设计形式（实时感知和计算多模态数

据，并与人类进行交互）。 

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设计将在更多领域实现广

泛应用，通过 AIGC 技术的支持，将数字孪生与实际 

 

 
 

图 9  AIGC 支持下数字孪生设计方法迭代 
Fig.9 Iteration of digital twin design method supported by A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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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统深度融合，实现了实时数据同步、设计与仿
真优化、智能决策支持、可视化展示与交互，以及实
时监测与维护。带给设计、制造、运营等领域更高效、
智能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5.2  全球协同下的智能设计社会变革 

全球协同下的智能设计社会变革是当下数字化
时代的重要趋势，AIGC 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随着全球信息交流的便利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智
能设计正逐步从传统的单一、孤立设计模式转变为跨
地域、跨行业的全球协同合作模式，AIGC 技术则推
动了设计领域的协同合作和信息共享。设计师和团队
之间通过虚拟协作平台进行跨地域协作，共享设计资
源、知识和创意。AIGC 技术将促进跨行业交叉开展
设计工作，进而创造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为产
生新兴行业和跨学科设计提供了机遇。未来，不同地
域和文化背景下的设计师通过协同合作，将不同设计
思想和美学融合，推动全球智能设计的多样性和创新
性，促进了设计的全球传播和认知[79]。 

AIGC 技术的支持促进了跨地域协作、跨行业合
作、设计资源整合、多元文化融合、个性化设计服务
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发展。这种变革将推动智能设
计的全球性发展和社会变革，为未来的智能设计带来
无限可能性。 

5.3  隐私安全需求下的交互反馈模式设计 

AIGC 技术作为智能设计的核心推动力量，正在 
 

不断引领着智能设计领域的发展。其中，隐私安全需

求下的交互反馈模式设计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在数字

化时代，诚信建设与隐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80]，

人们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和数据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安全性与可信任性成为 AIGC 支持设计研究的关键，

如图 10 所示展示了可信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的全生

命周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设计师和决策者必须

考虑如何在智能设计中融入隐私保护和安全性，以获

取用户信任，并保证数据安全[81]。具体的趋势如下。 

1）注重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用户应有权

决定是否分享数据，以及选择分享哪些数据。因此，

设计师需要在交互界面中提供明确的隐私设置选项，

让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允许数据的收集和使用[82]。 

2）掌握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用户需

要了解智能系统如何收集、存储和使用数据[83]，以及

数据用于何种目的。设计师应该提供清晰的用户界面

和解释，便于用户理解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数据使

用规则[84]。 

3）数据安全与健全的合规措施。在设计智能系

统时，设计师应该采用安全性高的技术和方法，确保

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不被非法侵入和篡改。数据

加密、身份验证、防火墙等技术都可以用于提升智能

系统的数据安全性[85]，同时确保智能系统的运行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设计师和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用户隐私保护和

数据安全，通过透明的设计和用户控制权，确保用户 

 
 

图 10  可信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全生命周期 
Fig.10 Full lifecycle of trusted AIGC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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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能系统的信任[86]。在智能设计中注重隐私安全，

不仅能够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还能够增强智能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接受度。 

6  结语 

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

智能”的过渡，已显示出不可小觑的实践潜力和应用

价值。AIGC 在智能设计中的有效使用对设计质量、

用户满意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 AIGC

趋势下的智能设计方法进行综述，揭示了 AIGC 在提

高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等方面的潜力，以及对各个领

域的重大意义。AIGC 在工业设计流程迭代、传媒创

作人机深度融合和娱乐交互方式研发等方面，对智能

设计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变革。展望未来，AIGC 支持

下的智能设计将面临更多挑战和机遇，包括数字孪生

设计迭代将加强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全球协同下

的智能设计社会变革将推动合作和交流、数据驱动下

的设计认知决策方式转变将提高智能设计的精准性、

隐私安全需求下的交互反馈模式设计将增强用户信

任等。AIGC 技术的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力在智能设

计领域持续演进，为各个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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