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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平面设计领域中的应用现状和不足，并提出一种基于自然语言描述的

图像生成方法，以更好地满足设计师的需求。方法 采用 GPT-3 模型生成创作思路的文本描述，并使用

稳定扰动（Stable Diffusion）算法生成与描述相匹配的图像。通过测试和应用实例验证方法在平面设计

中的效果，旨在探索平面设计领域中的新视角和工具，以简化设计过程，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结论 研
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结合实验结果和定性分析，评估了该方法生成的图像与自然语言描述的匹配程度、

图像质量，以及方法的灵活性和可控性。通过这些评估指标，可确定该方法的有效性，并更好地满足设

计师的需求。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进一步增强算法的多样性、创意性，以及探索更智能化的平面设计工

具，以提高设计师的工作效率和设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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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limit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and propose a natural language-based image generation method to meet the needs of designers. The 

GPT-3 model was used to generate textual descriptions of creative ideas and the stable diffusion algorithm was adopted to 

generate images matching the descriptions. Throug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n 

graphic design was examined, aiming to discover new perspectives and tools that simplified the design process and en-

hanced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study adop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pproach, combin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alignment between generated images and natural language descriptions, image 

quality, flexi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he method. By utilizing thes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researchers can determine 

the method's effectiveness and better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designer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enhancing 

algorithm diversity and creativity, as well as exploring more intelligent graphic design tool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designer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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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是将文本、图像与色彩等视觉元素组合

起来，传递信息和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1]。它广泛应

用于印刷品[2]、包装[3]、标识[4]、广告[5]等领域，并在

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的设计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平面设计的本质在于通过设计构建出令人印象

深刻、直观易懂的视觉元素，从而达到信息传递和情

感沟通的目的。 

平面设计中包含了许多视觉元素[6]，包括图形、

图像、色彩和空间等[7-8]，设计师需要根据其设计目

的，灵活地选择和搭配这些元素，从而构建出一个完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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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清晰和吸引人的设计作品。平面设计需要符合观

众视觉认知的特点，以便观众能够快速地获取信息并

理解设计的意图[9]。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注

意设计细节和整体效果，如线条与色彩的选择、比例

和平衡等，这些细节可以直接影响到设计作品的效果

和品质[10]。 

平面设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书籍装帧和

印刷品制作，但直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平面设

计才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上半叶，

平面设计发展迅速，主要受到包豪斯学派、现代主义

和构成主义的影响。这些流派主张以简洁、清晰、功

能性为设计的核心，强调设计要符合生产力和现代社

会的需求[1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它的应用范围也

在不断拓展。其中，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越

来越受到关注[12]。在传统平面设计中，设计师通常需

要通过手工绘图、数字化绘图软件等手段来完成设计

作品。这种方式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

设计师需要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设计能力。在这种

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平面设计

的效率和质量[13-14]。 

人工智能技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图像处理；自动化设计[15]。在图像处理方面，

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图片修复、图像增强、图像识别

等方面。徐国彬等[16]采用一种改进算法改善了数字类

国画缺陷修复问题，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董霙

达等[17]针对现存传统蒙古家具纹路样式模糊等问题，

提出一种机器学习方法，增强了纹样特征，其对文物

修复和保护具有参考价值。许鑫等[18]以剪纸为载体，

通过研究剪纸图像自动分类识别技术来探讨人工智能

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分类效果。

在自动化设计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设计师完成排

版、颜色搭配[19]、字体设计[20]等工作。本研究主要关

注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中，针对自动化设计的应用。

高峰等[21]首先进行人工智能案例的分析，然后基于人

工智能的辅助设计座椅形态，经过多次调整，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李雄等[22]借助对抗神经网络来进行概念

草图的设计，有助于设计师突破思路，提高设计效率。 

虽然目前风格迁移、对抗生成网络（GANs）和

其他机器学习算法在平面设计领域中越来越受到关

注，且这些算法提供了一种自动化、高效的方式来创

建平面设计，但它们通常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模

型，因为很难收集到足够的数据，这对某些类型的设

计来说可能是不可行的。此外，这些算法往往需要强

大的计算能力，对一些小型设计团队或设计师来说可

能是一种挑战。不仅如此，算法生成的图像品质和多

样性也是一个问题。通常传统算法生成的图像比较平

淡且缺乏个性。这些算法还往往受到训练数据的限

制，很难超越数据中的内容和风格，因此难以实现真

正的创造性和独特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自然语言

描 述 的 图 像 生 成 方 法 ， 利 用 GPT-3 （ 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3）[23]模型生成创作思路的文

本描述，并使用稳定扰动（Stable Diffusion）[24]方法

生成与自然语言描述相匹配的图像。本研究团队在设

计者提供的自然语言描述上进行了测试，并列举了包

装、书籍封面和广告设计的应用实例。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有效生成与自然语言描述相匹配的高质

量图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化和高效性，设计

生成过程迅速，节省了设计时间。该方法具备灵活性

和可控性，能生成具备多样性、高质量的图像。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使得设计作品适应不同风格和要求，不

仅可满足设计师的个性化需求，并提供更多创意和选

择，还能加强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通过

生成与客户需求相匹配的图像，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理

解客户需求，改善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产生更

好的设计结果。 

1  方法 

1.1  自然语言理解模型 

本研究采用了预训练的语言模型 GPT-3 来解析

设计师提供的自然语言需求描述。GPT-3 是一个基于

transformer 结构的语言模型，通过预测下一个单词的

方式进行自监督学习，其具有很强的语言理解能力。

传统迁移学习模型和生成式预训练迁移学习模型的

对比图，见图 1。 

传统迁移学习模型中包含编码器和解码器两部

分，而生成式预训练迁移学习仅使用了一个多层的解

码器，因此生成式预训练迁移学习模型相较于传统模

型有了明显的改进。本研究使用的 GPT-3 模型使用来

自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案，通过对大语言模型进行

微调，从而可在较少参数的情况下，生成优于往期的

模型。鉴于传统自然语言技术存在的多种局限，基于

大语言模型的 GPT-3 充分利用大量无标注文本进行

预训练，从而使得模型在小样本和无样本场景下有较

强的理解与生成能力。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案

基本流程如图 2 所示。 

如图 2 所示，首先为保证模型有充足的知识储备

量，需要收集大量的说明解释数据来训练监督策略。

随后，标记者记录模型希望输出的结果并利用这个标

记数据结合监督学习对模型进行微调。其次，研究人

员对这个训练的数据集和若干模型结果进行抽样，把

输出结果从最优到最差进行排序，并以此数据训练反

馈模型。然后，把新的问题从样本中抽样，借助模型

生成输出结果，并计算这个反馈结果的准确率。最后，

将这个反馈结果用以优化策略模型，从而使模型输出

最正确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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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迁移学习模型和生成式预训练迁移学习模型对比图 
Fig.1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transfer learning model and 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er learning model 

 

 
 

图 2  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法基本流程图 
Fig.2 Basic flowchart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ethod based on human feedback 

 

1.2  自然语言描述到低维向量表示的转换 

为了将自然语言描述转换为稳定扰动算法中需

要的低维向量表示，采用了 GPT-3 对自然语言描述进

行编码，其能够将自然语言描述转换为高质量的低维

向量表示，然后使用稳定扰动方法来生成与自然语言

描述相匹配的图像。稳定扰动图像生成算法结构如图

3 所示。 

稳定扰动算法首先使用预训练模型对需要训练

的图像生成相应的描述词语，然后使用变分自动编码

器训练模型，接下来将经过压缩后的数据输入扩散过

程模型，进行正向采样操作。在数据输入过程中会产

生噪音，持续记录每步产生噪音的数据。 

进一步地，利用交叉注意力机制将潜在空间中的

特征和另一模态特征融合。交叉注意力公式见式（1）。 

( , , )
TQK

Attention Q K V softmax V
d

 
  

   

(1) 

式中： ( ) ( ) ( ); ( )( ; )) (i i i
Q i t K VQ z K y V y     W W W ；

( ) ( ) ( )i i i
Q K V、 、W W W 分别代表 Q、K、V 的可学习的投影

矩阵；Zt 为潜在空间中经过编码后的数据； ( )i tz   
i
eN d ，为实现网络的中间表示，

i
eN d 则表示 RGB

空间； ( )i tz 相应的目标函数 LDML 见式（2）。 

2
( ), , ~ (0,1), 2{ [: ] }|| , , ( ) ||LDM x y t tL z t y      

 
(2) 

式中： , ,[ ]( )tz t y  表示一个权重相同的去噪自

编码器序列；  为去噪自编码器的等加权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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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稳定扰动图像生成算法结构 
Fig.3 Structure diagram of stable perturbation image generation algorithm 

 

接下来将 ( , , )Attention Q K V 和潜在空间另一模态

序列的特征融合，并添加到扩散模型的逆向过程中。

利用去噪网络逆向预测每一步需要减少的噪音，并通

过生成噪音和预测噪音的损失函数来计算梯度。 

在向前过程中根据多元高斯分布来生成一张纯

噪音图像，利用变分自动编码器将纯噪音图像压缩到

算法潜在空间中。进一步地执行去噪网络，利用交叉

注意力机制融合多模态信息，并预测每一步需要检测

的噪音，最后利用变分自动编码器将生成图片还原到

目标图片大小。 

当生成完图像后，还可以通过微调来修改自己生

成的模型。通过这种方法，可将自然语言描述转换为

图像，并且保留输入句子的语义信息，从而让生成的

图像更加符合设计需求。 

2  实验设计 

在当代平面设计中，艺术家和设计师们需要创造

出高质量的图像来满足客户和观众的需求。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用机器生成图像逐渐成为了

一个重要的趋势，这不仅可以减少设计师的工作量，

还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本研究使用了

来自设计师的一组自然语言描述，作为输入进行实

验。针对每个自然语言描述，笔者将 GPT-3 模型用于

解析设计师的思路，然后从 GPT-3 辅助生成的描述中

提取关键词，并使用稳定扰动（Stable Diffusion）生

成与关键词描述相匹配的图像。接下来，通过将本研

究算法应用于平面设计中常用的黑白版画、水彩与厚

涂油画、建筑与风景设计、数字插画设计、3D 渲染

效果设计等表现形式中，来探讨本研究算法的合理性

与适用性。 

黑白版画作为一种古老的印刷技术，一直以来都

是平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如表 1 的序号 1~3 所示，

经本研究算法生成的黑白版画可被用来表现一种古

典、优雅的气质。如表 1 的序号 4 所示，创造出一种

神秘、幽暗的氛围。同时，生成黑白版画的高对比度

和纹理感也能够给设计作品带来更多的层次、更强的

立体感。经本研究算法生成黑白版画的应用不仅能够

强调设计作品的主题和情感，还可以起到吸引目光和

增加视觉冲击力的作用。 

水彩和厚涂油画作为两种艺术绘画形式，不仅在

绘画领域被广泛应用，同时在平面设计中也有着重要

作用。表 2 中序号 1~2 展示了本研究算法生成的水彩

作品，以其柔和流畅的特点适合描绘人物，增加作品

的个性和情感共鸣。而表 2 中序号 3~4 的厚涂油画则

显示出丰富的质感和强烈的立体感，适合表现强烈、

厚重的视觉效果。在平面设计中，经本研究算法生成

的厚涂油画的质感可以带来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

也更易于传达作品所希望表达的情感和主题。 
 

表 1  黑白版画效果 
Tab.1 Effects of black and white prints 

序号 设计师构思 自然语言理解算法辅助生成描述 生成结果 

1 
黑白版画 

《马头肖像》 

采用粗犷的笔触和对比强烈的色彩，强调形状和线条，营造出独特的艺术

氛围； 

马头可以通过不同的姿态、表情和线条来表现出它的力量、优雅和神秘； 

采用素描风格来营造出清晰的轮廓和阴影，强化造型的感觉； 

通过运用不同的线条、阴影和笔触来表现出马的肌肉纹理、毛发细节等； 

突出主题，让观众一眼便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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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设计师构思 自然语言理解算法辅助生成描述 生成结果 

2 
黑白版画 

《鹿头肖像》 

描绘一只鹿，具有雄壮和优雅的气质，它的角应该是最醒目的特征； 

使用细节丰富的线条勾勒出鹿的轮廓，并确保头部的比例正确； 

使用黑、白两色来渲染画面，让图像更具有艺术气息，黑色可以用于勾勒

轮廓，白色可以用于表现光影变化 

3 
黑白版画 

《虎头肖像》 

虎头的线条应该流畅而有力，表现出动物的力量和优雅； 

虎头应该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注意对比度和阴影，使图像具有动态感； 

采用高对比度和精细的线条来创造出清晰的图像 

4 

黑白版画 

《 可 怕 的 月 亮

升 起 时 维 多 利

亚 小 镇 夜 间 近

距离街景》 

月光洒满小镇的街道，照亮了古老的建筑和石头路面。小镇的建筑看起来像

是从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穿越而来的，刻画着细致的花纹和精美的雕刻； 

夜幕降临，整个小镇笼罩在黑暗中，只有月光的照耀。在这个独特的时刻，

小镇的建筑物和街道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美感，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当月亮升起时，整个小镇都被染成银色。在这种氛围下，你可以感受到小

镇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到这个小镇的独特之处 

 
表 2  水彩和厚涂油画效果 

Tab.2 Effects of watercolor and impasto oil painting 

序号 设计师构思 自然语言理解算法辅助生成描述 生成结果 

1 

水彩画 

《 有 气 质

的少女》 

水彩画中的少女如同一朵娇艳欲滴的花，优雅而又柔美； 

柔和的色彩和自然的线条勾勒出了水彩画中少女的特质，给人以轻盈的感觉； 

少女轮廓轻柔、姿态高雅，整幅画洋溢着优雅和青春的气息； 

少女的柔美和细腻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仔细欣赏，每个细节都充满了情感和感染力； 

线条的简洁和色彩的柔和使得水彩画中的少女更加轻盈、更具有诗意和感染力； 

少女的娇美和水彩画的清新相得益彰，令人感到温暖和舒适； 

2 

水彩画 

《 美 丽 的

女 孩 抱 着

一只猫》 

精致的水彩画中，一个美丽的女孩拥着一只慵懒的猫，柔和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

静和温馨； 

女孩轻轻抱着猫，猫舒适地躺在女孩的怀里，两者都看起来非常舒适和放松； 

强调水彩画独特的透明度和柔和的颜色，如通过描述渐变的色彩和色彩的混合，

表现出画面的纹理和细节； 

通过使用阴影和光线来强调女孩和猫的轮廓与形状，让画面更具立体感和深度 

3 

厚涂油画 

《 特 写 开

心的女孩》 

画面聚焦在女孩脸部，表情开心自然，细节丰富，油画笔触明显； 

油画笔触粗犷且自然，传达出真实的情感，创造出具有厚重感的画面质感； 

细节描绘细致，女孩皮肤质感细腻、纹理丰富，整个画面充满生机 

4 

厚涂油画 

《 特 写 忧

伤的少年》 

这幅艺术作品是一张厚涂油画脸部特写，展现的是一个忧伤的少年。他的眼神深

邃，仿佛在思考着生活中的不易和痛苦；他的面容线条柔和，但眼眸中的悲伤却

让人难以忽略； 

通过厚涂油画的技法，使用浓郁的色彩和厚重的笔触，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沉重感

和质感。脸部的细节被刻画得十分生动，仿佛让人能够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情绪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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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所示，经本研究算法生成的数字插画在插

图和漫画方面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视觉效果，其可

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视觉效果，例如水彩画效果、手

绘风格等。这种多样性使得经本研究算法生成的数字

插画在创造独特的设计风格和形式上非常实用。 

在当代平面设计中，3D 渲染类图片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如表 4 所示，经本研究算法生成的 3D 渲染

图能够以高保真度、高逼真度的方式呈现设计师所设 
 

表 3  数字插画图片效果 
Tab.3 Effects of digital illustration pictures 

序号 设计师构思 自然语言理解算法辅助生成描述 生成结果 

1 
数字艺术 
《 老 虎 的
特写画面》 

这张数字艺术作品是一只老虎头部的特写画面，它的目光
炯炯有神，似乎在盯着观者，它的皮毛和瞳孔都非常细腻
和逼真； 
使用色彩丰富的线条和形状来呈现老虎的头部，展现出它
威武的形象。每个细节都非常精细，呈现出数字艺术的独
特风格； 
使用颜色渐变和光影效果来展现老虎身体的线条和曲线，
为观者呈现出一种独特而美妙的视觉感受 

 

2 
数字艺术 
《 鸭 子 的
特写画面》 

鸭子的羽毛透过阳光显得明亮而柔和，鸟儿的表情则充满
了生气和活力； 
鸭子的形象通过色彩和线条的运用得到了生动表现，羽毛
柔软而丰满，仿佛可以触摸到它的柔软质感，让人感受到
了一种清新自然的气息； 
这只鸭子透过简洁却富有表现力的画风，展现出其活泼灵
动的特质  

3 

数字艺术 
《 极 简 主
义 皇 家 高
雅 女 王 的
肖像》 

可以使用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线条来勾勒女王的轮廓和
脸部特征，然后用一些亮丽的颜色来强调皇家头冠的华丽
质感； 
也可以通过增加阴影和细节来表现出肖像中的深刻情感
和复杂性； 
通过数字艺术的手法，皇家高雅女王的肖像可以成为一件
简洁而又优雅的艺术品，传达出女王的权威和地位，以及
她在历史中的重要定位  

 

表 4  3D 渲染效果 
Tab.4 3D rendering effect 

序号 设计师构思 自然语言理解算法辅助生成描述 生成结果 

1 

3D 渲染 
《一条巴
洛克风格
的蓝色宝
石美丽项
链》 

鲜艳的蓝宝石和细腻的巴洛克风格相结合，形成了华丽的项链；
拥有传统和现代元素的华美巴洛克风格项链； 
珍贵的蓝色宝石在项链上闪耀，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宝石和流线型的金属环相互交织，营造出精美的设计； 
沉重的质感和华丽的设计，给人一种古代欧洲皇室贵族的
高贵感觉； 
珍贵的宝石贯穿整个项链，增强了其高贵、独特的美感；
精致的金属手工工艺和独特的设计，使这条项链成为了一
件既流行又经典的艺术品； 
蓝色宝石的深度和纯净度，与巴洛克的极致华丽设计形成
鲜明对比 

 

2 

3D 渲染 
《巴洛克
风格精细
狮头金银
徽章》 

呈圆形，中央镶嵌有一个栩栩如生的狮子头像； 
狮子头像的鬃毛和胡须都非常细致，栩栩如生； 
整个徽章呈金黄色或者银白色配色，金色表现出贵气和高
贵，银色则体现了典雅和高贵； 
银徽章四周饰有巴洛克风格的花纹和线条，精致而繁琐，
让整个徽章看起来更加华丽和精美； 
徽章是巴洛克风格的典型代表，能够很好地展现这一时期
精美、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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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模型和场景，帮助设计师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

和 展 示 设 计 方 案 。 通 过 自 然 语 言 理 解 与 稳 定 扰 动

（Stable Diffusion）生成 3D 渲染技术，设计师能够

从各个角度观察和调整设计方案，包括构件、材质、

光照、布局等。此外，3D 渲染技术还可以让设计方

案以具有立体感的效果图、动画、视频等形式呈现，

为设计师的展示和交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基于自然语言描述生成视觉艺术表现图片可以

给平面设计带来许多帮助。首先，这些类型的图像具

有非常强的审美感受，可以增加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例如，使用自然语言描述与稳定

扰动（Stable Diffuison）生成的黑白版画可以增强图

像的纹理和线条感，使得图像更具有立体感和质感，

从而提高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其生成的水彩和厚

涂油画则可以营造出柔和的氛围，使得设计作品更加

具有温暖和感性的感觉。其次，生成这些类型的图像

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表达设计概念和想法。例如，

3D 渲染图以高保真度、高逼真度的方式呈现设计师

所设计的模型和场景，帮助设计师更加直观、全面地

了解和展示设计方案。 

3  设计实例 

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应用已经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包装设计、书籍

封面设计和广告设计作为平面设计领域中的重要实

践领域，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以这些实例为案例，

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示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和价值，并深入探讨其对创造力和设计效率的影响。 

包装设计是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领域中的一个

重要应用方向。包装设计的目标是通过独特的视觉元

素和信息传达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塑造品牌形象，并

促进产品销售。采用人工智能模型 GPT-3，可以将自

然语言描述转化为低维向量表示，以茶叶包装为例

（如图 4 所示），通过 GPT 生成的描述语言为“清晨

的雾气，茶香四溢。享受自然的美好，品味茶叶的独

特滋味”。进一步地，结合稳定扰动（Stable Diffusion）

算法生成与描述相匹配的图像。 

 

  
 

图 4  包装设计效果图 
Fig.4 Packaging design renderings 

 
以茶叶所处的环境为主题，描绘了茶叶生长在山

水之间的情景，用自然的色彩和光影表现出茶叶的清

新和优雅。通过算法生成的元素与人工设计的元素相

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设计风格，使得设计不仅符

合茶叶自然主题的特点，还突出了包装设计的美感和

实用性，为茶叶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意。 

书籍封面设计是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实践

领域，也是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之一。书籍

封面的设计需要吸引读者，引起他们的兴趣并传递内

容的核心概念。以奇幻冒险小说为题，GPT 生成的描

述语言为“在中世纪城市中展开一场哥特式奇幻冒

险！在傍晚余晖的照耀下，踏入中世纪城市的奇幻冒

险之旅，古老的城墙高耸入云，哥特式尖塔屹立其中，

散发着神秘的魔力。城市的街道弥漫着神秘的氛围，

灯火闪烁，散发着暖意。整个封面展现了中世纪城市

的壮丽景象，结合哥特风格的神秘气息和奇幻元素，

引领读者踏入冒险的世界，探索其中的秘密与宝藏。”

如图 5 所示，设计师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生成与书

籍主题相符合的图像。 

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快速的设计解决方案，而且

在设计过程中注入了新颖的创意和个性化元素。通过

以书籍封面设计为案例，可研究人工智能对设计创造

力和读者吸引力的提升。 

广告设计是平面设计领域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

领域，也是人工智能的理想实践场景。广告设计需要

通过视觉元素和文字信息吸引目标受众，传达产品或

服务的核心价值和品牌形象。以地铁环保主题广告为

例，GPT 生成的描述语言为“一棵枯萎的树木矗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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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书籍封面设计效果图 
Fig.5 Book cover design renderings 

 

画面中央，它的枝干干燥脆弱，叶片凋零残缺。然而，

当我们的目光穿过枯木，我们被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

场景。在背景中，一片绚丽的风景展现出来。广阔的

天空中，夕阳的余晖洒在了美丽的山丘之上。” 

在这个环保广告中，可以看到一棵枯萎的树木，

枝干干瘪，叶片凋零，象征着破坏和环境恶化。然而，

当视线穿过这棵枯木，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呈现在眼

前。葱郁的绿色草地延伸到远方。这美丽的风景提醒

着人们，尽管现实中存在破坏和枯萎，但只要人们努

力保护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就能够创造出美丽、和

谐的自然景观。具体细节如图 6 所示。 

以包装设计、书籍封面设计和广告设计为案例来

分析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领域中的应用，能够多方面

展示其在不同设计领域中的作用和效果。这些实例代

表了平面设计的重要实践领域，同时也涉及商业推广

与创造力等关键因素。通过研究这些案例，可以深入

理解人工智能对平面设计的影响，并为设计师和相关

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图 6  广告设计效果图 
Fig.6 Advertising design renderings 

 

4  结论 

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应用正日益成为一

种新趋势，特别是 GPT-3 和稳定扰动（Stable Diffu-

sion）算法的应用，为设计师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工

具。在这项研究中，自然语言理解算法可以将设计师

的构思迅速转化为清晰准确的文本描述，有助于平面

设计师迅速理解客户或团队的需求。此外，稳定扰动

（Stable Diffusion）算法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自然语

言理解算法的潜力，稳定扰动（Stable Diffusion）算

法将文本描述转化为逼真的图像。这一方法的优势在

于生成高质量的、逼真的图像，并避免了不真实感。

因此，平面设计师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这种方法创建与

设计思路相匹配的图像。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将极大地改变平面设计的方式，简化流程，提高效率，

创造引人注目的视觉作品，同时更好地理解客户或团

队的需求，以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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