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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兴起，城市专类公园的设计需求也变得更加迫切。传统造景方法存在效率低，质量

不一的问题。然而，AI的出现开拓了一条新的解决思路。AI目前已在辅助设计、智能照明、智能交互设

计等方面做出成效并展现出巨大潜力。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在AI技术对于专类公园的设计中展开研究，

具体分析AI技术的优势以及对于专类公园的设计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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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he design needs of urban parks have become more urgent. 
Traditional landscaping methods have the problems of low efficiency and inconsistent quality. How-
ever, the advent of AI has opened up a new way of thinking. AI has shown great potential for data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automatic generation and processing of design sketches and rendering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telligent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This pa-
per will study the design of AI technology for special parks from the above aspects, and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AI technology and the design prospects of speci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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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专类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与设计越发受到重视，在提升环保性、美

观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传统的造景设计方法存在效率低、设计质量参差不齐、形态类

似等问题、成本难控制等问题。近年来，AI 技术的发展为造景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不仅改变了

设计师们分析和处理信息的手段，也为城市专类公园设计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新颖的设计流程。 
本文旨在探讨 AI 辅助城市专类公园设计的应用，通过分析和论证，找出 AI 技术如何从不同方面、

不同方式来提高设计效率，为当下公园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增添新的解答方式。 

2. AI 技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2.1. AI 技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环境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在进行某一块场地的设计时往往会涉及建筑、景观、艺术、生态等

多个领域，因此时常面临着挑战。AI 技术对于景观设计的辅助能够有效解决当前设计所面临的问题。 
AI 是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技术，涉及到机器学习、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多个学科领域。

而 AI 在专类公园设计中的主要应用有：1) 辅助设计生成与优化。利用机器学习处理大量的景观数据，

并从中提取出设计模式以及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不同风格的公园设计方案；2) 辅助图像处理以及效

果图渲染。通过进行不断的深度学习，目前 AI 已经可以做到将简单的设计草图转化为高质量效果图的能

力，例如使用卷积神经网络(简称 CNN)进行图像识别和处理，生成高度逼真的景观效果图；3) 人工智能

辅助场地分析与数据采集。AI 技术可以与 VR 和 AR 相结合，为景观技术提供更加沉浸式的展示体验。

结合 VR 技术使得设计师与客户能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和评估设计方案。通过 AR 技术，将虚拟效果叠

加到真实环境中，并进行同步的调试和优化处理，提高了环境设计的可视化效果以及用户的参与度。 

2.2. 人工智能在景观设计中的优势与不足 

人工智能在造景设计中的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提高设计效率、提升设计质量、增强用户体验、提

高设计可持续性和促进创新与创意等方面[1]。 
提高设计效率方面，AI 可以自动生成符合特定要求的设计草图和方案。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将简

单的草图进行高质量的图像渲染和处理，节省了设计师手工渲染的时间，提高了设计的视觉效果；提升

设计质量，AI 可以通过分析如用户反馈、场地信息、环境数据等数据，进行科学的设计优化。通过分析

用户行为，可以优化公园路径规划、设施布局等。通过无人机、传感器和 GIS 技术，AI 可以快速采集和

分析场地数据，生成精确的场地分析报告，为景观设计提供科学依据[2]；促进创新，AI 可以通过分析大

量的设计数据，生成具有创新性的设计方案，帮助设计师打破常规，产生更多的创意和灵感。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单纯的工具尚不能替代设计师本身的创造思维以及表现想

法，只能作为工具，关键性步骤是需要人为来进行修改以及补足。再者，人工智能目前并不能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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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项设计工作，需要人工进行大量的训练以及调试，才能生成适合专类公园设计的内容。最后，AI 技
术的运用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库支持以及对算法的不断优化，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造景设计中的运用仍

旧需要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2.3. 常用的 AI 辅助造景技术及工具 

常用的 AI 辅助造景技术及工具包括生成对抗网络、深度学习、无人机、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等。这些技术和工具在城市景观设计方面展现了强大的能力： 

2.3.1. 图像处理与效果图渲染技术 
自动图像生成，AI 技术可以将简单的草图转换为高度逼真的效果图，进行高质量的图像渲染和处理。

例如，DeepDream 和 StyleGAN 等深度学习算法，可以自动生成风格化的效果图，提升设计的视觉效果。 
图像增强，图像增强技术可以对设计图像进行处理和优化，提高图像的清晰度和视觉效果。例如，

超分辨率重建技术可以将低分辨率的图像转换为高分辨率，提高图像的细节和质量。 

2.3.2. 场地分析与数据采集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该技术可以对场地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生成精确的地形图和环境分析报

告。GIS 技术可以帮助设计师进行科学的场地规划和设计，提高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传感器网络，利用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监测场地的环境数据，如气象、水文、土壤等。通过传感器

网络采集的数据，AI 可以进行分析和处理，为设计提供实时的环境信息和科学依据。 

2.3.3. 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建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使设计师和客户能够在虚拟空间中体验和评估设计方

案。例如，设计师可以使用 VR 设备进行沉浸式设计和展示，提高设计的可视化效果和用户体验。 
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将虚拟设计叠加在真实环境中，进行现场调试和优化。例如，设计师可以使用

AR 设备在实际场地中查看虚拟设计效果，进行实时的调整和优化，提高设计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此外，在进行景观设计的常规软件中，也有大部分开始与 AI 相结合。例如，通过插件和扩展，SketchUp

可以集成 AI 技术，自动生成和优化设计方案，进行高质量的图像渲染和处理。AutoCAD 也可以通过插

件和扩展，集成 AI 技术，进行智能化的设计生成和优化，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 

3. AI 技术在城市专类公园中的运用 

3.1. 专类公园的定义与分类 

城市专类公园是指在城市范围内，依照特定主题、城市特色以及功能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公共绿地。

旨在为城市居民提供特定的休闲、娱乐、教育或生态功能，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专类公园通

常具备鲜明的主题功能，如城市特色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用地、科学教育基地等。主流的城市专类公园

根据其功能不同可以分为下面几类： 
儿童公园。专为儿童设计，不仅需要考虑儿童的娱乐需求，还要注重其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 
动、植物园。主要用于展示和研究当地或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动植物，致力于参观、娱乐以及

教育功能。 
历史文化公园。是以展示并保护城市历史建筑、传承城市文化特色为目的的专项公园，通常位于具

有历史遗迹或者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点。 
生态保护公园。致力于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随着时间推进以及城市发展，将会衍生出更多不同类型的城市专类公园。例如，水污染是目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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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滨水城市或者是沿湖公园可以更多的融入进智能技术来分析、监控并处理污水

问题，为我国建设美丽水岸提出新的解决方案[3]。此外，未来我国将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能

否为老人设计出适合的疗养型专类公园，亦或是在未来的公园设计中更多考虑并解决这一类问题将会是

环境设计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效分析和处理能够为疗养型公园设计做出更多优

质的解答。 

3.2. 人工智能在城市专类公园设计中的运用现状与案例 

人工智能不仅提升了公园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体验。 
数据分析，AI 在数据分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大量的环境数据，AI 为公园设计提供科学

依据。机器学习能够预测用户的偏好和需求，从而优化公园的功能布局和设施设置。例如，在纽约中央

公园，管理者利用 AI 分析游客流量数据，优化路径设计和设施分布，提高游客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公园环境监测，AI 技术在环境监测和管理方面展现了其强大的能力。利用传感器和智能设备，AI 可

以实时监测公园的空气质量、噪音水平、水质和植物健康状况等环境参数。这些数据帮助管理者及时采

取措施，确保公园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4]。例如，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AI 系统实时监测园区内的

温度、湿度和植物健康状况，自动调整灌溉和通风系统，维持最佳的生态环境。利用传感器和智能设备，

实时监测公园的空气质量、噪音水平、水质和植物健康状况等环境参数(如图 1)。这些数据帮助管理者及

时采取措施，确保公园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Figure 1. Night view of plant greenhouse 
图 1. 植物温室夜景① 

 
智能设施和互动体验是 AI 在专类公园设计中的一大亮点。例如智能照明、自动化灌溉系统和智能座

椅等设施的引入，提高了公园的运营效率，增强了游客的互动体验[5]。在阿姆斯特丹的 Vondelpark 中的

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根据人流量和时间自动调节亮度，既节省能源又提高安全性。在西雅图的

DiscoveryPark，游客可以通过 AR 应用了解公园的历史和动植物信息，增加了游览的趣味性和教育性。

深圳市宝安区海滨广场的“光明柱”也巧妙地应用了像素原理(如图 2)，通过使用约 30 万颗 LED 灯，使

高 28 m 的镂空钢结构和磨砂玻璃建筑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形媒体面，再通过物联网、互联网与灯光的跨界

融合，产生新的灯光展示模式。人们只要拿起手机，通过定制的“点亮宝安”小程序选择不同的图案和

视频效果，就能和光明柱灯光进行互动，在环形面上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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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illar of Light night view effect 
图 2. 光明柱夜景效果② 

 
AI 辅助的智能场景营造技术，使专类公园的景观设计更加生动。例如海滨广场内的树林根据树木分

布及特点，定制了可控 LED 照树灯来搭建音乐树林。其灯光可以随着音乐的节拍而变色、追色，此外还

能模拟春夏秋冬、灯光表演等场景，产生不同色彩和程序下的光影变化。此外，智能花园还结合 AR 技

术，为游客提供实时的植物科普信息和互动体验，使公园成为一个集休闲、教育和科技于一体的综合空

间[6]。在现代社会，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康养公园作为老年人休闲娱乐和康复养生的重要场所，在未

来的设计舞台上将会越发受到重视。AI 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康养公园的设计带来了新的契机，结合 AI 技
术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例如，可以通过智能监测系统来提升老年人的安

全性。通过安装在公园各个角落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监测老年人的活动情况。如果发现如摔倒或长

时间静止不动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警报，并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家属。如此做，可以大大降低

意外事故的发生率，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活动环境。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康养公园中提

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比如，通过可穿戴设备和或者手机移动应用，老年人可以实时监测自己的心

率、血压、血糖等健康指标。系统会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生成健康报告，并提供相应的健康建议。此

外，人工智能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个人喜好，推荐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和康复训练，帮助他们

更好地进行身体锻炼，在康养公园中提供智能导览服务和互动功能。老年人可以通过与移动应用对话，

获取公园内各类设施的信息和使用指南，了解感兴趣的文化、知识等，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互动体验，

如虚拟旅游、历史文化展示等，增加他们的娱乐和学习机会。例如，系统可以帮助老年人找到最近的休

息区、卫生间或饮水点，规划一条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散步路线。 

4. 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专类公园的规划与设计变得至关重要。传统造景方法存在效率低、质

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而 AI 技术为此带来了革新。AI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优化设计方案，提高效率和质

量，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新设计方法。然而，AI 在景观设计中仍需完善，如降低技术成本以及使用优

化等。但总而言之，AI 显著提升了城市专类公园设计的效率和质量，推动了景观设计行业的创新和进步。 

注  释 

①图 1 来源：http://www.cnsj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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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图 2 来源：城市光网，http://www.urbanligh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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