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生成设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筑生成设计》

13位ISBN编号：9787564134020

10位ISBN编号：756413402X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飚

页数：2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建筑生成设计》

内容概要

《建筑生成设计--基于复杂系统的建筑设计计算机生成方法研究(精)》基于复杂系统模型，通过作者
李飚的编程实践和教学研究，逐步建立建筑设计生成方法系统框架及其研究平台。本书详细阐述细胞
自动机系统、遗传进化算法及多智能体模型复杂系统方法基本原理及其程序实践，探索生成艺术在建
筑学领域转化过程中的思维特征及操作方式。
近年来，计算机生成方法作为一种崭新的建筑设计方法逐步成为CAAD 研究的重要分支，其独具匠心
的系统模型也必将拓展建筑学方法论。建筑 设计生成方法通过对建筑元素的“自组织”优化组合，激
发设计者借助传 统方法不易获得的思想灵感，它是趋向艺术实践的程序创作系统，并将生 成系统作
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法。 作为多学科非传统手段的合作结晶，当前，建筑设计计算机生成研究 在国
内建筑设计界缺乏基本的方法，高等建筑教学更没有系统的教学经验 。《建筑生成设计--基于复杂系
统的建筑设计计算机生成方法研究(精)》 基于复杂系统模型，通过作者的编程实践和教学研究，逐步
建立建筑设计 生成方法系统框架及其研究平台。本书详细阐述细胞自动机系统、遗传进 化算法及多
智能体模型复杂系统方法基本原理及其程序实践，探索生成艺 术在建筑学领域转化过程中的思维特征
及操作方式。 李飚专著的《建筑生成设计--基于复杂系统的建筑设计计算机生成方 法研究(精)》以复
杂系统为建模理论基础，综合建筑学、计算机科学学科 特征，运用文献分析、理论探讨与计算机程序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西 方国家研究手段，通过分析生成艺术演化机制及国内建筑设计现实需求，
初步建立起建筑设计生成艺术理论框架，并将该研究方法拓展至建筑学领 域的其他方面。 本书可供
建筑设计者、研究者及CAAD教学人员和相关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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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如今，建立计算机及其后台技术支撑与建筑设计之间的信息互动、算法探索
、模型特征生成相应的建筑空间已逐渐从一种技术条件转变成～门建筑学新的专业方向。 从人、机发
展关系来看，计算机在辅助建筑设计功效上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建筑设计的工具平台 计算机
正逐步替代百年不变的传统工具，构成建筑设计的诸多问题也能依靠某类程序工具得以解决。由于个
人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及其丰富的建筑辅助应用软件逐步成为建筑设计的电子化工具，建筑学及其
相关领域的研究均可能运用计算机来分析、计算、模拟及表现等等。 （2）信息来源 建筑设计构思过
程需要获取建筑相关信息，如新材料的应用、建筑设计做法、设计细部及空间感受等等。传统获取信
息的方法局限于课堂教学与图书资料，如今知识、信息迅速扩展，动态的多媒体手段及全球网络快速
发展，虚拟图书馆也提供相应的数字支撑。它们为建筑设计教育、建筑案例研究、建筑作品研究提供
重要的知识信息来源。 （3）专家咨询系统 建筑设计教学经特定教师的指导，由师生共同探索建筑设
计方法及其构思模式。教师在协助学生解决问题的同时为学生界定建筑设计总体架构。然而，通过教
师课堂教学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学生可能碰到的所有问题。建立完善的专家系统，并使之充分应用于建
筑学教学及建筑师的日常设计工作必将有效解决建筑设计过程的许多实务问题，从而有效解决建筑设
计过程可能出现的许多问题。 （4）设计交流平台 网络技术为建筑师提供一种整合各种技术设计平台
的机会，国内外建筑设计教学合作已经从实物合作发展为网络合作，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设计团队可以
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完成彼此之间的协作设计。 （5）思考模式的延伸 计算机解决问题通常将建筑课
题分解为许多子问题，然后分步解决，计算机无限扩大的储存载体可以视为建筑设计者的延伸记忆体
，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增强人类解决并处理问题的能力。运用有效的程序算法，建筑设计者可以扩大
“问题空间”的搜索范围，设计者在思考建筑问题的时候可以不再局限于有限的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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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敢问附录在哪里。。。
2、观念微老，价格偏贵，讲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深度不够。
3、读起来比较吃力，这是一本计算机技术和建筑设计技术融合的一本好书。
4、我的评价法则里5颗星中等水平。书有个瑕疵，理解困难，或者叫不够通俗形象。不过这掩盖不了
书的价值。少见的好书。
5、我说呢，计算几何那一部分怎么如此熟悉，果然是来自刘汝佳的黑书嘛ˊ_>ˋ 书中确实很多有趣
的想法，但是仍然十分局限。我期待着能看到更好的关于建筑设计数字化的理论书呢～
6、对数字化理解很正确
7、读景观的表示看不懂
8、算法普及丛书，嫁个偏贵，喜欢那种不反光的，又是彩色打印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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