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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式AI大模型在历史文化资源整体复兴中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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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文化景观规划迎来革新。本论文以瑞安市百好乳品厂为样本，探索构建集成式 AI大模型，搭

建“规划 — 建筑 — 场景 —IP”四步生成式模型，构建“文化基因挖掘 -数智技术嵌入 -沉浸体验设计”三位一体框

架。研究运用深度学习等技术，开发 AI驱动的 IP形象“一百”，打造“四区十二景”文化体验空间，借助个性化推

荐系统实现精准匹配。研究表明，AI技术通过文化遗产数字化解析等三大机制，赋能历史文化景观振兴与品牌活化 。

关  键  词  ：   振兴老字号品牌；历史文化区更新；AI赋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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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dvances rapidl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s 

witnessing a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reating an integrated AI large 

model to foster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Using Ruian City's 

Baihao Dairy Factory as a case, the study explores leveraging AI to integrate time-honored brands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t constructs a four-step "planning - architecture - scene - IP" 

generative model and a three-in-one framework for cultural gene mining, digital tech embedding,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design,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renewal and brand 

revitalization.The research applies deep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table Diffusion 

tech to develop an AI - driven IP "One Hundred" and a virtual-real "Four Districts and Twelve Scenic 

Spots" space. A data - driven system matches tourist behavior with brand elements. It confirms that 

AI revitalizes landscapes via three key mechanisms. 

Keywords  :  renew time-honored brands; upda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eas; empower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AI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悠久历史，是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老字号品牌作为其关键部分，凝聚智慧汗水，成为文化传承

典范；历史文化资源以物质和非物质形式记录民族成长，是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二者天然契合，是文旅融合的核心与方向。瑞安市百

好乳品厂历史建筑更新项目便是典型，作为老字号品牌，其品牌故事与工匠精神是地方文化符号。项目运用 AI挖掘品牌历史，借虚拟现

实重现发展历程，打造沉浸式体验，还利用 AI优化建筑更新设计，满足游客需求。历史与科技结合，传承文化价值，为文旅融合提供创

新范例，实现历史保护与现代发展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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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研究目标与意义

近年来，AIGC 技术以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在文

化创意等领域潜力巨大。它能自动生成多元内容，为老字号与历

史文化区联动开辟新路径。在老字号品牌管理方面，国内深入研

究，AIGC 深度融入品牌全生命周期，助力数字化转型，提升视觉

设计效率、可持续性及品牌价值。在历史文化区场景中，AIGC 成

果显著，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优势突出，为城市品牌整合资源

等提供技术支持。

不过，AIGC 技术赋能时面临联动性不足等挑战，文字图片交

互单一，缺乏集成式 AI 模型，文化理解等问题也有待解决。随着

技术发展，AIGC 在文化领域应用场景将拓展，推动传统文化现代

化转型。[1-3]

 （二）理论创新

本研究构建 "规划 — 建筑 — 场景 —IP" 四位一体的景观规划

大模型框架，以集成式 AI 技术为核心，打造文化基因挖掘、空间

生成优化、沉浸叙事设计与品牌 IP 活化的全流程闭环系统。该框

架突破传统景观规划的数据割裂与环节孤立问题，通过多模态数

据融合、跨层级模型协同及动态反馈机制，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空间功能更新与文化价值传播的深度融合。其理论基础涵盖

文化传承创新理论、AI 多模态生成模型、城市品牌理论与符号互

动论，形成 "数据驱动决策 — 模型协同生成 — 价值动态迭代 " 的

一体化逻辑，为历史文化资源复兴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三）研究目的

对于城市而言，建筑风格、历史遗存与文化轨迹构成其独特

特质，唯有尊重历史、善待文化资源，做好保护与继承，才能维

系城市文脉与个性，推动城市文化发展。历史建筑作为城市文化

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社会发展与文化演变的印记，传承其文化脉

络，对保护物质遗产、延续精神价值意义重大。瑞安市百好乳品

厂历史建筑承载着地方工业记忆与百好品牌文化，见证地方经济

辉煌，凝聚工匠精神与时代特色，传承其文化脉络，既能保留建

筑历史价值，又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生产生活方式的感知，增强社

会历史认同感与归属感。

本研究以百好乳品厂历史建筑为对象，挖掘建筑与品牌的文

化关联，提炼其文化内涵，探索二者相互赋能路径，推动历史文

化动态传承，使其与现代社会需求融合，焕发持久生命力。[4-5]

二、方法论与技术架构

（一）研究方法

随着经济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时代性的发生

改变，历史文化街区的休闲活动，慢慢成为人们一种新潮流的选

择方式。城市其实就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历史遗迹以及传统风貌

承载着该地区的记忆，历史文化街区代表着城市形象，并吸引民

众光临这传承经典的城市。因此在厂区更新中，我们将原有场地

划分为了四块不同的主题区，分别为百年好合，百事好运，百工

好物，百好擒雕，分别对应婚恋，祈福，非遗手工艺体验和运动

活动区

（二）AI辅助历史文化景观更新

本研究构建“数据融合 — 方案生成 — 动态验证”三位一体

的集成式 AI技术路径，破解历史文化景观更新中文化保护、功能

适配与体验创新的协同难题。基于多模态数据湖，整合历史文献

语义挖掘、高精度三维建模、游客行为日志及城市环境数据，借

Transformer架构生成三维权重矩阵。以百好乳品厂为例，AI提

取17项核心文化标签并量化空间权重，为方案制定奠基。[6]

生成式 AI实现跨层级优化，规划层用强化学习生成“四区

十二景”，建筑层结合 Stable Diffusion与 GAN生成改造方案、

迁移立面风格。AI大模型搭建数字孪生平台，支持多方实时协作，

利用语义分割划分功能模块，以强化学习平衡各方需求。该框架

实现历史景观精准更新，通过数据共享与智能决策，推动跨领域

协同创新，赋予老字号品牌可持续发展动力。 

图1 百好盈门场景更新流程图 来源：[作者自做 ]

（三）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场景体验设计

AI 为历史文化景观更新后的场景构建带来全新技术赋能范

式，主要聚焦商业运营与用户体验两大核心领域。在商业层面，

AI 凭借多源大数据剖析消费者行为轨迹、偏好标签及市场趋势，

助力老字号品牌精准锚定目标客群，定制分层营销策略；同时借

助自然语言处理与视觉生成技术，自动产出富含文化底蕴的营销

文案、多媒体广告，构建全域传播矩阵，提升品牌现代曝光度。[7-8]

在用户体验优化与空间服务创新方面，AI 依托语言大模型构

建 “数据采集 - 行为分析 - 智能推荐” 闭环体系。通过解析用

户会话时长、点击频次等多维度数据，深度洞察文化偏好，结合

智能算法为游客定制个性化体验方案，如在 “百工好物” 非遗区

精准推送适配手工活动，并以虚拟向导解读品牌文化。在空间服

务上，AI 依据历史文化区结构与资源分布，打造动态路线规划模

型，以兴趣图谱匹配文化解说、互动任务，实现品牌文化叙事的

沉浸式传递。黄山景区与支付宝合作的 “全程 AI 伴游” 智能体，

正是该模式的成功实践，其整合大模型技术与景区服务生态，实

现历史景观与现代旅游的深度融合。这种数据驱动的技术应用，

既提升游客体验，又推动 “文化传承 - 技术赋能 - 商业转化” 

的良性循环，为文旅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可复制范式。

（四）AI驱动的 IP形象“一百”互动体验设计

为了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沉浸感与互动性，本项目利用 stable 

diffusion中的 AI图片生成技术设计了品牌 IP形象“一百”，一

个可爱的小男孩角色，作为人工智能旅游搭子，帮助游客深入了

解百好乳品厂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旅体验。“一百”作为数字代言

人，通过 AI技术与游客进行互动，成为引导游客探索历史文化的

智能向导。利用语音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游客可以通过与

“一百”对话，了解百好品牌的历史背景、文化故事及建筑的独特



城乡规划·设计 |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ESIGN

01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历史。例如在“百年好合”婚恋文化板块，“一百”能够为游客提

供与品牌相关的婚恋故事并推荐定制化的婚礼场景和纪念品 .[9-10]

利用人工智能为老字号品牌与历史文化区辅助 IP设计的具

体步骤为，首先利用 CLIP文本编码器对输入文本进行处理，

将其解析为 Stable Diffusion能够理解的潜在特征表示（Latent 

Feature）。随后，这些潜在特征被传递至 Stable Diffusion的核

心部分—— “图像生成与优化模块”，由该模块对图像生成过程

进行全面的控制与优化，确保输出结果与输入文本的语义高度契

合。关于“图像生成与优化模块”，其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该模

块的核心由 U-Net网络和调度算法（Scheduler）共同构成。

.

图2 AI图像生成模型运行原理 来源：[作者自做 ]

三、研究结论

本研究深度融合集成式 AI大模型与多模态技术，在百好乳品

厂历史景观更新中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的双重突破。AI整合

多源数据与智能决策，构建“规划—建筑—场景—IP”链条，基

于 Stable Diffusion复原历史场景，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功能与原

真性协同。

在历史文化传播与创新上，AI数字代言人“一百”生动呈现

百好品牌历史文化，结合品牌故事与现代文旅活动。游客通过与

“一百”互动，感知品牌底蕴与价值，提升文化吸引力与情感认

同，拓展品牌表现空间，增强品牌影响力。

项目借助 AI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智能化、个性化体

验模式促进历史文化景区更新发展。“一百”作为桥梁，连接历

史与现代、文化与科技，满足游客对深度体验、互动及个性化服

务的需求，为文旅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和方案。实验显示，AI通

过文化遗产数字化解析、动态叙事生成与多模态交互优化三大机

制，为老字号品牌注入活力，推动历史文化景观从“静态保护”

向“活态传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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