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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介绍ChatGPT、AI绘画协同设计体系，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ChatGPT
和AI绘画协同设计体系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的设计工具，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准确、更

全面、更创新的设计方案，从而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在产品设计领域中，

ChatGPT和AI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可以提供便捷地进行修改，成为设计师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依托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系统研究了该协同设计体系的原理路径和实现方法。研究表明，该协同

设计体系不仅可以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还可以为设计师带来高效、智能的设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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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of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and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field.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is a design tool comb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which can provide designers with more accurat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innovative design schemes, thus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results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can pro-
vide convenient modification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oo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designer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principle path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but 
also bring designers an efficient and intelligent desig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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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进步和迭代，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设计领域的研究层出不穷。

本文尝试将 ChatGPT 与 AI 绘画相结合，以期提升设计流程中的整体效率和成果质量。ChatGPT 和 AI 绘
画技术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表，具有自动化、高效性和创造性等优势。近年来对于这两者的研究纷

繁复杂，但是缺乏在设计领域将两者相结合的应用研究。本文将二者纳入同一设计流程，探讨了一种新

型的 ChatGPT、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以下简称“协同设计体系”)，从 ChatGPT 和 AI 绘画技术在设计

领域中的限制与挑战入手，摸索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下设计领域中的变革，分析“协同设计体系”的构

建和应用，为设计领域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2. 历史与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综述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生成式 AI 是让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创造性

地”产生新的内容或行为的一种技术[1]。与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不同，生成式 AI 可 1 以生成包括图像、

音频、视频在内的新数据[2]。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神经网络研

究。1950 年代末，神经网络研究开始探索生成式模型，1960 年代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生成式模型不断演进。

1970 年代 Hinton 等人研究推出了训练受限玻尔兹曼机的算法。1980 年代 Hopfield 网络和 Boltzmann 机

的问世，拓宽了生成式模型的应用。1990 年代隐马尔可夫模型和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被引入生成式

模型中。2014 年 Goodfellow 等人提出了生成式对抗网络，使得生成式模型在图像生成等领域得到了突破

性进展，为后来的生成式对抗网络打下了基础。2016 年 WaveNet 模型的提出，突破了音频生成的困境。

2017 年 Google 提出了 PixelCNN++模型，使得图像生成的分辨率得到了显著提升。2020 年 OpenAI 推出

了 GPT-3 模型，将生成式模型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自然语言生成领域，并在 2023 年开放了可以自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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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自我改进的 GPT API 模型，加快了人工智能应用的步伐。同年 3 月，有更强的创作能力的 GPT4.0
发布，而其作品则更具备人类智慧文明的特征(图 1)。 
 

 
Figure 1. Generative AI development timeline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时间轴 

3. 原理与架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概述 

3.1. ChatGPT：基于模型架构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的设计表达 

ChatGPT 是一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全称为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由 OpenAI 推出的一种采用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的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主要应

用于聊天场景中。ChatGPT 将用户输入的文本作为输入项，经过模型运算后生成相应的回复文本作为输

出项，以达到人机交互、人机对话的效果[3]。 
ChatGPT 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源(图 2)。训练数据采用公开的自然语言处理数据集，

如 Wikipedia 等。在训练过程中，模型会对下一个单词进行预测，以此来优化模型参数。预训练完成后，

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会进行微调，以适应不同的场物。ChatGPT 技术基于大规模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通过训练大规模的语言模型，可以实现自然语言生成和任务解析。 
 

 
Figure 2. ChatGPT schematic 
图 2. ChatGPT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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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领域中，ChatGPT 技术可以应用于以下三个场景：第一，设计师与客户的交流。ChatGPT 技

术可以模拟人类的对话方式，设计师可以通过与 ChatGPT 对话来更好地理解客户的需求和意见。第二，

设计理念和思路的表达。设计师可以利用 ChatGPT 技术将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思路转化为自然语言文本，

以更好地向团队成员或客户表达自己的想法[4]。第三，设计灵感的获取和扩展。ChatGPT 技术可以生成

大量的自然语言文本，设计师可以通过这些文本进行思维风暴来获取设计灵感，从而提高设计水平和效

率[5]。 
ChatGPT 是一种开放源代码的技术，许多公司和组织都在设计工作中加以运用。Adobe Systems (创

意软件公司)正研究如何将 ChatGPT 技术应用到其产品中。Adobe 在其产品中使用了自然语言生成技术，

使其更加智能化，提高用户体验。Figma (在线协作设计工具公司)使用了自然语言生成技术来提供更快速

的设计灵感。用户可以输入一个或多个关键词，Figma 会自动为他们生成一些与之匹配的设计元素。Canva 
(在线设计工具公司)使用自然语言生成技术来帮助用户快速创建自定义设计元素。例如，用户可以输入他

们需要的图标、形状、颜色等信息，Canva 将根据这些信息自动生成相应的设计元素。ChatGPT 技术可

以提高设计师与客户的沟通效率，促进设计团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并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设计灵感和

可能性。 

3.2. AI 绘画：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绘画的设计表现 

AI 绘画技术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量的图像数据和模式识

别技术，模拟出人类的绘画过程，实现自动绘画[6]。深度学习算法是 AI 绘画技术的核心，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CNN)和生成对抗网络(GAN)等技术[7]，解析大量的图像数据，识别图像的特征结构(如图 3)。 
AI 绘画技术需要对原始图像进行处理和解析，以提取出包括图像分割、图像分类、边缘检测和颜色

分离等特征结构[8]。并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图像处理技术、生成模型和数据集等技术，使用包括手绘图

像、自然图像、艺术作品等大量的图像数据，进行训练学习，能够模拟出人类的绘画过程，生成高质量

的新图像。 
 

 
Figure 3. ChatGPT schematic 
图 3. ChatGPT 原理图 

 
AI 绘画技术在设计中的应用广泛，可以应用于平面设计、广告设计、影视特效以及设计教育行业等。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平面设计的流畅度和风格化[9]，并为广告产业带来结构性变革。此外，人

工智能技术在电影工业中的应用可以帮助完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10]。最后，使用 AI 个性化绘画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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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和艺术创作能力，增强用户对美术绘画的兴趣[11]。AI 绘画技术在设计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为设计师和艺术家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工具和方法。 
在设计领域，AI 绘画具有以下三个应用场景：第一：创造艺术作品。人工智能创造各种类型的艺术

作品，包括绘画和雕塑等。这些作品可以通过对大量现有作品进行学习和模拟来实现。第二：图像处理。

AI 绘画用来处理现有图像，例如通过自动化修复破损或损坏的图像、自动化图像增强等方式。第三：色

彩搭配。在设计的过程中向设计师推荐不同颜色之间的组合，以及帮助设计师制定色彩方案。 
AI 绘画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艺术形式，能够生成艺术作品。DeepArt.io (瑞士)提供了一种名为“神

经网络风格转换”的服务，能够将用户提供的照片或图像，通过与著名画家的作品相结合，生成一幅全

新的艺术作品。Prisma (移动应用程序)可以将用户拍摄的照片转换成各种艺术风格的画作，如梵高、毕加

索和卡拉瓦乔等。NVIDIA (芯片制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一款名为“GANbreeder”的软件。该软

件能够生成独特的艺术作品，包括数字图像、游戏、3D 模型和动画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尝试将其应用于艺术领域，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数字艺术作品。 

4. 协同与碰撞：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中应用的可能性 

4.1. 壁垒与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应用中的限制与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具有优势，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人工智能的最大缺陷之一

是无法解释预测的依据，使得设计师难以理解技术背后的决策过程并进行调整和优化[12]。由于训练数据

通常来自特定数据集和样本，因此输出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见[13]。同时，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

存在算法代替价值、算法偏见、版权问题、虚假信息、信息茧房、讯息内爆等问题[14]。此外，数字知识

产权的法律保护不足也是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15]。 
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都面临着一些限制和挑战。在数据和模型方面，ChatGPT 技术需要大量

高质量数据进行训练，并且生成的设计作品缺乏独特性和个性化[16]；而 AI 绘画需要足够多且质量良好

的数据进行训练，并且需要通过算法模拟人类艺术家的创造性和风格。同时，这两种技术也存在着可解

释性和可控性问题，以及伦理和法律问题，如生成不合理、不合法的作品带来的法律风险和涉及版权、

虚假信息、人工智能造假等的伦理和法律问题[17]。 
总而言之，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在前提条件、表现效果、灵活运用和社会道德方面都存在一

定困难。 

4.2. 语义绘图：AI 绘画与 ChatGPT 技术的协同 

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更高效、准确、真实、灵活的图像生成，但在社会道德

方面也需要考虑相应的问题。 
在前提条件方面，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各自具备强大的技术基础和能力，两者结合可以实现

自然语言输入自动生成图像的目标[18]。在表现效果方面，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的结合可以产生

更加真实、精细和丰富的图像生成，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19]。在灵活运用方面，ChatGPT 技术和 AI 绘
画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应用方式，通过不断学习和优化调整参数，达到不同场景的需求。 

在社会道德方面，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需要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中应用的合理性和安全

性问题。ChatGPT 技术可以通过增强机器人的人类化程度，使得生成的文本更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

标准;而 AI 绘画技术则需要关注知识产权和艺术创造的保护。两者结合，可以在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社

会道德的前提下，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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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5.1. 辅助创新：ChatGPT 与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的构建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是指将 ChatGPT 这一大型语言模型和 AI 绘画技术相结合，来实现

更加高效的创作过程。具体来说，ChatGPT 通过分析和理解用户的语言输入，生成与用户需求相符的文

本描述。然后，通过 AI 绘画技术根据这些文本描述，自动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绘画作品。设计师通过

ChatGPT 输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快速获得 AI 绘画技术生成的图像，从而快速地展现创意。在原理方面，

ChatGPT 技术和 AI 绘画技术分别通过对大量文本数据和图像数据的学习训练，实现对自然语言和图像语

言的生成与优化。在实际应用中，ChatGPT 和 AI 绘画技术的协同工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例如，设

计师可以通过 ChatGPT 输入需求，AI 绘画技术会根据这些输入，自动生成符合要求的图像。或者，设计

师可以通过 ChatGPT 输入创意，然后通过 AI 绘画技术对输入的文本进行分析和理解，生成与之相符的

图像，然后再进行优化和修改，直到得到满意的作品(图 4)。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使得设计师的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帮助设计师更好

地实现与展示创意和想法。 
 

 
Figure 4.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co-design system diagram 
图 4.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图 

5.2 高效提能：ChatGPT 与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的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应用，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技

术工具，已经在产品设计、建筑和室内设计等领域中得到了运用。协同设计体系的应用带来许多优势，

不仅能够节省设计师的时间、提高生产力和效率，还能创造出具有创新性与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作品。 
在产品设计领域(图 5)，ChatGPT 和AI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在产品设计中可以提供更准确的设计方案。

在建筑设计领域(图 6)，设计师可以利用协同设计体系，通过对于建筑材料、颜色和纹理的深度学习算法

帮助生成建筑设计图纸、布局和渲染更真实、更全面的建筑模型，并由此设计出更加个性化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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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内设计领域(图 7)，协同设计体系可以通过结合设计师的输入，自动生成设计方案，帮助他们更好地

定位和配置家具、窗帘、照明等设计要素。ChatGPT 将能够理解需求并提供创新的设计方案。AI 绘画工

具可以自动生成模型和视觉效果。这意味着设计师将能够更快速地创建产品模型，并通过拖放、旋转和

缩放等操作便捷地进行修改。 
 

 
Figure 5.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diagram  
图 5.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产品设计实践图 
 

 
Figure 6.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architectural design practice diagram 
图 6.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建筑设计实践图 
 

 
Figure 7. ChatGPT and AI painting collaborative design system interior design practice diagram 
图 7.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室内设计实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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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有着广泛的前景和潜力。通过结合人

工智能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这些设计工具能够为设计师提供更准确、更全面、更创新的设计方案，为

产品、建筑和室内设计等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与变革。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这些工具将会在设

计领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帮助设计师更好地实现他们的创意和想象。 

5.3.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的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ChatGPT 和 AI 绘画已成为设计师不可或缺的工具，对设计师的职业定位、

技能升级和工作流程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和变革。设计师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技能，以更好地应

对日益复杂和高级的设计任务[20]。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技术工具，以便更好地实现设计想法和艺

术创作。同时，这也促使着设计师需要寻找新的职业定位和差异化方式。设计师需要了解如何使用

ChatGPT 和 AI 绘画工具，并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进行艺术创作和设计。 
未来，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的发展方向包括应用领域的拓展以及协同效率的提高。主要

目标之一是让人工智能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设计师的意图并准确地呈现出来[21]。此外，AI 技术相关的伦

理体系也待完善。未来的发展还包括改善用户体验，优化用户界面和交互方式，使其更加易于使用和理

解。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的未来发展有望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6. 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下，ChatGPT 与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新兴领域，其在智能交

互、创意设计、艺术创作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本文通过对该领域的探析，可以看到技术正朝着更

加成熟和完善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些技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的质量

和可靠性。为了让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发挥出最大的价值，需要大量高质量、多样化的数

据进行训练和优化，这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和研究者进行共同努力。此外，人机交互和艺术创作也需要

更加深入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以便更好地推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ChatGPT 的出现为人机交

互带来了更加自然、高效的方式。在各种应用场景中，ChatGPT 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能够帮助用户更好

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也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加个性化、贴心的服务。而在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方面，

其通过将人类的创意与机器的计算能力进行融合，极大提高了创作的效率和创意的质量。同时，这种方

式也让艺术家有机会探索更加广阔的创意空间，挖掘更多的艺术可能性。随着 ChatGPT 和 AI 绘画技术

的不断发展，设计行业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变革，传统模式和工作流程正在被重新定义，更

加凸显数字化、智能化和创新化。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下的 ChatGPT 和 AI 绘画协同设计体系无疑带来

了更多机会和挑战。在未来，相信这些技术将继续得到推广和发展，并为生活和艺术创作带来更多惊喜

和创新。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开发者和艺术家加入到这个领域中，共同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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