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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技术对产品设计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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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把参数化技术引入产品设计中应用的影响与可能。方法 在对相关研究成果及案例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结合产品设计论述新的观点。结论 参数化技术的运用提升了对设计的复

杂性和精确性的处理，它不仅带来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更已开始影响设计的思考和工作方式，参数化

技术的应用将对产品设计的思维方法、工作方式及设计成果的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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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Parametric Technology on Product Design 

WANG Liu-zhuang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s and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parametric technology into product design.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design, combined with product design, it discusses the new 

viewpoint. The application of parametric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processing of designing complexity and accuracy. It not only 

brings new design style, more is starting to affect the thinking and working ways of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parametric tech-

nology will have enormous impact on the thinking methods, working ways and design results of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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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包豪斯时代以来，产品设计逐渐成为开发与

生产的重要环节，而产品设计也不断地被各种因素

改变，20 世纪 80 年代起，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对制造

与设计领域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坚信人

的思想是设计的根本价值所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设计师的设计对象、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常常伴

随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而更新。参数化技术原本应用

于工业生产流程的数字化，随着相关生产条件和数

字技术的发展，建筑设计行业率先将参数化技术应

用于设计过程，目前已成为建筑设计学科的前沿之

一，它不仅带来了新的风格，而且将成为一种新的

设计“类型”或者“主义” [1]。 

1  参数化技术概述 

1.1  参数化技术的概念 

参数化技术指通过在计算机中设定参数以及使

用不同的工具和算法生成设计方案的技术，在设计

过程中，各种要求和限定被数据化为各种参数并关

联到一起，只需要调节其中的参数便可迅速获得不

同的输出结果[2]。 

工业设计和制造领域早已开始应用参数化技

术，由于工业生产流程的数字化，利用 AUT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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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WORKS，PROE 等参数化软件平台，产品设

计师在计算机中完成的设计方案能与各种制造环节

无缝对接，设计师对设计的 终结果的控制能力大

为提高，此为参数化技术的内涵所在。 

1.2  参数化技术的发展 

参数化技术介入设计过程并发展成为“参数化设

计”发生于建筑设计领域[3]。近年来，基于制造技术

的进步和新材料与新构造的应用，建筑的建造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造”和“建”被分离开来，许多构件

先在工厂制造出来再运至现场装配，实现了从建筑

设计—材料构建定制—现场施工的全程数字化控

制，这是参数化技术在建造过程中的应用。建筑设

计师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他们甚至可以“分别

定制”每一个建筑构件，犹如一颗树的每片树叶都不

尽相同，建筑的每个局部和细节都可以有区别。建

筑的空间和形体的创造也可以不再遵循传统的“简单

性思维”和“线性逻辑”，建筑设计师开始从“复杂性”

的角度思考建筑的可能性[4]。 

数字技术为建筑形式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引

擎，推动着建筑设计朝着新的方向演进。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计算机绘图和辅助设计（CAD），到 90

年代的计算机虚拟现实研究和介入设计过程的实

践；至今，“参数化设计”在建筑设计领域迅速成为新

的设计类型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计算机在建

筑设计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从过去的“工具”和“方式”

转变为“方法”[4]。 

1.3  参数化技术的软件平台 

目 前 ， 在 参 数 化 技 术 的 设 计 应 用 中 ， 基 于

Rhinoceros 平台的 Grasshopper 是一个简单易用的

参数化软件。Rhinoceros 是一个擅长处理三维曲面

造型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因其功能强大而操作

简 单 ， 在 产 品 设 计 领 域 早 已 被 广 泛 使 用 ， 同 时

Rhinoceros 的开放架构使各参数化插件得以衔接。

而 Grasshopper 的前身 Explicit History 本是用于管

理 Rhinoceros 工作流程的插件，其以直观的、图形

化的编程方式实现参数化建模，全过程被一目了然

地记录在电池图中，每颗电池都代表了一个运算器

且其中参数可变，设计师通过调整电池或修改参数

即可生成不同的结果，操作的便利性大为提升[5]。

加之 Grasshopper 本身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仍

可 以 衔 接 各 种 功 能 特 点 的 次 级 运 算 器 ， 如

weavebird，lunchbox，kangaroo，voronoi 等运算器

层出不穷，目前已超过 400 个运算器可供使用，设

计师甚至可利用 Grasshopper 自带的编程工具编写

特殊的运算器，因此，Grasshopper 成为 流行的

参数化建模插件之一。  

2   参数化技术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参数化技术的应用对建筑建造过程的改变，实

际上在工业生产流程中早已实现，因此，把参数化

技术引入产品设计中，应侧重探讨其对设计本身的

影响和作用。 

2.1  设计思维方式和设计流程的改变 

造型是产品设计的重要内容，设计师必须把关于

功能、情感、风格等各方面的构思视觉化。以当前一

般设计流程为例，设计师的思维始终围绕“结果”展开，

设计师在对设计目标有初步的判断后，通常以手绘图

的方式构思大量设计草案，其后从中选择部分方案使

用计算机辅助以进行深化设计，并在深化过程中不断

平衡各种要素，反复修改方案直至实现。 

如果说设计是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那么设

计工作实际上是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定量工作。

而设计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受时间和人员素质的影

响非常大，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使“结果” 优化和

大化，需要考虑的因素可能很多，但参数化无

疑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从构思结果到构

思规则，这是参数化技术介入设计的 大影响，

基于这一逻辑，设计师只要把影响设计的因素转

化为参数，同时选择合适的算法工具从而把握大

致的设计方向，通过调整参数而得到不同结果，

设计的 终方案由计算机“生成”，此为“算法生

形”。设计师无需构思 终形态，而是在计算机生

成的大量方案中选择形态，设计的形态处理工作

也由“构形”转变为“找形”[6]。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产品是完美的，设计

师对于某个问题或者形态的探讨，实际上可以无休

止地进行下去，设计成果只是设计工作中的某个相

对较好的“片段”，设计师的“构形”相当于就是在人脑

中“找形”，那么使用参数化的方式用计算机构形与人

脑的构思并无区别。而计算机的优势是，它能在有

限的时间内提供的结果数量远多于人脑，且因规则

已被设定，绝不会生成与目的无关的结果。这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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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在设计师控制之下呈现的，并不用担心计算机

会取代设计师，它只是更“智能”的工具而已。 

2.2  对复杂产品形式的追求 

人类制造物品除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外，满足

精神需求亦是产品的重要功能。从历史上看，丰富

多变的形态及装饰是传递思想和观念、实现精神功

能的载体。而从手工时代步入机器时代以来，在制

造技术的限制、批量生产的需求以及功能主义思想

等因素的影响下，形式的探讨被弱化，装饰被摒弃，

对“简约”乃至“极简”的追求成为现代设计形式的

主流。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复杂性”理论尝试从另一

个角度认识世界，并影响了一批反思现代主义的建

筑设计师，他们尝试从复杂性的角度探讨建筑，而

计算机以及参数化技术的介入极大地拓展了设计的

可能，利用新技术能无比精确地处理超越人脑想象

的复杂空间与形体。于是，以曲面、非对称、繁复

为主要特征，充满动感的新式“非线性”建筑如雨后春

笋般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7]。 

    同样，在当今产品同质化、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设计应更多地考虑如何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产品外

在形式的探讨应重新成为当今设计的重点，新的时

代需要新的表达方式和形式特征。一方面，参数化

技术是寻求产品新形式与风格的途径，它为人们探

讨不规则形体和复杂装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

它可能重新唤起人们如手工时代对产品形式和装饰

多样性及丰富性的追求。 

2.3  仿生设计的创新 

人类的造物活动一开始便是在模拟自然、学习

自然，自然永远是人类创造的源泉。回顾手工造物

时代可以看到，建筑、产品乃至绘画、雕塑等艺术

品，自然生物形象无处不在[8]。然而现代文明和科学

的进步，令人们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现代设

计的造型理论把一切形态归纳为点、线、面、体等

抽象元素，似乎由这些抽象元素构筑的世界同样变

化无穷，现代的产品形态同样丰富多彩，但不能忘

记，人类从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物质上不能脱

离自然而生存，在精神上也一样。 

仿生设计提倡向自然学习，特别是把自然形态

的美妙与趣味作为造型的灵感。建筑设计对复杂性

的探讨依然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例如在参数化建筑

设计中，可以看到如植物般的生长构造，具有流动

感的自由曲线和不规则曲面，繁复而有序的细节的

呈现，这可以说是一种新技术推动下的仿生设计方

式。生物的生长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比如一颗树

的生长，人们只知道它生长过程的大概面貌，阳光、

雨水、温度都会影响其具体结果，人们看到的树的

形态，亦只是它生长过程中的“片段”，因此，不仅构

形逻辑与自然规律有某种相似性，而且参数化技术

对于复杂形态具备更多优势。运用参数化技术，产

品设计师能够更好地模拟自然的形态、构造、肌理

等，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 

2.4  对 3D 打印技术应用的促进 

3D 打印技术是一类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增材料制

造技术的总称，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其材料、精度

与速度方面皆大幅提升，目前已在产品、建筑、医

疗、航天等多个领域崭露头角，并呈现影响传统的

设计和制造行业的趋势[9]。而作为一种新的成型方

式，3D 打印技术对于复杂形态和构造的处理，超越

了传统的模具或 CNC 减材成型方式，能够处理多层

次、多维度交错的形体。就此，设计师应更为关注

这种特点带来的可能性，针对性地进行设计研究与

探讨，从而设计出区别于传统制造方式的产品。 

参数化软件擅长于处理复杂空间形体，但其设

计成果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对接，而 3D 打印技术的

特点与其具备一致性，从而使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形

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技术链条，因此，对两种技术的

整合应用探讨是产品设计中的一个新领域，参数化

技术与 3D 打印技术的结合，亦将为产品设计带来新

的可能，同时，参数化技术亦能推动 3D 打印技术的

应用与发展。 

3  结语 

参数化技术的引入，将为产品设计注入新鲜的

血液，并能在思想、技术、风格各层面造成深刻的

影响，令人们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可能性。

参数化技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需要通过具体的设

计过程以及各种途径展开探讨，然而在以充分的热

情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并创造新价值的同时，仍

需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技术越来越重要，但是人不

可依赖技术或被技术束缚，对于设计而言，人的思

想才是不可替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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