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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以图层模型为特征的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设计的策略和方法，旨在为相关文化遗产的

数字资源库建设提供新思路。方法 深入分析资源库的用户需求，推导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建筑信息

收录模型，将图层概念引入数字资源库的设计中，并通过实践案例验证。结论 基于用户需求分析，提

出具备“宏观层-中观层-微观层”广度和“背景领域-内涵领域”深度的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基于对

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的考量，设计以图层为特征的建筑信息分类和展示方式。传统建筑图层模型通过

发挥其特性，可实现传统建筑的分层查看；可有序地连接物态信息词条库、行为信息词条库、心态信息

词条库 3 个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达到增强数字资源库信息分类的专业性和系统性，提升用户使用数字

资源库的便利性和友好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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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Featured with Digital Model Consisted of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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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desig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igital resource data-
base featured with digital model consisted of layer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
source database. Through analysis of user requirements, it deduced out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ata collection model, 
took the model into the consideration and introduced the digital model consisted of layers to the construction design of the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and explained it by practice cases. The data collection model featured by three architecture lay-
ers (macroscopic, midscopic and microscopic layers) and two information types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 types) can 
be designed based on analysis of user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ate collection model, the in-
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xhibition featured with layers can be designed. The digital model consisted of layers can use 
its function to provide the hierarchical view, and to connect the entries in the physical information database, the behavior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the mental information database orderly, which can promote professionalism and systematiza-
tion of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usability and friendliness of user experience on the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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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1]。

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工作是受到社会长期

重视的课题。随着信息技术在保护、传承与传播传统

建筑上的应用逐渐增多，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信息

储存、信息服务和信息表现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也日益

引人注目。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典藏传统建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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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资源库成为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和传播工作的

关键。如何让丰富深刻的传统建筑信息获得专业、系

统的分类并向用户清晰、生动地展示，成为极具意义

的研究课题。 

1  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前期设计 

笔者总结数字资源库的一般设计规律，提出针对

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设计策略，即以分析用户的需

求为基础，推导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再基于信息

收录模型的特征，制定相应的信息分类和展示方式。 

1.1  传统建筑信息的用户需求分析 

用户需求决定了数字资源库的典藏内容、功能服

务、表现形式等。传统建筑的数字资源库有着促进

对传统建筑信息的保护、传承和传播的重要使命， 
 

因此，主要用户应为建筑专业人员，涉及到传统建

筑保护、建筑设计等工作；也应有了解传统建筑信

息需求的其他专业人员，如研究员、专业学生等；还

应有业外的爱好者等。 
综合 3 类人群对传统建筑信息的需求，笔者总结

数字资源库需具备兼可服务专业内外的信息内容，查

询、阅读等基础服务功能，以及专业、艺术的表现形

式。该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不仅应是典藏数据的“专

业档案”，而且该是服务大众的“传播平台”。 

1.2  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的推导 

数字资源库建设的第 2 阶段为传统建筑信息的

收录。笔者基于建筑学、设计学等学科的要求并结合

用户需求的分析结果，制定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

该模型包括信息收录的层次（广度）和领域（深度）

两个维度，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见图 1。 

 

 
 

图 1  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 
Fig.1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ata collection model 

 
1.2.1  传统建筑信息收录的层次 

建筑学、设计学等学科对传统建筑本体有 3 个层

次的划分。 
1）宏观层，即群落。它分为群落单体层和群落

组合层，具体表现为多个建筑单体组成一个群落单

体，如由垂花门、正房、厢房等组成的一个合院式群

落；群落组合由多个群落单体或次级群落组合构成，

例如，由多组单体院落组成的网状式张谷英村的民居

群落。 
2）中观层，即单体。在建筑群落中，单独的建

筑物即为一个建筑单体，如一栋箭楼、一座风雨桥、

一座牌坊等。 
3）微观层，即构件。它指众多建筑构件组合成

一个单体建筑。构件层亦分为单体层面和组合层面。

构件单体层面可以是一个悬鱼、一片花牙子、一个角

柱柱础等。构件组合层面指一组由若干斗、昂、翘、

升等单体构件组成的五踩斗拱，如一扇由抹头、中槛、

涤环板等组成的槛窗。 

1.2.2  传统建筑信息收录的领域 

传统建筑信息收录的领域包括背景领域和内涵

领域。 
1）结合传统建筑特征并参考经典数字资源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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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描述方法，概括出背景领域即收录对象的“题

名”、“作者”、“类型”、“年代”、“位置”等信息。 
2）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分类方

法，结合传统建筑的本体特征，得出内涵领域包括“物

态信息”、“行为信息”、“心态信息”等 [2]。物态信息

指可触知的物质实体信息；行为信息指具备行为动作

性质的信息；心态信息指在人们长时间社会实践和意

识活动中，蕴育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素质。例如，针

对某“柱础”的信息收录，不仅需要收集其题名、位

置、年代等背景领域信息，而且需要收集其内涵领域

的信息，如色彩、材质、形制等物态信息，工艺、使

用、流程等行为信息，以及美学、传说、宗教等心态

信息[3-4]。 

2  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框架设计 

2.1  图层与传统建筑相关联的概念研究 

图层功能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类计算机软件中，通

过对图层的打开/关闭、冻结/解锁、创建/删除，极大

方便了对数据的管理。图层就像透明的胶片，多层胶

片的叠加最终呈现出一张完整的图画，且其中的每层

胶片分别带有图画的一部分。 
传统的建筑普遍使用的装配化设计模式亦有图

层特性，即可对预制的建筑构件进行组装以完成整体

建筑的搭建。前文论述的以“层次”和“领域”为特

征的传统建筑信息收录模型是对此种工法模式的响

应，它与图层的概念高度契合，并且图层模型也较适 
 

合用于传统建筑信息的分类和展示，因此，笔者提出

“以建筑数字模型为载体、建筑信息定层投放”的传

统建筑信息分类和展示方式。 

2.2  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组成模块 

2.2.1  图层模型库的设计 

通过测绘等方法搜集传统建筑的物理信息，将之

转化为具备图层特性的数字模型，其主要步骤如下。 
1）对测绘数据进行数字转化，即将传统建筑中

的各建筑构件皆制成三维模型，并遵照实体原物的定

位进行组合。 
2）在完成对建筑数据的建模和模型的定位、搭

建、组合后，对建筑模型的图层进行划分。首先，为

各个建筑构件模型对应地建立一个“构件单体图层”。

其次，进一步依据建筑学逻辑和规则，将若干构件单

体模型（构件单体图层）组成“建筑构件组合图层”，

如“D 隔扇组合图层”、“E 隔扇组合图层”、“F 隔扇

组合图层”等，再将众隔扇的构件组合图层进行高阶

组合，即形成“隔扇组合图层”。“隔扇组合图层” 又

可以与“槛窗组合图层”、“隔断组合图层”等组成“小

木作组合图层”等。依照此规律，一个“建筑单体图

层”下含有众多建筑构件组合图层，一个“建筑群落

单体图层”下含有众多“建筑单体图层”。若干“建

筑群落单体图层”合并为一个“建筑群落组合图层”，

若干“建筑群落组合图层”组合成该项被数字化传

统建筑的顶阶图层。传统建筑数字模型的图层划分

见图 2。 

 

 
 

图 2  传统建筑数字模型的图层划分 
Fig.2 Diagram on layer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igit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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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前文论述的“信息收录模型”，为每个图

层添加“背景信息词条”，其内容需涵盖“题名”、“作

者”、“类型”、“年代”、“位置”等领域。 
4）鉴于一个数字模型由多个图层组成，因此，

每个图层可作为相应建筑内涵信息的载体，使建筑

内涵信息分类和展示实现“图层化”，方便用户浏览

查看。 
5）将若干数字建筑图层模型组成图层模型库，

设置检索工具以便用户查找信息。 

2.2.2  图层模型库的检索工具的设计 

鉴于图层模型库中模型的数量众多，因此，要为

用户提供“检索工具”以确定检索范围。图层模型库

的检索工具使用步骤有：（1）依据“信息收录模型”

设定的“题名”、“作者”、“类型”、“年代”、“位置”

等，确定一个或多个的检索项。（2）基于选定的检索

项输入检索词，进而获取目标图层模型，例如，用户

输入“明代中期-桃江县-教育建筑”进行检索，即获

得若干目标范围的图层模型。 

2.2.3  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的设计 

本文使用信息收录模型来收录各个层次的背景

信息和内涵信息，且各个层次的背景信息已存入图层

模型，因此，需建立物态信息、行为信息、心态信息

3 个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建立内涵信息词条库的理

由如下。 
1）不同建筑的内涵信息多有重叠。例如，模型

柱 A 与模型柱 B 皆使用漆艺 C，因此，较高效的方

法是为“漆艺 C”建立词条，存于内涵信息词条库（行 
 

为信息词条库），并将该词条的链接附在模型柱 A 和

模型柱 B 上以供查看。 
2）各种词条按性质归类，分入不同类别的内涵

信息词条库。每个内涵信息词条库设有检索工具以便

用户根据信息性质（物态、行为、心态）检索。例如，

要获取与名人故事相关的内涵信息可在心态信息词

条库中进行检索。 
其次，对每个词条的创建、编辑在内容和表现上

有一定要求。内容需详细、充分，符合专业要求，服

务于相关业务。在表现上，可借助文字、图片、动画、

视频等形式[5-6]，为用户提供专业、直观的解读。 

2.2.4  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的检索工具的设计 

3 个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皆设立独立的检索工

具，用户不仅可以通过数字模型获取建筑内涵信息，

而且能直接进入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搜索相关词条。 

2.3  数字资源库的运作模式 

图层模型库及其检索工具、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

及其检索工具共同组成数字资源库主体架构。其运作

模式有两种。 
1）用户使用图层模型库的检索工具获取图层模

型库中的目标建筑模型，进而查看目标数字模型中的

各图层及其背景信息词条。同时，获取建筑内涵信息

词条库为当前图层匹配的建筑内涵信息词条。 
2）用户亦可使用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检索工具

获取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中的目标建筑内涵信息词

条，进而对之读取。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运作模式

见图 3。 

 
 

图 3  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运作模式 
Fig.3 Oper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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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的模块设计 

完成传统建筑数字资源库整体框架设计后，从用

户的视角详细地解读数字资源库各模块的设计细节。 

3.1  获取目标模型 

图层模型库的入口为用户提供“图层模型库检索

工具”。用户首先要对检索项进行选取，可选择的检

索项有“题名”、“作者”、“类型”、“年代”、“位置”

等。这些检索项还可以进行层级上的细分，比如选取

检索项“类型”，即可进一步在“等级类型”、“使用

类型”、“结构类型”等次级的检索项中进行选择。 
完成检索项的选取后，用户可输入任意检索词，

或选择系统预设检索词进行输入。例如，使用检索项

“年代”，系统预设有“清早期”、“清中期”、“清末

期”等符合建筑史时间划分规则的选项；使用检索项

“类型-结构类型-围护构件”，系统会列举“窗”、“隔

墙”、“门”等专业检索词以供用户选择。 
输入“年代（清早期）-位置（安化县）-类型/

使用类型 （ 宗教建筑 ） -类型 /结构类 型 /围 护构件

（窗）”，则可获取全部安化县建于清中期宗教建筑的

窗户模型，图层模型库检索工具的使用流程见图 4。 
 

 
 

图 4  图层模型库检索工具的使用流程 
Fig.4 Flow charts of the retriever of the digital model database 

 
 

3.2  图层模型的使用 

用户获取的建筑模型不仅可供用户使用“旋转”、

“缩放”等常规的查看操作，而且能为用户读取、展

示各个图层及其“背景信息词条”。建筑内涵信息词

条库（物态、行为、心态 3 类）亦为各个图层匹配建

筑内涵信息词条链接，用户可链接查看词条的详细内

容。图层模型的使用过程主要有 3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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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浏览某建筑模型当前图层“图层（柱网）”，

读取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中与之连接配备的词条如 
“建筑的开间”、“建筑的进深”、“步架”等物态信息

类词条，“布列柱网规程”、“墨线及其用法”等行为

信息类词条，涉及柱网的“观念哲思”、“等级制度”

等心态信息类词条。 
2）进一步浏览“图层（柱网）”下属图层之一

“图层（角柱）”，读取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中与之

连接配备的词条，如“该类角柱的细部构造”、“圆

形木柱的收分”等物态信息类词条；“与柱础的榫接 
 

工艺”、“包镶木柱工艺”等行为信息类词条；“角柱

相关的民俗传说”、“角柱相关的建造仪式”等心态

信息类词条。 
3）再继续进入到“图层（角柱）”的低阶图层“图

层（角柱柱础）”，读取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中与之连

接配备的词条，如关于该种角柱柱础的“纹饰”、“材

质”等物态信息类词条；关于该类柱础的“制作工艺”、

涉及的“制作工具”等行为信息类词条；涉及该种柱

础的“风俗”、“仪式”等心态信息类词条。图层模型

的主要页面示意图见图 5。 

 
 

图 5  图层模型的主要页面示意图 
Fig.5 Main sketch pages of digital model consisted of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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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的使用 

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的入口为用户提供 “建筑

内涵信息词条库检索工具”。3 个建筑内涵信息词条

库的检索工具按照各自的特征进行设计。物态信息词

条库提供色彩、花纹、形制等检索项；行为信息词条

库提供工艺、使用、流程等检索项；心态信息词条库

提供宗教、哲学、传说等检索项。用户选定检索项后，

输入检索词能获取目标建筑内涵信息词条。 
在展示用户检索获取的词条时，考虑 3 类信息间

存在浏览的连续性，各建筑内涵信息词条库之间亦相

互连通。例如，使用物态信息词条库的检索工具，输

入检索项“纹样”，获取词条“纹样 A”，即可读取“纹

样 A”的色彩、构图、题材等物态信息，而且词条下

方会提供来自行为信息词条库中涉及此类花纹的绘

制方法、绘制工具等行为信息词条链接，以及来自心

态信息词条库中涉及此类花纹的宗教意涵、人文传说

等心态信息词条链接。 

3.4  其他应用情景 

上述内容主要介绍在数字资源库中获取信息的

应用情景。除了获取、浏览信息之外，用户也能使用

下载、分享信息等功能 [7-8]。 

4  结语 

从建筑学和设计学的角度来看，对数字化的传统

建筑信息进行分类和展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9-10]。本

文集中探讨以图层模型为特征的传统建筑数字资源

库框架及模块设计的策略方法，重点介绍图层模型在

建筑信息分类和展示中的作用，并从用户的角度描述

数字资源库的使用情景，以展现该数字资源库的设计

特征。实践表明，以图层模型为特征的传统建筑数字

资源库可实现对传统建筑信息专业有序的储存，生动

形象的展示，清晰便利的管理。这能为古建筑修复和

建筑设计提供翔实可靠的数据保障；为学术研究和文

化产业提供充足、专业的知识储备；为科学普及和人

文教化提供直观便利的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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