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 
第 6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3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数 字 化 技 术 赋 能 文 旅 小 镇 建 筑 设 计 的 创 新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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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文旅小镇的建筑设计，从规划、施工到运营管理，BIM、GIS、

VR/AR、AI 和 IoT 等技术的结合使建筑设计更加精准高效，提高游客体验，同时推动建筑的可持续

发展。本文以温泉度假小镇为例，探讨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实践，并分析其带来的

挑战与应对策略，为智慧文旅建筑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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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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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towns.From planning，construction to operation management，the combination of BIM，GIS，VR / AR，

AI and IoT technologies makes architectural design more accurate and efficient，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tourists，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s.Taking the hot spring resort tow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buildings，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brought by the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ultural touris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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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文旅小镇成为城市升级和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使得建筑规划和运营

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通过 BIM 优化空间布局，GIS

提升选址科学性，VR/AR 增强游客互动体验，AI 和 IoT 则助力

建筑智能化管理。本文基于温泉度假小镇的建设案例，分析数

字化技术在文旅建筑中的实践应用，并探讨如何在技术、资金、

文化保护等方面平衡创新与传统，推动文旅小镇的高质量发

展。 

2 数字化技术在文旅小镇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2.1BIM 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 

建筑信息模型（BIM）是提升文旅小镇建筑全生命周期管

理的重要工具。在设计阶段，BIM 能够实现建筑的三维可视化，

提高多专业协同效率，减少设计冲突
[1]
。施工阶段，BIM 可用

于精细化施工管理，模拟建造过程，优化工艺流程，提升施工

精度，减少材料浪费。文旅小镇建筑往往涉及复杂的空间布局

和多样化功能，BIM 的应用不仅能提升设计精度，还能增强建

筑的可管理性，助力智慧文旅小镇的建设
[2]
。 

2.2GIS 在文旅小镇空间规划中的作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文旅小镇的空间规划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通过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可以精准评估地形地貌、

水文气候、生态环境等自然要素，为建筑选址和整体规划提供

科学依据。GIS 还能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优化景观布局，使建

筑群体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有机融合
[3]
。文旅小镇的规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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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建筑布局的合理性，更涉及文化场景的营造，而 GIS 的

精准分析能力，使得这种规划更加高效且符合可持续发展要

求。 

2.3VR/AR 赋能沉浸式体验设计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文旅小镇的建筑

设计和游客体验带来了新的可能。在设计阶段，VR 技术可以帮

助设计师和投资方身临其境地体验建筑空间，实现动态调整和

优化，减少传统二维图纸的理解偏差。在游客体验方面，AR

技术可通过智能终端增强现实信息，文旅小镇的核心在于文化

与体验的结合，VR/AR 的应用能够大幅提升游客的沉浸感，使

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体验的载体。 

2.4AI 在智能化设计与运维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AI）技术的引入正在重塑文旅小镇的建筑设计

方式。通过深度学习和生成式设计算法，AI 能够快速分析大量

建筑数据，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建筑设计的效率和质量。例如，

AI 可以基于游客流量预测模型，优化建筑功能分区，使景观、

商业与文化空间的融合更加自然
[4]
。此外，在建筑运维阶段，

AI 结合智能传感系统，对能耗、设备运行状况和游客行为进行

实时分析，精准调控暖通空调、照明等系统，实现节能降耗和

智慧运维。AI 还可用于游客体验优化，通过行为分析和数据挖

掘，为不同人群提供个性化游览路线，提升整体满意度。 

2.5IoT 与智能感知技术提升建筑环境质量 

物联网（IoT）技术为文旅小镇的建筑设计和运营提供了

更精细化的感知和控制手段。通过分布式智能传感器，建筑可

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温湿度、噪音水平等环境数据，并依据

反馈调整室内外微气候，营造更加舒适的游览环境。例如，在

景观建筑和公共空间中，智能照明系统可根据人流密度和时间

自动调节亮度，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视觉体验。此外，IoT 技

术的应用还能提升游客交互体验，智能导览设备可根据游客位

置和兴趣点，提供个性化的游览建议，让建筑不仅是空间承载

体，更成为智慧服务平台。 

3 数字化技术驱动的创新建筑实践案例 

3.1 案例概况 

温泉城项目作为中国首例奇幻温泉度假聚落，融合了生态

康养、文化体验和现代旅游模式。该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依托丰

富的温泉资源和山水景观，旨在打造集温泉度假、农业观光、

生态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建筑群（如图 1）。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高质量运营，项目引入了 BIM（建筑信息模型）、GIS

（地理信息系统）、AI（人工智能）分析和 IoT（物联网）监

测技术，全面提升建筑设计、施工、运营和管理效率，使项目

在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间取得平衡，同时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升

级，成为文旅发展的新标杆。 

 

图 1  项目鸟瞰图（图片来源：《策划人》2020 年 9 月 05 期） 

3.2 案例实施措施 

在项目规划阶段，BIM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全生命周期

管理，优化酒店、温泉区、客房区等建筑模块的空间布局。BIM

模拟分析地形数据，针对地势起伏较大的西部区域，通过高度

模拟优化建筑台阶布局，实现最小化土地破坏。同时，BIM 结

合施工模拟，提高建筑结构施工精度，例如在温泉泡池区域，

BIM 提前检测管网布设问题，避免后期维护成本增加。在建筑

运营管理中，项目广泛应用 AI 分析和 IoT 智能监测，提升建

筑节能效率和游客体验。例如，在酒店客房区，智能温控系统

基于 AI 预测算法，结合气象数据自动调节房间温度，减少不

必要的能源消耗。据项目施工报告统计，该系统使酒店能源消

耗降低约 15%。 

此外，IoT 传感器分布于温泉区域和客房区，实时监测空

气湿度、温泉水质及游客流动情况，确保水温恒定、空气质量

达标。游客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查看实时温泉开放情况，并获

得个性化的泡池推荐，提升用户体验。 

在 空 间 体 验 优 化 方 面 ， 项 目 采 用 数 字 孪 生 技 术

（DigitalTwin）建立全景互动模型，结合 VR/AR（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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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提升游客沉浸感。例如，在温泉公区，游客可通过

AR 眼镜或手机 APP 查看温泉的地质成因、矿物成分及康养作

用，实现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3.3 案例实施效果 

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全面应用，温泉城在建筑效率、生态保

护、游客体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在建筑施工方面，BIM 优化施工流程，使材料浪费

减少约 12%，建筑能耗降低约 20%，有效提升了资源利用率。

其次，在水资源管理方面，GIS 数据分析使温泉水循环利用率

提升至 80%，减少了地下水抽取量，保障温泉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在运营管理方面，IoT 与 AI 智能系统提高了酒店管理效率，

减少人工维护成本约 30%，提升了游客的入住满意度。 

此外，数字孪生技术与 AR 体验的结合，使温泉文化的传

播更加直观，游客参与度提升了增加了场馆的二次消费能力。

整个项目的智能化管理模式提高了文旅项目的运营效率，同时

有效降低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

开发并行”。 

4 数字化技术赋能文旅小镇建筑设计的挑战与应对

策略 

4.1 技术融合与数据标准化问题 

在文旅小镇的数字化建设中，BIM、GIS、AI、IoT 等技术

的应用日益广泛，但由于各技术体系的数据标准、接口协议和

运行逻辑不同，导致技术整合存在较大挑战。此外，不同厂商

的 IoT 传感设备往往采用独立的数据协议，缺乏统一的标准，

导致在智能建筑管理中难以实现设备互联互通。 

为应对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

范。例如，在温泉小镇的建设中，可采用 BIM+GIS 融合方案，

通过 IFC 扩展插件实现数据格式转换，打通建筑信息模型与地

理空间数据的壁垒。此外，依托开放 API 技术，可在 IoT 平台

中建立数据共享接口，使温湿度监测、智能灯光控制、能耗管

理等系统能够无缝对接，提高建筑运行的智能化水平。 

4.2 资金与人才壁垒的应对策略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包括软硬件设备采

购、数据存储与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及运维管理等，

这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的文旅项目而言，是一项较大的挑战。 

为解决资金问题，可采用政府与企业联合投资（PPP 模式）、

文旅产业基金扶持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化文旅小镇

的建设。同时，在建筑设计阶段采用 BIM 优化方案，减少设计

变更，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建设成本。例如，在温泉酒店建筑

中，BIM 施工模拟可减少约 12%的材料浪费，有效降低预算。

对于运营阶段，可采用 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以订阅方式

获取云端智能管理系统，降低前期投入成本，提高小镇的长期

盈利能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需推动跨学科人才建设，通过高校合作、

企业培训、行业认证等方式，提高建筑师、规划师对数字化技

术的掌握程度。同时，鼓励复合型人才发展，引导建筑设计师

掌握智能建筑管理技术，使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更加顺畅。 

4.3 文化保护与数字化技术平衡的探索 

在文旅小镇的建筑设计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需要注重对

原有地域环境的保护与更新
[5]
，避免因过度技术化而破坏传统

文化韵味。例如，许多历史悠久的禅宗建筑讲究“留白”与“静

谧”，但如果在智能化过程中使用过多高科技元素（如大面积

LED 屏幕、全自动智能照明等），可能会影响原有的文化意境。 

为应对这一问题，可采用“隐性数字化”策略，即通过不

影响建筑外观的方式实现智能化管理。例如，在小镇的建设中，

采用智能灯光系统，在夜晚通过隐藏式照明装置提升环境氛

围，而非采用大面积 LED 屏幕，保持建筑的禅意美感。同时，

在禅佛中心等文化建筑区域，采用低功耗 IoT 设备，如利用竹

编结构内嵌温湿度传感器，实现建筑气候智能调控，而不会影

响外观的传统韵味。此外，可结合 AR/VR 技术，让游客通过手

机或智能眼镜探索建筑文化，而非在建筑内部增设过多数字化

显示屏，以此减少对传统建筑风貌的干扰。 

5.结论 

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使文旅小镇的建筑设计和运营模式发

生了根本性变革。BIM、GIS、AI、IoT 等技术不仅提升了建筑

的设计精度和施工效率，还在运营管理和游客体验优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然而，

技术标准化、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及文化保护仍是当前数字化

文旅建筑发展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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