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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良渚文化产品个性化定制的人机共创设计研究

潘智妮，于家蓓，朱伟明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当前数字化经济新业态中，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个性化定制需求正在逐步释放。同时良渚文明的申遗成功，标志着其亟

待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变，但良渚文创产业尚未完全发挥文化潜力，通过融合AIGC技术构建文创个性化定制系统有

助于良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良渚文创产品个性化定制为研究载体，探讨数智化技术嵌入个性化定制系统的设计方法，通

过相关调研与案例分析，明确系统功能要求、总体组成架构、开发流程及其关键技术手段。提出数智背景下的“8”字形双螺旋

创新设计链路，耦合文化语境、人工智能语境与人机协同语境，促使文创个性化定制向更精确、多元和高效的方向迈进，为文旅

产业协同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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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format of the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consumers' demand for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gradually being released. Meanwhile,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Liangzhu

Civilization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tatus indicates that it urgently needs furthe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Liangzhu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has not fully exploited its cultural

potential. Combining AIGC technology to build a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system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angzhu culture. With the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of

Liangzhu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carri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method of embedd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o the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system. Through relevant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it clarifie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verall composition 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key technical

means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8"- shaped double helix innovative design cha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oupl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ext, and the human-

computer collaboration context, to promote the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wards a

more precise, diverse, and efficient direct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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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璀璨瑰宝，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滋养了民族精

神，也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创意灵感。然而，当前良渚文创

产品市场缺乏创新，多停留于文物简单仿制层面，难以契

合现代审美需求。在文旅融合背景与新质生产力驱动

下，亟需探索良渚文化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的有效

途径，打破考古文化的刻板印象，为文创产品设计注入新

活力。在定制过程中，需整合文化元素、设计资源、生产

技术等多元要素，但当前整合机制尚不完善，限制了文创

产品定制的规模化、系统化推广。面对这些挑战，文创个

性化定制领域必须持续探索与创新，寻找更为有效的资

源整合方式，打造传统文创和人机协同的融合渠道，从人

工智能角度进行更精准的知识转换及设计表达，提升设

计美感与当代个性化需求的契合度，以期在数字化时代

焕发良渚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实现个性化定制与文化传

承的和谐共生，同时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交

融与共同繁荣。

一、良渚文化元素研究现状

（一）良渚文化历史背景

良渚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

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距今约 5300至 4300年，属于新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依托考古工作的积累，从良渚遗址

从被发现到群聚落的确认，再到水利系统的揭露及总体

格局的认识，是慢慢积淀深入的过程[1]。凭借天然的地理

优势，稻作农业极为发达，在生产协作不断发展的情况

下，先民对灌溉设施和大型水利工程等的建设满足了当

时防御水旱灾害与合理用水、灌溉的需求。良渚古城作

为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古城内宫殿、祭坛等宗教建筑以

及手工作坊、居住区等生活设施都有明确的分区和严谨

的布局。这些建筑与设施不仅展示了良渚先民的智慧和

技艺，也反映了他们在宗教神权统治下的生活状态。

除农耕文明外，良渚遗址中所发掘的礼祭仪式与器具

也深刻揭示了先民的神权意识与宗教信仰。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良渚文化不仅代表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

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源泉，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

化遗产。其艺术价值也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

感和素材，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通过加强对良

渚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更深入地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

内涵，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建设、道德建设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滋养。

（二）形神具备——良渚文化代表元素

从现存出土的玉、石、陶器与丝织品等文物的研究上

大多聚焦于器物形制、材料、色彩、纹样等符号特征展开

研究。其中，玉琮作为良渚玉器中的典型代表，其造型特

点为方柱体，中有通天孔，外方内圆，呈现浅黄沁色，白中

透黄细腻古雅，为良渚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层次。其

次，黑皮陶也是良渚陶器中最有特色的品类，与玉器一同

作为礼器和随葬品，反映良渚文明的丧葬习俗。在纹饰

和装饰方面，包括简单的刻符以及复杂具有象征意义的

图案，刻符被理解为先民对于客观事物在大脑中成像简

化后的映射符号，或是用来记录信息或表达意愿的原始

图文，在后续文字书写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良

渚文化玉器的整套纹饰系统则是反复强调人、兽、鸟的结

合与转化，其中神人纹和兽面纹占绝对比重，最著名的即

是神人兽面的组合，被称作“神徽”，也被认为是“维系良

渚社会稳定的唯一标识”[2]，它作为先民宗教信仰和图腾

崇拜的具象表达。

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除了有作为满足生存需求与社

会发展的技术与生产资料，以及墓葬制度、礼祭仪式等民

俗风貌，还有通过人的行为载体进行叙事显现的无形观

念与意识形态，但这些文化内涵都是依托于有形的物质

实存。玉琮、玉璧及神徽等特定元素，不仅作为神权的象

征，更深刻地映射出先民复杂的信仰体系。玉器、象牙器

等礼器表面普遍装饰着神人兽面纹及多样的鸟纹，这些

纹饰与日神崇拜紧密相关。如在以对称美感著称的旋目

形兽眼纹样中，其兽眼就运用了独特的形态凸显出强烈

的宗教与信仰色彩，被视为太阳崇拜意识在良渚文化中

的具象化表现。

（三）良渚文化元素转译与设计现状

自良渚遗迹成功申遗以来，良渚文化得到空前关注，

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各个领域的设计

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传播与营销学领域的学术探讨

中，深化了良渚 IP 的品牌化构建与社会传播。在产品设

计领域，通常以玉器的线条、纹样和陶器的色彩、形状等

特征符号作为设计因子，提出新的转译路径[3]，创作具有

实用功能以及独特文化韵味的产品。而时尚设计领域则

多以良渚纹样为载体，利用不同艺术流派风格为主要设

计手段，结合现代时尚元素进行活化设计，诠释现代感与

传统韵味并存的视觉图案[4-5]，或是以流行趋势为出发点

运用良渚美学作为构图导向进行创作。

随着文化与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文创产业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文创产品的设计研究大多聚焦于

符号的提取与转译，且市面上的文创产品大多数是由设

计工作者或团队完成后投入市场批量发售，而文创爱好

者对于文化的解读很少直接映射在产品设计上，由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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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为一种具有圈层社交属性的产品，亟待寻求个性化

定制服务以解决文创产品同质化问题，从而重塑消费体

验和满足具有文化内涵的多元产品需求。

二、个性化定制研究现状与分析

（一）个性化定制研究现状

“个性化定制”一词的概念最早提出是由于消费者不

满足于大规模标准化产品的生产状态，以及区别于市场

上已有款式和配置的差异化需求，这促使产品在设计上

除了实现基本使用功能之外还能达到感官层面上的美感

体验，并且具有专属独特性的服务将构成产品与用户之

间的情感连接。从品牌角度而言，随着消费者参与度的

提高，品牌方能对其需求和喜好得到更敏锐的了解，以维

系紧密的客户关系，培养良好的忠诚度、提升品牌价值和

溢价能力，帮助品牌做出更明智的生产决策，通过减少产

量和避免过度生产来保持企业利润。在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下，传统高端定制周期

长、成本高的问题逐渐暴露，高效率数字化个性定制开始

崭露头角。个性化定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学术

层面对其云端制造的核心原理、技术支撑、业务框架以及

运行模式都有深入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个性化定制的适

用条件都进行了相关性探讨[6]，同时在应用层面对新消费

模式下的定制流程和体系进行了提升了广泛的普及程度。

从产业链与营销视角切入，客户对于个性化产品具有

高满意度的心理反馈，个性化生产对可持续消费具有积

极影响，并且生产线数字化介入可以有效具体地调整客

户与生产商之间的匹配关系[7-8]，同时在数据驱动下个性

化和智能化的营销服务将对用户的需求识别得更加正向

和精确[9]。在工业互联网产业界，为了解决产品设计上下

游信息获取时效性问题与供需双方不平衡不对称现象，

家电、家装、服装、汽车等行业纷纷搭建大规模集成个性

化定制的平台或面向终端的应用程序，积极探索智造转

型的创新模式与路径，推动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其中个

性化柔性生产模式作为解决困境的代表性手段，利用模

块化设计数据库提升定制流程便捷性，在设计阶段吸引

用户参与，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变化以减少相关环节和生

产成本。然而，如何依据消费喜好与行为需求提高面向

终端的文创个性化定制接受度，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驱动对文旅产业赋能，仍然有待深入。

（二）个性化定制案例分析

1. 报喜鸟MTM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

MTM个性化定制快速反应系统是实现“产品多样化

和定制化”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以 2015 年正式转型

C2B全品类个性化定制的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为例，通过构建云翼智能平台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管理

优势，自主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制造转型发展[10]。如

图 1 所示，报喜鸟将原有工厂升级改造为 MTM 智能工

厂，对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整合客户信息数据，同时引进全渠道电子商务

平台与大数据精准营销的方式以提升个性化服务水平。

报喜鸟模块化数据资源库的差异化定制参数可以满足超

百万种设计组合。由此，顾客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利用网

络进入平台，通过输入面辅料、工艺、款式、纱线颜色等个

性化需求匹配个体信息数据生成订单，实时跟踪订单制

造进度与生产状况。报喜鸟的平台搭建与转型升级突破

了传统定制周期冗长、成本昂贵、时空限制等困境，更好

地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时尚化需求。同时，去

中心化且联合多领域跨界合作的平台打造，在格局上更

好地形成以“定制”为核心的共赢共生“大数据平台”生态

圈实现共赢共生。随着个性化定制的生产过程在服装产

业中相继展开，纺织产业更加期待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进一步融合。

在此案例中，报喜鸟利用云翼智能平台将传统制造流

程进行数字化转型，并开放平台数据库与第三方进行资

源置换与共享，赋能时尚产业构建互联协同机制。虽然

报喜鸟大数据平台的重心在于其智能工厂的生产系统与

面向大规模定制加工业务，但其运用于服装定制的模块

化设计系统架构与产品工艺数据系统架构，对文创产品

个性化定制系统具有可参考性。

2. 万事利AIGC实验室

随着生成式 AI 实现技术突破，图像生成技术在艺术

品生成、广告设计、游戏开发、机器人视觉和虚拟现实等

领域的实际产业应用能有效节省生产时间和人工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对于产业定制模块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1]。

DALL-E3、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等 AI 图像生成

工具愈发成熟，能够将输入的自然语言生成相对应的原

创图片，或将用户输入的草图或者简单线条转化为复杂

的具有艺术感的图像，并支持在已有的图片上做进一步

修改表达。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服装服饰中的应用也

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以第一个接入 OpenAI 的 DALL-

E3 API 服务的应用CALA为例，它为大型知名零售商、中

型时装公司和独立设计师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装服务平

台，可以将设计师的创意描述快速转化为设计草图、原型

和产品，并提供设计、生产、定价等全链条服务。此外，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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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提升了大数据处理效率和图像识别技术，辅助进行

时尚趋势预测与决策支持。浙江知衣科技以人工智能技

术为驱动，基于分布式数据采集技术，为服装企业和设计

师提供流行趋势预测、设计赋能、款式智能推荐等核心功

能。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显著降低了设计门槛，为个

性化定制者带来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以万事利 AIGC 实验室赋能供应链为例，如图 2 所

示，围绕产品、渠道、用户三方打造AI嵌入的数字化平台，

打通柔性供应链路，实现丝绸产业变革。自 2005 年起，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便敏锐地捕捉到丝绸

的礼品特质，在满足艺术性和实用性双重标准的基础上，

公司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出了定制服务。近年来，

万事利致力于深入挖掘、传承并弘扬中国悠久的丝绸文

化，以文化创意驱动新技术，将传统丝绸与文化创意、高

科技进行有机融合。2023 年打造了赋能行业设计师的

“AI 创意设计工作站”平台，通过对世界各地 600 多位顶

图1 报喜鸟云翼智能平台架构分析

图2 “万事利AIGC实验室”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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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艺术家的名画进行深度学习和解构，从 30 万+的海量

数据中读取美的规律。在底层算法逻辑中集成了 254 种

算法组成的 AI 算法矩阵，65 种 AI 图像算法工具，6 种生

产定制化模块。并且通过“喜马东方”小程序直接触达用

户，实时了解到市场的信息和用户的反馈，及时优化迭代

模型。同时在渠道方建立“AI 选品平台”，贯通选稿下单、

确认打样及直播上架的快捷链路，合作的渠道方可以根

据实际直播销售量向万事利总部发送下单的指令。万事

利依托数字化快反生产链，以AIGC创意美学应用为消费

者提供“一站式”定制体验[12]，这种定制化的服务也能给

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省的收益，颠覆传统

定制的中心化设计模式呈现去中心化扩散趋势，引领中

国丝绸纺织产业全面开启数智时代新篇章，开启丝绸高

端个性化定制新业态。

在此案例中，万事利 AIGC 实验室串联产品研发、市

场需求、渠道合作、终端消费等各个环节，应用AI技术，赋

能生产全链路的优化路径。与以往个性化定制企业不同

的是，它将设计能力AI 化，通过大模型及扩散模型训练的

资源加持后，用户可自主选取主题关键词，使AI 通过像素

格的概率论进行图形生成，将创作的方式从结构性变为

创造性，使设计研发过程更加顺畅、高效和便捷。同时，

AIGC作为一种高效且丰富的设计工具，为对文创定制领

域也带来更多的可能和产业机会。

3. 个性化案例对比分析

报喜鸟与万事利的实践案例，彰显数字化转型于文创

产业内蕴藏之巨力及其对人机共创研究领域的启迪价

值。如表 1所示，前者依托MTM大规模定制生产与云翼

智能平台，构建以定制为核心的大数据生态，整合客户信

息深化用户体验，促进产业链上下的协同创新，展现数字

化技术在提升产品个性化及市场响应速度方面的卓效。

后者则借由 AIGC 技术，将人工智能嵌入设计流程，实现

创意生成的高效性与个性化，以柔性化生产模式串联三

方渠道，并实现与供应链集成，同时依托数据平台挖掘有

效数字信息资源，持续进行模型的迭代。上述这两家企

业经由技术创新与模式革新，重塑价值创造路径，引领产

业前行新风尚，成为设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典范。

分析上述案例，首先证实了数字化技术与文化创意融

合可激发产业创新，开辟文创产品设计与生产新路径；其

次，实现从单一制造到个性化定制服务的跃迁，为探索新

型生产关系与价值网络提供实证；最后，人工智能技术赋

能打破设计与生产界限，推动文创产业走向开放、智能、

协作的发展模式，为行业转型提供参考价值。

（三）基于数智背景下良渚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模式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产业协同与价值共创的主体性地

位得到强化，人机协同中机器功能的重心从体力转向脑

力[13]。传统线性文创设计模式已无法满足多重语境下的

文化阐述与输出功能，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解决单一

问题的深度学习方法与工业化小模型生产工具逐步走向

成熟[14]，人工智能以极高的知识密度与技术含量开始代替

人类从事艺术生产活动。但在文创个性化定制范畴中，

如何实现以“科技兴”哺育“产业强”的正向产业生态循

环，目前还没有完善的链路。因此，本文运用“8”字形双

螺旋设计链路，如图 3所示，以产品定制系统的设计与产

品表现为核心，聚焦用户个性化需求与心智共创体验，串

联文化语境、人工智能语境与人机协同语境，在设计链路

中保证产品的最终呈现与消费者需求紧密联系，同时以

技术发展趋势与用户反馈数据及时调整和迭代AI 设计工

具，使文创产品实现美育价值从而反哺文化文明的传播。

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链路基于文化语境，从提取文化

元素因子出发，进行归纳分类后使文化元素可视化、图像

化，继而转化为艺术元素使其具有可设计性。当文化元

素演绎成多主题设计元素后，提炼关键主题设计要素，作

为模型的输入进行微调训练。同时面向终端的定制系统

的构建中需明确基础配置和动线流程的规划，在客户服

务层嵌入AIGC技术，通过设定条件限制由人工智能洞悉

人的需求，并在机器的推理和决策后实现数字内容的编

辑与创作，建立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交互，以提升

模块化产品数据库的完备性，促进人机协同的价值共创，

并以用户反馈形成闭环，使模型逐渐成为日益完善的设

计工具。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将释放更大的生产力进

行文化溯源，持续探索中国文化美学体系以拓宽设计思

维，并整合现有设计方式，以现代理念思考如何以文创产

品为载体实现文化的当代化转换与融合，使文化不断拓

宽传播渠道与传承发展形式。

三、良渚文创AI个性化定制小程序设计

围绕快捷化、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消费场景需

求，传统文创产品定制亟待寻求智能化转型。AI 技术从

语音控制和面部识别等单点技术应用，转向融合视觉、语

音和语义的多模态人机交互技术，使推荐系统逐渐从追

求推荐的准确度转向关注用户需求及用户体验维度[15-16]。

文创定制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购买决策，近五成

普通文创产品的消费人群分布在轻价格敏感带，因此小

程序的应用则扩大了文创定制的消费群体，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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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化能力应用于整个产品设计研发环节，使品牌方

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同时改变文创产品的设计范式，提

供新的设计方法与模式，以重塑文化创意产业与文旅大

融合新业态。

相较于网页定制平台与终端购物软件，微信小程序无

需下载占用内存的同时又可以获得较为完整的功能[17]，其

网络通信框架的核心又能确保视图与逻辑层的数据同

步，保障系统的实时响应[18]，使用户更容易获得良好的体

验。基于互联网的便利性，并依托于微信庞大的用户基

础和强大的社交功能，交互式文创产品定制小程序具有

微信集成、交互式设计、智能推荐、社交分享、数据整合、

个性化定制、便捷购物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成为一种具

有潜力的新型文创定制方式。

现有文创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以大规模生产为主，具

体流程为设计师与博物馆等需求方沟通后完成图样设

计，其中，真正的文创受众并没有在此过程中进行交互，

描述自身需求。由此将训练过的模型以 AIGC 能力代替

专业设计师脑力行为，通过算法在短时间内生成多款图

样以供用户挑选，解决传统文创个性化定制设计开发环

节大量时间与人力成本投入的困境，并且将 AI 生成图样

纳入数据库形成数字资产，完成模型设计知识资源库的

增量。与传统定制相比，AI 嵌入文创产品定制小程序具

有更高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能够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满足个性化需求、提高设计效率。

（一）小程序业务流程动线规划设计

业务流程动线即客户端消费流程，随着消费模式的演

进与技术的前沿发展，用户对整个终端消费动线有了更

深层次的需求，动线设计将与UI界面设计相结合，使用户

在使用时可以准确获取界面信息、提高认知效果与任务

完成效率。如图 4所示，以打开小程序作为起始行为，用

户浏览首页选择进入定制页面；基于微信账号信息绑定

接口，引导用户确认隐私与服务协议授权；进入定制选

项，可选择AI 模块化生成选项，通过算法即刻生成，或选

择高级设计师一对一服务，设计师根据用户语义、特定图

像需求进行定制；在定制生成界面可根据图样选择“满

意”或“不满意”选项，“不满意”可退回到定制选项进行新

一轮的AI 设计，人工定制则进行新一轮的需求沟通；如若

对生成的定制图样“满意”，用户即可选择进入“即刻购

买”或加入“购物车”；在进行购买行为时，需确认购买信

息并支付结算；订单是否生成，以支付结算是否成功作为

依据，支付结算成功则生成订单，结束定制消费行为。

（二）良渚文创定制要素

为了提高程序应用的科学性，需要在用户评论与产品

具体属性之间建立强关联，来提高所获潜在需求信息的

针对性，而良渚文创产品定制设计是一种结合传统与现

代、艺术与实用的设计领域，利用层级结构树模型可有效

量化文创产品用户满意度，并分析潜在需求[19]。如图 5所

示，本文以良渚文化元素为载体，通过三个阶段实现良渚

文创个性化定制要素关键词抓取。首先在第一阶段确定

目标产品进行样本搜集与处理，运用符号分析法与实地

图3 数智背景下文创产品创新设计“8”字形双螺旋转化链路图

表1 报喜鸟与万事利个性化定制模式对比分析表

个性化定制模式案例分析

报喜鸟

万事利

MTM大规模定

制生产模式

AI嵌入数字化

平台

私享个性化定制服务

定制流程数字化管理

客户信息数据整合

模块化数据库架构

打通三方供应链路

智能柔性化生产模式

设计能力AI化

算法与训练下的款式快速生成

基于数据挖掘的模型持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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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法提取客观设计要素；第二阶段将设计要素转化为

词条并进行多元拓展，由于个性化定制需同时兼顾客户

的主观需求与产品设计的客观制约，因此该阶段将对文

创产品个性化定制要素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主客观因素

分析，生成指标嵌入拓展的词条并完成筛选；第三阶段选

择容器进行数据挖掘，继而处理与分析所得数据。

通过对搜索引擎、私域社交媒介、内容社区、直播、短

视频等平台在 2018 年至 2024 年 3月间，基于“文创个性

化定制”和“良渚文化元素”的词条拓展关键词数据进行

提取，分析消费者对于良渚文创个性化定制要素的需求

权重，有利于后续产品在设计中建立统一的气质风格，同

时有助于提升良渚文化的辨识度和认同感。由平台词条

拓展可得出良渚文创产品定制的受众既寻求与传统文化

的情感连接，也追求实用与美观并重。在审美情绪价值

上常伴随“价值认同”“情感共鸣”“社交”等词条，图案构

成上有独花纹样、四方连续、二方连续等方式，风格上则

以简约优雅、传统中式、欧式古典等居多。题材上仍然聚

焦于提取良渚的核心文化特征，如具象的纹饰元素与造

型元素和相对抽象的风土人情、礼制表征、神权叙事等精

神层面的元素，所收集的数据显示，大多数用户对于良渚

文化元素在产品上的设计运用认知还停留在具象显性特

征上。为了提高真实消费场景中的用户接受度，如图6所

示，通过层次树模型分析法，对所挖掘的关键词进行量化

与归纳并提炼主题，基于每个主题下的关键词数量修剪

覆盖率较低的分支与关键词。最终，在定制模块中将“兽

面纹”“神鸟纹”“人字纹”“太阳纹”“卷云纹”“漩涡纹”作

为设计要素的数据库标签，依据模型的自主学习能力，系

统在后续的交互反馈中会持续扩充标签。由于文创定制

的色彩适应面较广，所以在色系模块将全色相纳入定制

要素中，在人群选项上加入角色标签，并在自定义模块中

支持部分客户的身份标识需求或个性化需求。将产品类

型模块不再精确到某一品类，扩充到办公文具类、服装首

饰类、陈设摆件类、家具生活类等，提升生成模型的多模

态化涌现能力以及产品生成的泛化性和通用性。

（三）AI定制生成小程序系统架构设计

在数字化个性定制流程中，根据文创设计相关范式与

市场需求，在AIGC技术算法能力中嵌入人群角色、风格、

题材、色系、自定义标识等元素来微调模型，以更好地实

现客户场景使用与个人风格偏好的定制需求。如图 7所

示，用户首先从“网络与应用层”选择端口打开小程序进

入定制选项界面，在此环节向用户呈现“在线设计师”与

“AI 设计师”两个选项，用户可根据需求自主选择，如若选

择“在线设计师”选项则进入询盘，基于客户的语义描述

与特定图像需求进行一对一设计，本系统设计重心在于

图4 小程序业务流程动线规划

图5 良渚文创定制要素数据挖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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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交互的构建，并且人工定制成本相对较高，在本系统设

计中作为辅助服务功能出现，因此人工绘制环节不多做

赘述。如若选择“AI 设计师”，在“技术功能层”可在数据

库中根据需求选取关键词，系统进行组合算法后实现定

制项目，在“视觉与交互层”呈现效果图并查询结果，依据

查询的结果可选择返回“技术功能层”重新进行定制或返

回“网络与应用层”发起下单请求并进行消费，“视觉与交

互层”同时展示订单信息、支付状态与物流信息，支付成

功后将在“技术功能层”生成数字资产，通过技术加成，以

实时性和互动性的强感官体验形成市场吸引力。

（四）小程序UI界面设计

以用户体验感为设计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

原则，系统界面需考虑用户的某些认知程度、审美感知和

行为逻辑等相关要素来进行规划和设计，同时应重点考

虑在交互过程中的易用性特点。本文在小程序UI 界面设

计上遵循了统一和谐的配色原则，并在应用的功能模块

上进行了明确划分。小程序界面架构布局完善后，应用

软件完成小程序UI 设计，在多轮调整下效果图如图 8所

示。一级目录架构页面包括“首页”“定制”“购物车”“我

的”，二级架构提供“AI 设计”与“高级定制”选项以供用户

图6 良渚文创个性化定制要素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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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三级架构满足定制需求的设计内容以呈现最终交

互结果；为完成丝绸定制应用的基本路径，界面设计上还

涵盖了订单查看、支付结算、物流信息、数字资产等功能

内容。

四、结语

为使定制的开发成本与实用功能之间实现平衡关系，

本文构建了一种面向良渚文创个性化定制的交互系统，

系统嵌入 AIGC 技术能力与相关算法以精准提升用户体

图7 小程序系统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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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将文创产业与新兴智能技术进一步融合。为了顺应

线上终端交互式消费趋势，弥补传统文创定制设计的局

限性，在现有小程序设计研究的基础上规划了业务流程

动线，通过数据挖掘提取良渚文创设计要素建立模块化

数据库，以提高产品生成样式与用户偏好之间的匹配程

度，从而增加推荐的准确性；系统架构设计上，设定了基

于“网络与应用层”“技术功能层”“视觉与交互层”的系统

运行模式，并完成界面设计。该研究为个性化定制系统

开发的企业提供了一种研发成本较低且易于推广的系统

设计方法，也为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与产业协同提供

新思路，有助于推动个性化定制新业态的发展。然而本

项目系统链路设计未考虑制造环节和模型制作算力成

本，且人工智能个性化定制正处于发展阶段，市场所包容

的产品成熟度仍有待提高，在后续人机共创理论研究中

生成机制的艺术创作话语权与生产活动中的人机关系也

有待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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