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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融合
——以普者黑湿地宣教中心升级改造为例

狄英梅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智能化设计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在建筑设计领域，智能化设计的融合已经

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普者黑湿地宣教中心升级改造项目旨在通过融合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提升建筑的功能性、舒适性和可持续性，

满足当代人们对于建筑环境的新需求，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鉴于此，本文结合和具体项目，针对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融合路

径展开详细分析，通过提升普者黑湿地宣教中心的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其在湿地旅游业中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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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工程建设项目在探

索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融合路径的过程中，利用触摸屏、投影

等技术，设置互动展示区，游客可以通过触摸屏幕了解湿地生态

知识，观看湿地生态视频，增强宣教内容的趣味性和互动性；通

过无线定位技术，实现游客在宣教中心的精准定位，提供个性化

的导览服务。游客可以通过手机或专用设备接收导览信息，了解

各展区的主题和内容，自由规划参观路线；在室内设计中，大量

采用环保、可持续的材料，体现宣教中心对湿地生态保护的承诺，

通过巧妙的空间布局和色彩搭配，营造出自然、和谐的室内环境；

根据宣教中心的功能需求，将室内空间划分为展示区、互动区、

休息区等多个区域，确保游客在参观过程中能够流畅地获取信息

和休息；在室内设计中融入湿地文化和地方特色元素，如通过壁画、

雕塑等形式展示湿地生态系统的独特魅力，使游客在欣赏美景的

同时，也能感受到湿地文化的厚重底蕴。

一、项目概况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日益提高，智能

化设计已成为现代室内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者黑湿地宣教

中心作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示范点，其室内空间的升

级改造不仅要满足基本的宣教功能，更要通过智能化设计的融入，

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互动性，使宣教内容更加生动、直观。本项目

旨在通过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的深度融合，对普者黑湿地宣教中

心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引入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打造具有科技感、

互动性强的宣教空间，使游客在参观过程中能够深入了解湿地生态

系统的价值，增强保护湿地的意识，同时，通过室内设计的优化，

营造舒适、宜人的环境氛围，提升宣教中心的整体形象。

二、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融合路径

（一）需求分析与功能定位

针对使用者需求，需深入了解普者黑湿地公园的游客群体特

点、游览需求以及服务期望，以此为基础确定设计的功能定位，

通过实地调研和用户访谈，了解游客对于湿地公园室内环境的期

待和需求，例如是否需要导览服务、互动体验等，进而确定室内

设计的主要功能。导览机器人为例，可通过识别游客位置、提供

路线导航、解说景点等功能，满足游客对于湿地环境的探索和了

解需求。

针对环境特性，需对普者黑湿地公园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生态环境等进行全面分析，以此为依据确定智能化设计和室内设

计的技术支持和适应性。例如，针对湿地环境的潮湿、多雨等特点，

需要选择防水防潮、耐腐蚀的材料，确保设备和装置长期稳定运行，

结合智能化技术，通过智能调控系统实现对室内温湿度、空气质

量等参数的监测和调节，提升游客的舒适度和体验感。

（二）智能交互体验设计

利用智能交互技术，设计个性化的导览服务，根据游客的兴

趣、年龄、偏好等信息，为其量身定制游览路线和内容。通过手

机 App 或触摸屏等设备，游客可以输入自己的兴趣点、时间等信

息，系统会根据这些数据提供相应的导览推荐，指引游客游览湿

地公园，寻找特定目标，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智能交互体验设计

还可以结合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对游客的个性化服务。

在室内设计中融入互动体验设施，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互动体

验。还可以设置智能互动展示柜、触摸屏互动展示等设施，让游

客自主选择浏览内容，并提供相关信息查询、互动游戏等功能，

提升游客在湿地公园的参与度和愉悦感。

（三）数据可视化与信息展示

通过在室内设置大屏幕或交互式显示设备，将湿地公园内的环

境监测数据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给游客，这些数据包括空气质量、

水质情况、气象信息等，通过图表、地图、动态模拟等形式呈现。

例如，使用实时数据生成的动态气象地图，展示当前湿地公园内的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信息，让游客一目了然地了解到湿地内的

环境状况（表 1）。可以结合传感器技术，实现对湿地内各项指标

的实时监测和数据采集，为数据可视化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支持。

表 1 湿地公园环境实时监测情况

时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m/s）
PM2.5

（μg/m3）

08：

00
22 75 东北风 2.5 15

10：

00
25 68 东北风 3.2 12

12：

00
28 60 东风 4.0 8

14：

00
31 55 东南风 4.5 6

16：

00
29 58 南风 3.8 10

18：

00
26 65 西南风 2.8 14

20：

00
23 72 西风 2.2 18

在室内设计中融入互动式信息展示设施，让游客能够更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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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地获取到与湿地相关的信息。例如，设置触摸屏幕或智能语音

导览系统，为游客提供湿地公园的介绍、景点信息、生物种类等

内容，并实现与游客的互动。游客可以通过触摸屏幕或语音交互，

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浏览，获取所需信息，也可以结合增强现

实（AR）技术，将虚拟信息与实际场景结合，为游客呈现更加生动、

立体的信息展示体验，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受。

（四）个性化定制服务

通过智能化设计，为室内空间配备个性化定制的交互设备，

如触摸屏导览设备、语音导览系统等，这些设备可以根据用户的

偏好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信息，为游客提供更加智能、便

捷的导览体验。同时，还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实现对游客行为的

实时监测和分析，了解游客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为他们提供

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服务。利用智能化技术，实现对室内环境的

个性化定制和调节，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偏好，通过传感器和

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线等环境参数，

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偏好进行智能调节和优化。例如，针对不同

用户群体的舒适度需求，实现室内温度、湿度等参数的个性化调节，

提供定制化的舒适环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活动习惯，自

动调节室内照明、音乐等环境元素，为用户营造个性化的体验氛围。

（五）文化元素与智能化设计的融合

将当地的文化元素数字化并融入智能化设计中，实现文化传

承与智能互动的结合。例如，在公园内设置智能展示屏或投影设

备，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当地的历史、传说、民俗等文化元素进行

数字化呈现，游客可以通过触摸屏、声控设备或移动 APP 等方式

与这些展示进行互动，了解当地的文化故事、风土人情等信息，

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游客的个性化推荐和互动体验，

根据游客的兴趣爱好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文化体验和旅游服务。

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智能化技术，设计开发一系列智能化文化

体验设施，为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体验和互动方式。这些智能化

文化体验设施可以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游客打造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地的文化魅力，还

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的反馈和行为数据，不断优化和升级智

能化文化体验设施，提升其吸引力和竞争力。

三、项目效果

在云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工程建设项目中，

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的深度融合不仅显著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

更推动了保护管理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湿地资源保护能力，最终

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如表 2 所示。

表 2 云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工程建设项目融合

设计前后效益对比

效益类型
融合设计前

数据

融合设计后

数据

提升 / 改

善百分比

生态效

益

湿地植被覆盖率 65% 82% +26%

水质改善程度
达到国家三

类水质标准

达到国家一

类水质标准
提升两级

生态功能恢复面积 40 公顷 100 公顷 +150%

社会效

益

湿地科普教育参与

人数

年均 8000

人次

年均 25000

人次
+212.5%

游客满意度 80% 95% +18.75%

经济效

益

湿地公园年旅游收

入
300 万元 700 万元 +133.33%

周边地区经济贡献
年均增长

10%

年均增长

30%
+200%

保护管

理水平

智能监测点数量 5 个 20 个 +300%

巡护效率提升率 10% 45% +350%

基础设

施条件

智能化升级设施数量 50 个 200 个 +300%

道路桥梁改善里程 2km 10km +400%

湿地资

源保护

能力

湿地破坏行为发现率 70% 99% +41.43%

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 0.1 0.2 +100%

通过引入智能化系统，公园内的道路、桥梁、标识等设施得

到了全面升级，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也提高了公园的管理效率。

借助智能监测设备，公园管理人员能够实时掌握湿地生态系统的

变化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对湿地保护数据

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了保护管

理的效率和精度，提升了湿地公园的管理水平。通过智能化的监

测和预警系统，公园能够及时发现并应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行

为，有效保护湿地资源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室内设计中融入的环

保理念和教育元素，使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更加关注湿地生态保护

的重要性，增强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在生态效益方面，湿地公

园的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恢复，湿地植被覆盖率增加，生

物多样性得到提升；在社会效益方面，湿地公园成为公众了解湿

地生态、参与湿地保护的重要平台，提高了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

在经济效益方面，湿地公园的升级改造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结束语

本研究旨在探索智能化设计与室内设计在建筑改造中的融合

应用，通过对普者黑湿地宣教中心的升级改造项目进行深入分析，

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湿地生态环境的智能化设计和室内设计策略，

为类似建筑改造项目提供经验借鉴。研究结果可以丰富智能化设

计与室内设计融合的理论体系，推动建筑设计领域的发展和创新。

通过提升普者黑湿地宣教中心的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其在湿

地旅游业中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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