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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行业最重要的发展是数字化建造新技术，从数控机床到3D
打印机、激光切割和各类机器人的使用。
新技术对施工工艺有了更大程度的控制，并保证其精确度，开创了一系列施工新法的先河。
这在中国，一个一度以手工业为主的国家中尤为明显，数字化建造技术正以前所未有之势使建设行业
发生巨大转型。
本书以中英双语的形式，表现数字化建造技术对当代建筑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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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坚信：数字技术的渐进发展对推进建筑领域的前进历程至关重
要。
当然，要用数字技术创造出这些复杂的极具当代性的项目，需要深入的设计研究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共
同努力。
 当然，优雅在关键进程中也会产生弊端：设计、生产中对技术的掌握未必会造就伟大的建筑。
在从事数字技术的教学丰几构调查中，我们发现：最先进的技术有时只会产生平庸甚至糟糕的设计作
品！
仅有某些项目会达到优雅的效果。
本工作室试图超越技术，尽力在各项目的形式中发现细微之处体现出的优雅特性。
 能将复杂美学元素融入其设计作品的建筑师们拥有若干对当今数字设计进程至关重要的共同点。
所有个性化设计师均在新兴的创新技术范畴内创作，他们抛弃了以往那些完全依赖科技标准的设计手
法。
每个作品均展现出系统思维逻辑，描绘了特定进程，揭示了正被创建的演算过程，以形成项目形态策
略。
相反，对技术的掌握赋予比形式创造更为复杂的关系——美学敏感性与高度发达的设计能力相结合时
才可能产生的状态。
 设计能力使建筑师们能将无数建筑创作情境融入数字演算过程，包括分区规划、建筑规范、组织、空
间、功能、交通、建造、装配和成本控制等，当然还不止这些。
在最为优雅的设计中，数字编程用于开发新的形式、发现相互关联的方案可能性，将所有设计和制作
意图纳入—个无缝模型。
最后，建筑师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协调它们的相互关系，使每个项目均能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
 对优雅的追求 建筑的优雅性始于对定制软件提供的数字技术的使用。
依赖脚本程序很少会造就优雅的项目，但反过来数字技术操控编码对优雅的产生却是不可缺少的。
掌握技术的过程具有内在驱动性，为在设计过程中产生优雅性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弗雷·奥托利用一项参数对他的一个地标项目进行拉伸结构研究，关注的是重力与材料弹性系数的关
系。
在集约使用材料的驱动下，他的研究采用模拟的计算方法，产生出富有特色的结果：例如，紧张曲线
或衍生表面的不断重演，在形式上产生更大的组织。
此类模拟方法无法产生两种形式生产的竞争性关系准则。
 由于建筑的多重复杂性难以概括为单一的外观标准，显然需要更紧密的—整套系统用以通过演算方法
生成建筑。
由于集成了更多的参数，就可能出现更多外观特性。
若干关联标准的存在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特点和形态家族；然而，此类现象只会随项目特定意图或目标
产生。
当采用多重标准时，外观设计被纳入所用技术范畴内，最终设计未必揭示创新过程，因此，无法从理
念和源于设计行为的最终形态中弄懂这—制作过程。
 设计行为最终并非通过单一美学判断，而是通过每个项目的多重约束条件和宏大的规划形成，需要通
过建筑师的协调来实现。
为了打造优雅工程，要求利用多层次设计智慧，轻松地将组织和空闻因素融为—体。
 从组织角度而言，项目的传统理念通过精确控制潜在用途而产生的可贱系被重新定义。
在该定义中，潜在用途可能会产生用户与空间持续互动的关系。
 空间配置和组织是与项目形态相关的。
内部组织逻辑是通过空间内运动的人体所形成的渐变关系确定的。
此外，该内在组织特性适应了场地限制条件和周围环境。
当内部组织被调整，并转而适应外部条件时，优雅目标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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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调一次，这要求对设计和美学的敏感，简单依赖技术只会造就平庸建筑。
 在学习和掌握技术的过程中，通过物体形态、空间和运动的精炼性、准确性以及精密性，可以形成良
好的方法融合与表述。
如此形威的项目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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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数字化建造》是2011年在同济大学举办的“数字未来”展览的成果，以中英双语的形式，表现
数字化建造技术对当代建筑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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