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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ing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technology to generate new puppet styles,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puppet production technology, complete the innovative 
production of China-fashion hand created cloth dolls, has become a new wa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cas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AIGC technology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ve production of 
cloth dolls in creative design, material selection, cutting and sewing,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services and marketing activities, it can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market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fashion cultu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AIGC technology in the 
innovative production of China-fashion handmade cloth dolls, analyze its specific role in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summarize practical experie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leva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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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助力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国韵文化符号的数字化重
塑与创新制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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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利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生成新颖布偶样式，结合传统布偶制作技
术，完成国潮手创布艺玩偶的创新制作，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新途径。通过案例分析发现，AIGC技术能够在创意设
计、材料选择、剪裁缝制等方面为布艺玩偶的创新制作提供有力支持；同时，通过个性化定制服务和市场推广活动的实施，
能够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并推动国潮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本文旨在探讨AIGC技术在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创新制作中的应
用与价值，分析其在设计、制作、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具体作用，并总结实践经验，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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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潮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文化的结合体，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布艺玩偶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受众基础。然而，传统布艺玩偶制作存在

设计周期长、生产效率低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市场的多样

化需求。AIGC 技术的出现，为布艺玩偶的创新制作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

2 AIGC 技术概述

2.1 AIGC 技术的发展历程
AIGC 技术起源于图灵的智能机器设想，经历了专家系

统、机器学习等阶段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理论的

突破和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兴起，AIGC 技术在图像生成、智

能写作、虚拟助手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文化创

意设计领域，AIGC 技术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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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IGC 技术的核心原理
AIGC 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具有数亿甚至数十亿参

数的深度学习模型，利用海量数据进行训练，使模型掌握特

定领域的知识、规律和美学。在接收到用户指令或上下文信

息后，模型能够自主生成相应的内容，如图像、文本、音频等。

3 AIGC 技术在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创新制作中
的应用

3.1 设计环节的智能化
3.1.1 传统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与数字化表达

AIGC 技术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如传统的图案、色彩、符号等，

并将其进行数字化处理。这些数字化元素可以被方便地用于

布艺玩偶的设计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有机结合。

3.1.2 现代设计理念的引入与融合
现代设计理念注重简约、时尚、实用等要素，与传统

文化元素相结合可以产生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

美需求的设计作品。AIGC 技术可以通过学习现代设计理论，

将其融入到布艺玩偶的设计中，如根据现代设计的流行趋

势，为布艺玩偶设计出简约而时尚的造型。

3.1.3 AIGC 国潮玩偶生成原则研究
AIGC 技术能够识别并理解各种色彩组合对人们情感的

影响，分析传统国潮文化中的色彩元素，并结合现代审美趋

势，自动生成符合国潮特色的色彩搭配方案。同时，AIGC
技术还能学习并分析大量的形状数据，生成具有创新性和独

特性的形状设计。在图案设计方面，AIGC 技术可以通过分

析大量的图案数据，理解图案的构成和变化规律，进而生成

新的图案设计。

3.2 制作环节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3.2.1 材料选择与剪裁的自动化

传统布艺玩偶制作过程中，材料的选择和剪裁往往需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AIGC 技术可以通过图像识别和

机器学习算法，自动识别并推荐最适合的材料，同时实现材

料的精准剪裁，提高生产效率。

3.2.2 缝制与填充的智能化
缝制和填充是布艺玩偶制作的关键环节。AIGC 技术可

以通过机器人技术和智能生产线，实现缝制和填充的自动

化。机器人可以根据预设的程序和参数，完成精准的缝制工

作，同时根据玩偶的形状和大小，自动调整填充物的量和分

布，确保玩偶的外观和手感达到最佳效果。

3.3 市场推广与个性化定制
3.3.1 市场需求分析与精准定位

AIGC 技术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和偏好，为布艺玩偶的市场推广提供精准定位。例如，通过分

析消费者的购买历史、浏览记录等信息，AIGC 技术可以预测

未来市场的趋势和热点，为产品设计和市场推广提供有力支持。

3.3.2 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实现
AIGC 技术能够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生成独一无

二的玩偶设计方案。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上传自己的照

片或选择喜欢的元素，AIGC 技术将自动生成符合消费者需

求的玩偶设计，并提供虚拟试穿、互动体验等功能，增强消

费者的参与感和购买意愿。

市场推广逻辑

4 AIGC 赋能下的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创新制作
案例分析

4.1 项目背景与目标
本项目以“国韵手创——AIGC 赋能下的国潮手创布艺

玩偶创新制作”为主题，旨在通过 AIGC 技术实现布艺玩偶

的创新设计与制作，推动国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项目目标

包括：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提

高布艺玩偶的制作效率和质量；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推动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市场的繁荣发展。

4.2 项目实施过程
4.2.1 素材收集与整理

项目团队首先收集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

案例，包括图案、色彩、形状等，并进行了分类和整理。同时，

团队还调研了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为后续的设计工作提

供了有力支持。

4.2.2  AIGC 技术应用与创意设计
在素材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项目团队利用 AIGC 技

术进行了创意设计。通过输入关键词和参数，AIGC 技术自

动生成了多种布艺玩偶设计方案。设计师根据市场需求和审

美趋势，对 AI 生成的设计方案进行了筛选和优化，最终确

定了多个具有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的布艺玩偶样品。

4.2.3 制作与打样
确定设计方案后，项目团队与手工艺人合作进行了

布艺玩偶的制作与打样。在制作过程中，团队充分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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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技术在材料选择、剪裁、缝制等方面的优势，提高了

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团队还对手工艺人进行了技术培训，

确保他们能够熟练掌握 AIGC 技术的应用。

4.2.4 市场推广与反馈收集
布艺玩偶样品制作完成后，项目团队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市场推广。在线上平台，团队利用社交媒

体、电商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和销售；在线下活动中，团队

则通过展览、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关注。同时，团队还积

极收集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为后续的改进和优化提供了有力

支持。

4.3 项目成果与经验总结

4.3.1 项目成果展示
经过一年的努力，项目团队成功完成了多款国潮手创

布艺玩偶的创新设计与制作。这些玩偶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化

内涵和精美的制作工艺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喜爱。同

时，项目团队还通过市场推广活动吸引了大量潜在客户的关

注，为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市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3.2 经验总结与反思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首

先，AIGC 技术在创意设计、材料选择、剪裁缝制等方面展

现出巨大的优势，为布艺玩偶的创新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与传统手工艺人的合作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之一。通过

技术培训与合作交流，项目团队与手工艺人建立了紧密的合

作关系，共同推动了布艺玩偶制作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最后，

市场推广与反馈收集是项目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积极的市

场推广活动和及时的反馈收集机制，项目团队能够及时了解

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为后续的改进和优化提供了有力

支持。

5 AIGC 技术在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创新制作中
的价值与挑战

5.1 价值分析

5.1.1 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
AIGC 技术能够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

合，为布艺玩偶的创新制作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深入

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融入现代审美趋势和市场需

求，AIGC 技术能够推动国潮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5.1.2 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
AIGC 技术能够实现布艺玩偶制作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

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通过机器人技术和智能生产线的

应用，AIGC 技术能够减少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确保

玩偶的外观和手感达到最佳效果。

5.1.3 满足个性化需求
AIGC 技术能够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生成独一无二

的玩偶设计方案，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通过线上平台提

供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参与到玩偶的设计过程中

来，增强购买意愿和满意度。

5.2 挑战与对策
5.2.1 技术成熟度与稳定性问题

目前，AIGC 技术在某些方面的应用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存在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项目

团队将继续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工作，提高 AIGC 技术的成

熟度和稳定性水平。同时，团队还将积极寻求与行业内外的

合作机会，共同推动 AIGC 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5.2.2 手工艺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手工艺人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是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

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项目团队将加强对手

工艺人的技术培训与交流工作，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创新

能力。同时，团队还将积极寻求与高校、研究机构等单位的

合作机会，共同培养新一代手工艺人才。

5.2.3 市场推广渠道相对有限
目前，市场推广渠道相对有限是制约国潮手创布艺玩偶

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项目团队将

积极拓展市场推广渠道和方式，如加强与电商平台、社交媒

体等渠道的合作；开展线下展览、体验等活动；利用大数据

分析等技术手段进行精准营销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项

目团队将努力扩大国潮手创布艺玩偶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

6 展望

未来，随着 AIGC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国潮文

化的持续崛起，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前景。一方面，AIGC 技术将在创意设计、材料选择、剪

裁缝制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

对个性化定制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市场推广渠道的不

断拓展，国潮手创布艺玩偶市场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个性

化的特点。因此，项目团队将继续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工作、

提升手工艺人的技术水平、拓展市场推广渠道等方面的工

作；同时积极寻求与行业内外的合作机会共同推动国潮手创

布艺玩偶市场的持续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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