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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 能工具辅助建筑设计 中 的提示词撰 写 方法

研究

以城市露营地设计为例

ＰｒｏｍｐｔＷｒｉｔ ｉｎ
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ＡＩＴｏｏｌｓＡｉｄｅｄ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 ｉｇ

ｎ
 ：

Ｔａｋ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ＣａｍｐＣｅｎｔｅｒＤｅｓ ｉｇ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摘 要 ： 近期 ， 生成式人工 智 能 （Ｇｅｎｅ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
，
ＧＡＩ ） 工 具将扩散模型 与 提示 词 工程相 结

合 ， 能够通过输入描述性文字或参考 图 片 的 方式 ， 快速生成建筑方案 图像 ，
从而提 高 建筑 师 的 工作效率 。 但

是 ， 许 多 建筑师在使用 这类 工具 时通常无法得到 与他们 的设计意 图相符的 结果 。 所 以 ， 本研究 的 目 的是探 索

这类 工具如何融入建筑师 的设计 流程 中 ， 并提 出 一种 系 统化 的提示词撰写 方 法 ， 帮 助使用 者获得更符合他们

设计意 图 的 结 果 。 首 先 ， 本 文介 绍 了ＧＡＩ 技 术 的 发展历 程 、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 （ Ａ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Ｃｏｎ ｔｅｎ ｔ
，
ＡＩＧＣ ） 的概念定义以及 ４ 种 图像类 ＧＡ Ｉ 工具 。 其次 ， 本文采用 了 对照 实验的 方 法 ， 设立

４ 个对照组 ， 分别将相 同 的 文字 、 图 片 作为提示 词 输入给四种 工 具 ， 用 ＦＩＤ 的 一 致性评价方 法分析各个工 具

生成 的 图像结果 。 最后 ， 本文选定 Ｓ ｔ ａｂ ｌ ｅＤ ｉ ｆｆｕ ｓ ｉｏｎ 这一 工具 ， 并 以城市露 营地的设计 为 例 ，探 索 它在建筑设

计流程 中 的作 用 ，展示 了
一套提示词撰写 流程 ， 包括

“

收集设计 意 向 图
” “

结合人工 智 能 与人工 构 思 处理 大量

图像信息
” “

参照建筑专 业术语类 目 表完成文本提示词 的撰 写
”

３ 个阶段 。 总 的 来说 ， 本文提供 了
一套 系 统化

的提示词撰写 方 法 ，使得 ＧＡＩ 工具 能够输 出符合建筑师设计意 图 的 结果 ，极大地帮 助建筑师提高 工作效率 。

关键词 ： 生成式人工 智 能工具 ； 扩散模型 ；提示词 工程 ；

人工 智 能辅助建筑设计 ； 城市露 营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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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人工智 能 （

ＡＩ
） 在 过 去几 年取得 了 突 飞 猛进 的 发

展
，
从 ２ ０ １ ６ 年 ＡｌｐｈａＧｏ 战胜世界 围 棋 冠军李世石 ，

到

２ ０ ２ ２ 年 Ｃｈａ ｔＧＰＴ 与 Ｓ ｔ ａｂ ｌ ｅＤ ｉ ｆ ｆｕ ｓ ｉｏｎ 等 生成 式人工 智

能
（

Ｇｅｎｅ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ｒ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
，ＧＡＩ

）
工 具 的 出

现
，
再到 ２ ０ ２ ３ 年多模态模型 ＧＰＴ ４ 的 发布 ，

ＡＩ 不断 向

前推进着技术 的 边界
，
在各个领域展现 出 惊人 的 应 用

潜 力 。

ＧＡＩ 工具让 ＡＩ 技术真正走入大众 的 视野
，

ＧＡＩ 工

具生成 的 内 容被称 为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 （

Ａｒ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

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Ｃｏｎ ｔｅｎ ｔ
，ＡＩＧＣ

） 〇ＡＩＧＣ
较高 的

平均水准 以及 ＧＡＩ 工具 的 易 用 性 ，
使得每 个 渴 望探

索 并亲手使用 ＡＩ 技术 的 人 ， 都能够创造 出 效果惊人 的

内 名

１ ． １ＧＡ Ｉ 技术的发展历程

在２ ０ １ ４年 ，

生成对抗 网 络 （

Ｇｅｎｅ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 ａｒ ｉ ａ ｌ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
，ＧＡＮ ｓ

）

［

１
］

的 概念 经 提 出
，
就被视 为 图 像

生成领域 的里程碑 。
ＧＡＮ ｓ 由 生成器

（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ｏ ｒ
） 和 判

别器 （

Ｄ ｉ ｓ ｃｒｉｍ ｉｎａ ｔｏ ｒ
）
两部分组成 ，

其 中 生成器扮演 艺术

家 的 角 色 ，
不断生成新 的 作 品 ，

而 判 别器扮演艺术 品 鉴

别 员 的 角 色 ，

鉴别作 品 的优劣 并 给 出 反馈来帮 助 生成

器生成更逼真 的 图像 。

在２ ０ １ ７年 ，

Ａｓｈ ｉ ｓｈ
等发布 的ｈＡ Ｚ ＺＹｏｍ

Ｎｅｅｄ
⑵

文 中 首 次 提 到 了Ｔ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ｅｒ 模 型 的 概念
，

该模型 由 多个编码器 和解码器 组成
，

强调 了 自 主注意

力 机制在人工智能模型 中 的 重要性 。

在２ ０ ２ １年 出 现 的ＣＬ ＩＰ
 （ 
Ｃｏｎ ｔｒａ ｓ ｔ ｉｖ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ｍａｇｅＰｒｅ Ｔｒａ ｉｎ ｉｎｇ ）

［ 

３
 ］

能够 分别 学 习 文 本和 图 像 的 特

征
，
将 图 片分类任务转换 为 图 文 匹 配任务 ，

从而 实现高

效 的 多模态识别 、融合与 转换
， 标志着人工智 能在 多模

态领域迈 出 了 重要 的 步 。

在 ２ ０ ２ ２ 年 ，
扩散模 型 （

Ｄ ｉ ｆｆｕ ｓ ｉ ｏｎＭ〇ｄｅ ｌ
）

［

４
］

开 始流

行 。 扩散模型 的 运行原理 与 ＧＡＮ ｓ 类似 ，
但其训 练过

程却更加稳定高效 ，

通过多轮 的 前 向 过程 （
给 图 片 加入

噪声 的 过程 ） 和 逆 向 过程 （
给 图 片 去 除噪 声 的 推 断过

程 ） 快速生成 图像或文字结果
，
再次推动 了ＧＡＩ 技术 的

变革与创新 。

１ ． ２Ａ ＩＧＣ 的概念定义

从 内容生产者 的 角度来讲 ，

ＡＩＧＣ 是继 专业生产 内

容 （ ｐ ｒｏ ｆｅ ｓ ｓ ｉ ｏｎａ ｌ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ＰＧＣ ） 与 用 户 生 产

内容 （

ｕ ｓ 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ＵＧＣ ）

之 后 的 种 新 的

内容生产者创作 的 内 容 ，

强 调创 作者 的 角 色从人 类 转

换为人工智 能 。 从 内容形式 的 角 度来讲 ，

ＡＩＧＣ 可 以 是

文字 、 图 像 、 语咅 、 咅 乐 、 视频 、 代码 等 ，

强 调 ＡＩ 生成 的

内容形式各种各样 。

总 的来说
，

ＡＩＧＣ 既是从 内容生产者视 角 进行分类

的 类 内容 ，

又是 种 内 容生产 方式 ，

还是用 于 内 容 自

动化生成 的 类技术集合
［
５

］

。

１ ． ３ 图像类 ＧＡ Ｉ 工具的介绍

由 于建筑设计师需要借助 大量 图 像来表达 自 己 的

设计意图 和想法 ，
所 以在众多 类型 的 ＧＡＩ 工具 中 ，

与建

筑学专业相关度最高 的 是 图像类生成工具 。

以 ２ ０ ２ ２ 年之后发布 的 四 种 图像类 ＧＡ Ｉ 工具 为 例
，

它们都以文字 或 图 片 作 为 提 示词 （

Ｐｒｏｍｐ ｔ
） ，
都具备 文

生 图 、 图 生 图 的 功 能
，

各 自 还具备不 同 的 专项 功 能 与擅

长 的风格 。 关于这 四 种 图 像类 ＧＡ Ｉ 工具 的 简介
，
见 下

文 中 的表 １
。

表 １ 常见的几种 图像类 ＧＡＩ 工具简介

工具名称 Ｍ ｉ ｄ
ｊ
ｏｕ ｒｎ ｅ ｙ ＤＡＬＬ 

？

Ｅ２ Ｓｔ ａｂ ｌ ｅＤ ｉ ｆ ｆｕｓ ｉ ｏｎ ＦＵＧｅｎ ｅ ｒ ａｔ ｏ ｒ

发布时间 ２ ０ ２ ２ 年 ３ 月 ２ ０ ２ ２ 年 １ 月 ２０ ２ ２ 年 ８ 月 ２ ０ ２ ３ 年 ３ 月

发布者 Ｄａｖ ｉ ｄＨ ｏ ｌ ｚ Ｏ ｐ ｅｎＡＩ Ｓｔ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ＡＩ Ｔｏｎｇｊ
ｉＣＡＵＰ

特点

擅长艺术风格与逼真图像

有针对卡通风格优化的

模型

擅长写实风格

有局部调整与补全功能

可调参数多

成果水平参差不齐

提供包含建筑专业词汇的

预训 练模型与参数

（来源 ： 作者 自 绘 ）

２ 研究方法概述

２ ． １ 研究 内容

ＧＡＩ 工具在生成 图 像 时
，
需 要使用 者决定 的 内 容

包括两部分 ： 大量 的 可调参数 以及文本 或 图 像 形 式 的

提示词 。 其 中 参数调整 的 部分对于 图 像 自 身 的质量好

坏影响较大 ，
而 提 示 词 的 部 分对 于 图 像是 否符合建筑

设计师 的 设计意图 和想法影响较大 。

所以本研究 的 内 容重点 为 ： 分析 ４ 种 图 像类 ＧＡＩ

工具生成 的 图 像特征 ，

对 比 它们 在建筑设计领域 的 适

用性 ，
挑选 出 最适合用 于建筑 设计 工 作 的 ＧＡＩ 工具 。

然后
，
使用 这个工具来完成城市露营地 的 设计工作 ， 并

提 出 个较为 系统 的 提示词 撰 写 方法 。

４２ ５



建筑专业术语类 目 表人工构思

ＧＡ Ｉ 工具
＃

Ｇ Ａ Ｉ 工具

最终结果 图像局部微调 初步图像 图文混合生成

图 １ＧＡＩ 工具辅助建筑设计的典型工作流

（ 图 片来＿ ： 作者 自绘 ：
）

３ ． １ 不 同 ＧＡ Ｉ 工具的效果对 比

为 了让 ＧＡ Ｉ 工具生威菌像 ，我们慶蘩输入藤示词 ｅ

而提示词 的麵分細像＊１文本两种 萁中 图 像

可 以直？作为提示词输Ａ ，
而文本需要通过 ＣＬＩＰ 黧珠

与人脑的创 意构思相 ■合 ，
归纳总纖霜＿ ＿赤焉 。 将

■ ：

］

！ 的 提示询 输入到 ４ 种 图像＃ＧＡＩ 工眞中 ＊ 
ｆｅｊｆ

ＧＡＩ 工ｆｔ内 的其他參鐵为懸认极專 ／观察生成 的锘畢

Ｍ ＭＬ

我们 可 以发现 ４ 种 ＧＡＩ 工具都能生成爾＾交高猶

圏像 ， 但最德像 ，

之 间在风格上有徽大續昇 。 为 了屬職

地评价各 ＧＡＩ 工县生成 的 图 像结果孰优孰劣
，
我们 生

成．更参’图 像 ， 借助 Ｆｒ§ｃｈｅ ｔＩｉｉｅｅｐｔ ｉｏｎＤ ｉ ｓ ｔａｉＳ￡ ｆ
ＦＩＤ

： ） 算

０

灵感搜集 图像转文本算法

Ｓｔａｂ ｅＤ ｉ ｆｆ ｕ ｓ ｏ ｎ ＤＡＬＬ 
■

Ｅ２ Ｍ ｉ ｄ
ｊ ｏ ｕ ｒ ｎ ｅｙ ＦＵＧ ｅ ｎ ｅ ｒ ａｔｏ ｒ

Ｆ Ｄ分数＾ Ｆ Ｉ Ｄ分数ｙ Ｆ Ｉ Ｄ分数＾ Ｆ Ｉ Ｄ分数
２２９ ． ５ ４＜ ２ ３０ ７８＜ ２ ３２ ． ８９〈 ２ ９ ４  ０ １

图 ３ 不同工具生成的 图像结果与 ＦＩＤ 评分对 比

識片纖 ：體 自繼

从 Ｆｍ 评 分 的 对 比
（
圈３

） 中 ， 我 们 能■看 出

ＰＵＧｅａｓＫｔｔｏｔ 的 ＦＩＤ ：分数数值電 太 由 于 它 的擠训＿

数＿＿中 缺 乏叢 １ＳＩ沭蠢图 像 ，響不靈用 于 露管地 的

设计
；

而 Ｓｔｏｆｃｋ Ｄ ｉｆｆｕｓ ｉｏｎ 的 ＦＩＤ 分数数像羞小 ，

生成的

图像最符合建筑师 的 设计篱 ｇ 。 因 此
， 本研究选＃ｉ

工具进行下 步研究撞示词的 系统化撰 穹 方

３ ．
２ 提示词 的 系统化撰写方法

３ ． ２ ． １ 处理大量图像信息

在建筑设计 的前期阶段 ， 建筑 、婶通常会收集大暈

的 设圩愈 向 图 。 ■而
，
Ａ于 齡１ 工具只篚＿爱一张图

像作 为圏修 ：提示词 ，

因 此我们 需繫＿合 ＣＬＩＰ錄法 与人

工构思来将其余的 图像ｆｔ息转化为文本信
？

霞彳 ： ＿４ ） ， 并

根据建筑专业 术语类 目表进行分类 ，
作 为 文本提示饲 。

图像

文本

提示词

（
Ｐ ｒｏｍ

ｐ ｔ
）

２
．
２ 研究万法

在 ：ＧＡＩ 工具对 比阶段 ， 米用对照 实 丨＿的 方減 ，
分别

将相 同 的 文 字 、 菌像隹为 鏡赤葡 输Ａ给 四 种 工 具 ，

：用

ＦＩＤ 的评价方法分析各个工眞生成 的 图像结果与 建筑

师壤计鬵图 的
一

蒙程麗〇

在城市 地设计阶段 ， 采用 归 纳盈结 的 方法 ，将

提 ：示漏 ：翁 ：｜｜ 写 方 ！去 归纳 为
ｎ

收象意 向 图
” 爵会人工管

能 与人工构思处理大震图像信息
Ｍ

参照建筑专业术鎌

类 目■完成文本提示饲 的撰 写
’

这 ３ 个盼段ｅ

３ 实验 内容

常规的建筑设计工作流集 需要建 ：筑设计师先 了 解

设计任务的背蠆
， ＿ 此 基础上思考潼筑 的 材钭 Ｓ

结构 、

ｉｆ态 ，
并搜集能够激发创作灵感 的 ｆｆｌ像 。 然后 ， 将 ？ 些

繁杂的信息进
一

步戀襄 ，
绘顧初步的 方義草 图

，惠对 方

襄草 图 不断调整 ，

直郅获得最终＿意 的结畢 ０

借助 图像类
＇

ＧＡ Ｉ 工具来进行 的建筑设计工作流糧

（ 图 １
） 与ｆ规的建筑设计工作流裎类似 ，

只Ｍ 由 人工智

能代替人工完 、成 了 图 像信息 的解读 、 草 图 绘制 以及草

讀讓化这几个廢鐘的工作 《

［

Ｇ Ａ Ｉ 工具

Ｍ ｉ ｄ
ｊ
ｏｕ ｒ ｎｅｙ ＤＡＬ Ｌ 

■

Ｅ２ Ｓｔａ ｂ ｌ ｅＤ ｉ ｆｆ ｕ ｓ ｉ ｏｎ Ｆ Ｕ Ｇ ｅ ｎｅ ｒ ａｔ ｏ ｒ

图 ２ＧＡＩ 工具依据相 同 的提示词 生成的结果

簾片麵 ：

：作者腦３

法
［

６
］

傘计算生成图蠢和愈实 图像 的距禽 计雾 ：公式 见

式 （
１

） ， 计算結果数据越小越好 （
图 ３

） 。

ＦＩＤ 

＝

 （
ｘ
ｔ 

ｆｉｇ

＂

＋＋ Ｓ
ｇ 

２
（ ＳｒＳ

９
 ）

ｌ Ｕ
２ （

１
）

式 中 ， ｐ
ｉ真实图像 的眷 ■值 为 生成 图像 的特

征均值 ； 为真纖菌像的协方霍矩輝 ｒ￡ｇ
为生成 ＿像

的协方差矩阵
；

Ｔｒ 为矩阵的迹。

ｒ

文
ａ

ｐ
ａ ｖ ｉ ｌ ｏ ｎ

ｉ ｎ  ｔ ｈ ｅ
 ｐ

ａ ｒ ｋ

ｉｍ
ｏ ｎ  ｔ ｈｅ

ｇ
ｒ ａ ｓ ｓ ａ ｎｄ

息 ｏｏ ｋ  ｉ ｋ Ｇ ；
ａ  ｈ ａ ｎｄ

源 ｈｏ ｌ ｄ
ｉ

ｎ
ｇ 

ａ  ｔ ｒｅ ｅ

（

Ｔｅｘ ｔ
）

ｄ ｅ ｓ ｉ

ｇ
ｎ ｅｄ ｂ

ｙ 

Ｆ ｒａ ｎ ｋ Ｇ ｅ ｈ ｒ
ｙ

设计意向图

ｓｉｍ

文
本
信
息
源

（

Ｔｅｘ ｔ
：

图
像
信
息
源

！^


４２ ６



图像信息源

图 ４ 大量图像信息的处理方法

（卿窜轉 作费鱗

３ ． ２ ． ２ 参照建筑专业术语类 目 表

为 了 魏＿符合想期 的 ＝图 像缝？ ，使１８ 者应该 ：赛 可

ＩＩ馨晰、＿＿地撺述 ｇ 己 癒詹图
，
？ 助 ＧＡＩ 工義夏好

地＿，生成＃合粟求 的 图－ ａ 随时＿＿筑 ：》类

目 表 （ 表 幻能够馨助我们查漏补缺 ， 撰写 出较完整的提

示铜 。 并麗
｜
类 且燾拥前两敎分員 可 辑 我们进行其

他＿的 ：建筑銳计任务时雪复優用 。

表 ２ 建筑专业术语类 目表 （ 以城市露营地设计为例 ）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具体提示词

图像的

类型

图像 内容 的所属

领域
Ａ

ｐａｖｉ ｌ ｉｏｎ ，Ａｓｅ ｒｖｉｃｅｃ ｅｎｔｅ ｒ

形式 Ｌｏｏｋ ｌ ｉｋｅａ  ｔｅｎｔ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ｈａｐ ｅ

面ｔｕ植、顯
２ ５０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 ｅ ｒｓ

，Ｈ ｅ ｉｇｈｔ ｉ ｓ

８ｍ ，Ｔｗｏ ｆｌｏｏ ｒｓ

主体的

形态
特色的建筑构件 Ａｓｌｏｐ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ｏｏ ｆ

材料与结构
Ｗｏｏｄｅｎ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ｍｂ ｒａｎｅ

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ｅ

设计者 Ｄｅｓ 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ＺＡＨＡ

自然环境 Ａｒｏｕｎｄａ  ｔ ｒｅ ｅ

周 围的

使用者的数量
Ｍａｎｙ ｐ ｅｏｐ ｌ ｅ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ｔ 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ｉ ｔ

使用者的行为
Ａｔｔ ｅｎｄ ｉｎｇ 

ａ ｗｅｅｄ 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 ｒ ａｎ

ｆ ｉ ｌｍ ｆｅｓｔ ｉｖａ ｌ

所处的具体位置 Ｉｎ ｔｈｅｃ ｉ ｔｙｐａｒｋ ，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ｎ

图像的视角 Ｂｉ ｒｄ ｖ ｉ ｅｗ ，ｅｘｔｅ ｒ ｉｏｒ

鑛
图像的制作方式 Ｖ Ｒａｙ 

ｒｅｎｄ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发布的媒体 Ａｒｃｈｄａ ｉ ｌｙ ，Ｄｅｚｅｅｎ

ｉ＃？猶＿慮 ４ｋ ，ｕｈｄ

Ｃ来腐麟瞻

４ 总结

城市 ：＿地＃｜为
一

种 小众 的 虞筑蠢＃ ，更偏 向 于

翁置艺术领域 ，
各 ＧＡＩ 工具 ＆ 太＃ 

§３敏＿＿中 的 租矣

情鼻載为欠缺 。 彳 襲我们依尋 ＊统化 的提示调撰

写 方輸 ，借助 算縫 与建筑舍业术叢議 目 表
， 就能

够克埋这些 困 ：难 ， 获得与设计意图枏符的成果 （
图 Ｓ

） 。

设计意向

４

参照专业术语类 目表

人工书写的提示词

｜ 

Ｓｍ ｏ ｏ ｔ ｈ  ｓ ｈａ ｐ ｅ  ｜

ａｒｏ ｕ ｎｄ  ａ  ｔ ｒｅ ｅ



ｔｗ ｏ  ｆ ｏ ｏ ｒ ｓ
 ２ ５０  ｓ ｑ ｕ ａ ｒｅ ｍ ｅ ｔｅ ｒ ｓ

ｏ ｎ  ｔ ｈｅ  ｌ ａｗ ｎ 

ｎ  ｔ ｈ ｅ  ｃ ｉ ｔｙ  ｐ ａ ｒ ｋ

ａ ｔ ｔ ｅ ｎ ｄ ｎ ｇ 
ａ ｗｅ ｅ ｄ ｎ ｇ  ｐ ａ ｒ ｔ

＾

／
 ｏ ｒ

 ａ ｎ  ｆ ｌ ｍ  ｆｅ ｓ ｔ ｖａ

ｗｏ ｏｄ ｅ ｎ ｓ ｔ ｒ ｕ ｃ ｔ ｕ ｒｅ  ［
Ａ ｒｃ ｈ ｄ ａ ｙ］  ｅｘ ｔ ｅ ｒ ｏ ｒ 网

Ｐ ｒ ｏｍｐｔ

方案 １ 方案 ２ 方案 ３ 方案４

图 ５ 最终成果

（图片来源 ：作者 自 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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