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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我国文博事业发展向好的背景下，研究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文博场域，促进文博事业有

创新、长久的实质性提升与发展。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掌握文博发展现状和发展困境，将文博场域

从前、中、后，以及全过程的游览角度进行分析，避免研究主体的空泛、不落地；通过理论分析法，立

足于数字孪生技术，对文博场域的管理和应用展开设计，提出数字化技术文博场域设计的三要素，进而

将数字孪生技术融于文博场域游览的全过程，更好地打造精准、一体化的体验，以智能化技术改善和提

升文博场域的管理和应用。结论 在精神需求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文博场域与数字化技术手段的结合具

有极高适配性，也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推进文博场域物理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为观者

带来更加沉浸、长远的体验和感悟。打造文博场域的数字化管理和游览全过程，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文博事业的发展提供实践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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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under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and museum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and long-term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and museum industry.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culture and museum were mastered and the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in the front, middle, back, and the entire process, to avoid the research subject being vague and not 

grounded.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were designed, the three elemen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design were proposed, 

and then the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tourism, better 

creating accurate and integrated experiences, improving and enhancing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museum field with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spiritual needs,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and digital technology means has a very high adaptability, which is also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develop-

ment.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space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museum will be promoted, which will bring more immersive and long-term experience and comprehension to the visitors. 

The whole process of digital management and tour of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is creat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

rection is put forward,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museu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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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文博事业展现出强劲的发

展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文博工作，

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 2020 年的公共医疗卫生事

件使博物馆整体发展停滞，但总体上参观及游览客流

量仍超过 5 亿。2021 年，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 6 000

余家，新增 395 家。其中免费博物馆 5 000 余家，占

总数的 90%以上。这些数据都表明国家对文化发展的

重视及民众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增长。同时，我国

举办了 3.6 万余个展览和超 30 万场教育活动，线上

展览和教育活动覆盖面更广。这表明文博事业正以多

元化的发展姿态，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1]。然而，文博在当今数字化进程的发

展中也在技术上进行着创新，面临着传统文化与当代

需求的融合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研究、利用数字化技

术突破传统文博场域的限制，如大、中小型博物馆等，

进而推动我国文博事业更好地发展。 

1  探索与跨越——文博数字化发展是时代

命题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件明

确提出“博物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强调依托数字

化技术提升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2]。当前，数字化

文博事业发展已逐渐成为文化升级、需求升级、消费

升级的必然需求，也成为文化繁荣时代的必然产物。

如何通过创新开发思路为文博数字化发展注入新活

力，成为研究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1.1  文博数字化发展的探索历程 

文博数字化发展的历程，从 20 世纪 90 年代数字

化藏品档案的开发到现今线上发展、IP 打造、沉浸式

体验等新业态内容，展现出文博数字化的可及性始终

随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充和延伸。具体体现在以

下两点。 

1）2022 年 9 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指出要

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并联合通过了《关于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同年 11 月，

国务院办公厅通过并印发了《“十四五”文物保护和

科技创新规划》，该文件在政策层面上明确了文物领

域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更为统一的全局部署。由

此可见，文博数字化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国家文化强

国战略部署和实施，也能为国家政策的执行展开提供

支撑和保障。 

2）数字化文博的发展借助最新科技手段，如虚

拟场景、线上游览、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等，从直观

展示到内涵表达，拉近人们与文化的距离。通过数字

化手段，人们易于接受和感受到文博场域传达的“文

化故事”，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价值的传承。 

1.2  文博数字化发展的痛点 

我国文博事业的数字化进程一直在不断推进。20

世纪 90 年代初，敦煌文化遗产面临着自然环境破坏、

壁画老旧与损伤、随时间推移受到侵蚀，以及客流量

增加带来的无法逆转的损伤等问题。学者及相关研究

院意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并尝试将计算机技术与

敦煌壁画结合，对壁画数据信息进行修复和保存，文

化遗产的破坏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3]。尽管文博数字

化发展在对文化遗产的损伤复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并为文物知识传播提供了广阔平台，但仍存在发

展短处和不平衡之处，具体如下。 

1）在市场层面，我国文博事业发展与市场经营

发展尚存在一定断点。例如，当前旅游事业回暖，参

观人次增长，但文博数字化的市场应用尚未形成成熟

趋势，导致社会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大打折扣。 

2）在文化层面，无论是数字化展示还是创新，

文博数字化发展仍缺乏实践性指导和核心建设者的

科学指导。大众游客缺乏对文博数字化“接地气”的

理解，导致文化内容枯燥，仅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也

影响了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利用数字化技术使文化“活化”于人们眼前和生

活之中，构建文化价值与当代民众的连接桥梁，仍为

研究者需深入思考的问题。数字化技术不仅应用于修

复受损文化，更应突破传统方式限制，开拓新通道，

提高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2 “突破限制+营造预设”——数字化技术

推动关键变革  

伴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及文化发展的推

进，数字化文博领域的发展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

扶持和发展。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对国

家文化的数字化战略提出了相关部署；《十四五规划

纲要》明确了利用信息化技术推动数字化发展，以及

推动数字中国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关于推进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为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提

供依托。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依托数

字化技术，不仅成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是增强

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重点方向。数字化文

博发展方向不仅必将成为解决文博发展困境的重要举

措，更是文化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和文化传承之必然。 

2.1  数字化技术突破传统发展限制 

故宫在多年文物数字化研究的基础上，携手腾讯

共同推出了全新数字体验展，全方位、沉浸式地演绎

了故宫纹样之美。腾讯 ssv 数字文化研究室、北京文

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室联手，利用数字化

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打造出趋于

全真的故宫“数字中轴”。由此可见，数字化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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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得静止的文化遗产“活化”起来，助力其活态的

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文物保

护基金会、腾讯基金会联合高校等众多研究机构共同

打造的公益成果“云游长城”APP，通过数码实景和

沉浸互动等数字化手段全方位地深入展示长城，探求

中国文化传承与多元化发展。种种案例表明，文化与

数字化的共同发展，打破了传统发展的束缚，古老文

化与新兴技术的相交，产生了奇妙而显著的反应和效

果[4]。传统的文博产业在数字经济、数字文化的时代

发展下也开启了转型发展，数字化技术跨越式地融入

到文博事业之中。传统的文化内容展现方式单一，难

以跟上时代发展和民众需求更新的脚步，比起引领市

场需求，更多的是迎合需求，其文化难以保持持续吸

引力。但在政策和时代发展的推动下，数字化技术可

为文博事业的发展带来新契机和新尝试，利用数字化

科技、智能技术可以开拓文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带

来技术保障，不断突破上限。利用数字化的广泛媒介

传播手段和与相关产业的技术联动，实现文博发展转

型，塑造文博文化魅力。 

2.2  数字化技术营造新空间 

数字化文博事业的革新发展源自于国家政策的

支持、民众的精神文化追求，以及时代发展变革下的

必然之举。文化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将其长久保存

和发展传承是相关行业研究者的核心任务。基于此，

从数字化结合的角度来看，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传

承，数字化技术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小到对

文物的数字化扫描，大到整个文博产业的转型创新，

数字化技术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如今，虽然我国数字化文博产业较发达国

家起步略晚，但仍以超快的发展速度打破鸿沟。自疫

情以来，我国各大研究院（如故宫博物馆、敦煌研究

院、湖南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利用数字化技术开

展了许多线上讲解游览项目。还利用微博、微信小程

序、抖音、直播等多种社交媒介及手段来多角度地展

示文化。围绕文化的发展，文博行业尝试了多元化的

方式手段[5]。在技术层面，受成功商业案例的影响，

如日本艺术团队 teamlab 着眼于未来、创造，通过科

技手段呈现艺术，利用灯光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方

式，带来突破现实的沉浸式体验，也为我国文博数字

化的开展提供了参考。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设“运河

上的舟楫”多媒体互动展，将实体体验与数字化虚拟

体验结合，通过实体投影和互动体验，借助数字化技

术讲述大运河舟楫的故事。南京德基美术馆将传统画

作《金陵图》以数字艺术展的方式展现给世人，让游

客可以“入画”，通过“实时跟随”的互动方式展示

画中大宋金陵城的丰富场景，数字化的展陈方式不仅

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使观者亲身深入地体验

及感受到文化内涵，提升了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6]。

由此可见，文博的场域空间可以影响文化表现效果和

提升观者体验，具有较大的设计价值。通过与数字化技

术结合，不仅能够深入调动情感，带来新的观展体验，

“艺术+技术”的方式也将文博事业的发展推上新高度。 

3  纵深发展——数字孪生技术下文博场域

构建的创新设计思路 

3.1  数字孪生技术助力文博场域设计分析理解 

3.1.1  数字孪生技术（Digital Twin） 

“数字孪生”一词的由来要追溯到 2002 年，密西

根大学 Michael Grieves 教授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PLM）这一词语提出了新的命名理解——“镜

像空间模型”（Mirrored Space Model）[7]。而后美国

国家航天局（NASA）的 John Vickers 在对“镜像空

间模型”一词的理解之上，重新将其定义命名为“数

字孪生”（Digital Twin）[7]。从信息领域的角度来说，

数字孪生的定义和内涵略有不同。不同领域、不同定

义下，其体现的功能作用也有侧重。由于主体领域的

不同，其定义和用处见表 1。 
 

表 1 “数字孪生”一词的定义呈现 
Tab.1 Definition of "digital twin" 

定义主体领域 定义 用处 

360 百科[8] 
被视为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彼此依赖的装备系统

的数字映射系统 
更多地将数字孪生视为仿真的过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数字孪生

研究组[9] 

是一种借助数据、算法等，去验证、实验、模拟

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技术手段 

物理实体及其对应的虚拟模型、数据、连接和服

务是数字孪生的核心组成部分 

将数字孪生视为虚拟实体，并说明了这个虚拟实

体能干什么 

能够描述物理对象的多维属性，刻画物理对象的

实际行为和状态，分析物理对象的未来发展趋

势，从而实现对物理对象的监控、仿真、预测、

优化等实际功能服务和应用需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霖[7] 

定义为物理对象的数字模型，该模型可以接收来

自物理对象的数据而实时演化，从而与物理对象

在全生命周期保持一致 

在该技术下，可以进行分析、模拟、诊断、训练

（即仿真）等，并将结果反馈给对象，从而帮助

物理对象进行优化和决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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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数字孪生”的初步理解，可将其视作一

种信息处理系统，是一架连接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

数字化“桥梁”，可通过数据的循环、分析、处理等

过程，寻到问题的最优解，使“桥梁”高效、畅通地

运转。数字孪生技术作为一种关键性智能技术，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并引入不同行业进行落地应用

的尝试。早期更多地被航天领域所应用，后逐渐向电

力、汽车、医疗等多个领域。由此可见，数字孪生发

展至今已成为可践行的重要技术方法，并已被灵活应

用于多领域，为不同领域的落地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模型支撑。 

3.1.2  文博场域——数字化博物馆场域打造 

在社会学的理解里，世界不是一体的，而是分化

成多个不同的“小世界”。由此，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

尔迪厄[10]提出了“场域”一词来建构社会空间。不同

于可理解为特定公共空间活动处所的“场所”一词，

“场域”可以理解为“环境+情境”，是带有意义的场

所。环境即为物理空间，情境为该物理空间内承载的

能力。例如置身游乐园会感受到快乐轻松，而踏入医

院会感受到冰冷恐惧。场域发挥着巨大的能量。从社

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场域受行为及与其相关联的多种

因素的影响而生成，合理运用其属性甚至设计打造场

域“情感”、环境，都能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的行为或

思想[11]。 

博物馆是以为社会服务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机构，

旨在保护传承文化，以研究、收藏、保护或展览为目

的，为实现教育、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观赏体验的地

方。伴随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和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

数字化博物馆逐渐兴起，从围绕文化的深入挖掘、研

究、传承及发展，到与新媒体平台联动，再到丰富的

数字化呈现方式，数字化博物馆成为文博事业的重要

表现载体，也成为了当代数字化战略布局的重要变革

体现之一。数字化技术与物理载体之间互相融合发

展，迸发新活力[12]。由上文中所提到的案例可知，利

用数字化技术，不管是虚拟展厅的沉浸式交互打造，

还是与丰富的数字化媒介进行联动，都能提升数字化

文博的表现力，重塑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唤醒人们对

文化的自豪和热爱，产生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从而实现对文化遗产、物质遗产的高效保护。 

3.1.3  文博场域构建与数字孪生技术运用结合适配性 

在数字化时代，文博事业更需创新发展。把握重

要机遇，采取关键措施，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文博新

场域，不仅可以带来文博产业的变革发展，也可以使

“人”与“文博”的联系更加紧密。作为文博文化的

重要载体，如何对文博场域进行合理设计与打造，并

融入数字化技术以使其发挥出最大效能，成为了研究

方向[13]。文博场域在打造中需抓住契机，把握受众需

求，了解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方法，利用数字化、智慧

化技术合理构建场域，提升服务，由此更好地传承与

传递文化。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更好地连接对象，形成

人-文化-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形成良好的循环发展

模式，拓宽数字化技术和文化传承方法的技术手段和

应用领域。 

3.2  文博数字孪生场域构建应用探索       

3.2.1  推动数字孪生技术落地应用的准则 

可知数字孪生技术已成为发展的新需求和应用

的新趋势，由此对数字孪生技术与各领域的融合应用

就显得更为重要。要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其他行业

领域中并发挥效果，就必须建立数字孪生模型，基于

此再进行下一步的优化或改良[14]。对此，Crieves 教

授就已在概念基础之上构建出早期的基本数字孪生

三维模型，并随着发展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其

2019 年发表的 Virtually Intelligent Product Systems: 

Digital and Physical Twins 论文中有所体现[7]。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研究所对此基础进行了扩展，得出了今日

数字孪生的五维应用模型，使得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在

更多的领域里落地[15]。 

了解数字孪生技术的基本模型运行是基础，运用

于设计之中应针对研究对象分析之后，通过数字孪生

实现功能服务的满足。首先，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文博

场域面对现今数字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亟待转

型与创新，由此确立了本文的物理研究对象为文博场

域——博物馆，在此之上利用数字孪生数据推进融合

和交互的实现。其次，数字虚拟是功能实现的部件，

借助孪生数据实现人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的体

验交互以产生更加沉浸感的体验，从而对数字虚拟空

间产生认知。然后，数字孪生数据不仅是将数据“转

化”为现实的关键，也是场域发挥各种功能体现的核

心内容。作为驱动，数字孪生数据可以推动整个模型

的循环，也可以合理连接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为决

策提供科学化的参考依据。最后，数字化技术条件如

GIS、BIM、AI 等，可以完成或调整物理场域内的落

地实践设计，通过连接与交互过程，实现人、机、物

之间的融合运转，最终实现虚实共生、数模共融。 

3.2.2  数字孪生技术下文博场域设计要素 

文博场域的打造呈现不仅只具有展陈、教育等单

一作用，更是具有延伸场域内的文化内涵、扩充场域

功能发挥的重要意义。在此基于场域表征由浅至深的

层级度来思考文博场域的设计要素如下。 

1）共享性要素。文博场域的功能改变不仅是民

众需求发展的体现，也改变了传统博物馆仅仅单一展

示的功能。不同于最早的博物馆空间展示，现今的博

物馆在展陈中深刻体现着设计者的思想，凝练着他们

想要给游客传达出来的观念和内涵。例如在战争纪念

馆内，若只是图片类资料、遗物展示、文字介绍等单

一的布展，会使得游客在观看时仅是表层看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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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呈现的内容，很难有进一步的情感触动和联想。但

若在照片资料旁配有视频或音乐，展开故事背景、营

造氛围，可更进一步使游客产生触动，又或通过基

于五感的操作体验提升自身游览体验。此为通过外

界或特意设计为游客赋予一种主观能动性，通过表

层的设计改变，使人与场域的关系由单向的了解者

变为了“共享者”，实现了现实与场域内涵的进一步

联系。 

2）故事性要素。故事的营造为场域构建的中层

表现形式，有趣的故事会更加受到青睐。通过文博场

域内对故事感的营造，给予游客想象的空间，灵活地

赋予其展示空间和背后的内涵意义。这并非展览当下

所陈列展示的内容，更多的是由参观者通过多样化感

官体验和沉浸式感受互动来获得不同的体验感受。该

设计要素可以通过表层的不明确指向性游览，也可通

过开放性游览体验来使参观者产生不同体验。由此不

仅可以使参观者产生不同层面的思考，也可以使文博

品牌得到多种可能的发展，更能使市场得到多样化的

发展。 

3）精神性要素。深层的精神性要素的实现不仅

可以使不同背景下的参观者产生不同方面的共鸣，也

能通过场域传达出所想表达的精神内涵，带领参观者

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与思考。例如，广州设计周主导

的沉浸式超未来体验展，使用数字化科技技术，为游

客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感受。不仅通过色彩、线条的

变换使参观者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超科技性，也通过沉

浸式体验创造“星球吞噬”的感受，使参观者对现今

地球的环保产生深思。在该场域中，设计者将思维理

念通过数字化手段呈现，打破传统场域参观维度，使

参观者产生反思与联想，从而产生精神维度层面的理

解与思考。 

4  落地发展——探索文博数字化可持续发

展之路 

4.1  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文博场域设计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融入文博场域的设计之中，

创建数字化的场域空间，影响、创建游客的观感及

互动，产生更好的活动体验，推动文博的发展并促

进文化的延续。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建立数字

化博物馆，给予了游客沉浸式体验游览。在参观、

游览的过程中，博物馆游客不仅是参观者、体验者，

也是数据的承载者、虚拟对象的参与者，由此形成

更深度的体验。此时数字孪生技术的运用成为接口，

通过将数据的处理、优化、联动、融合等输入物理

实体，构建数字化博物馆场域空间，再以数字化手

段表现出来，为游客提供更加深入的沉浸体验，影

响人的认知感受。 

通过大致了解数字孪生驱动的基本概念，初步尝

试利用其技术构建文博场域数字化场景，发挥博物馆

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协同作用，实现全生命周期下

虚实融合的游览体验，提高效率和提升体验感，见图

1。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实时监测，将所得数据结合历

史数据，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不同纬度的分析解释，二

者集成为虚拟融合的博物馆场域空间。在同步运转

下，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实现智能化分析管理系统

的建立，能成为更好地推演、规划、设计博物馆内服

务应用的最佳方式。通过孪生数据和实体空间的驱

动，是实现博物馆智慧服务的最佳手段，提升博物馆

的服务，成为推动博物馆有效发展的新模式。 
 

 
 

图 1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下文博场域智能流程 
Fig.1 Intelligent flow of culture and museum field based on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4.2  数字孪生技术下博物馆场域应用实践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博物馆场域创新应用模

式，立足数字孪生技术的准则和方法，明确博物馆场

景构建的特征。基于数字孪生的博物馆场域设计将

突破传统博物馆运转限制，通过云计算、虚拟现实、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运用，构建多方面

关联的用户矩阵，完成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博物馆数

字孪生场景搭建。这不仅便于文博相关研究人员、

博物馆管理者了解研究其发展指向，也能更加合理

地管理、安排博物馆的参观游览，使游客获得更好

的游览体验，最终使我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弘扬。 

4.2.1  博物馆数字孪生场域设计功能特征 

从博物馆参观者为用户中心的视角出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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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设备—虚拟体感设备—PC 端—自助终

端”的流程。博物馆具备“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

重要性质，也是坚持文化自信，树立正确历史观、民

族观、文化观，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手段。基于此，通

过调研走访，在此以天津周邓纪念馆为应用场域，通

过新理念、新技术的助力，实现文博事业的有效发展。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博物馆场景设计中，首先需

明确三点功能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字孪生技术融入博物馆场景过程 
Fig.2 Process of integrating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into the museum scene 

 
1）个性化特征。首先，面对当下新形势、新要

求，博物馆不仅要保持自身发展的获利，也要实现由

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提升转变。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可以为博物馆游客个性化地推荐、定制游览方案。

这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通过大数据反馈得知游客是

外地游玩游客、学访游客、当地市民游客，由此针对

性推荐和提供个性化的住宿、订票等服务；在博物馆

场域内，根据游客不同身份和不同游览目的，可对其

提供个性化的、可拆解的游览路线定制或虚拟体验方

式，实现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2）一体化特征。在此可以理解为运用数字孪生

技术，实现对游客路线的记录分析及通过停留时长来

判定游客的喜好和感兴趣偏重，通过全生命周期流程

内的分析识别，来随时更改、制定最优游览路线。例

如，在博物馆内，在重要点位布控摄像机，以记录游

客停留时间、分析游客心率动态的指标，当游客进行

馆内虚拟现实体验及互动等流程时，数据技术分析能

够评估其状态，也能够为其立即作出最优安排。 

3）精准化特征。例如，在场馆内布控立体可感

知物联网传感器，来捕捉和感知游客的游览轨迹和游

览过程中的数据。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可实现在游览

结束后生成专属的游览过程的虚拟场景，其功能可满

足不同游览目的的游客需求，如针对来馆研学的游

客，在数据导出和游览过程虚拟场景生成时，融入周

邓纪念馆内的故事背景和文化衍生，可通过 PC 端导

出给每名游客，实现不同功能的、满足游客精准的需求。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形成虚实互联的博物馆场

域，将线下物理空间与线上虚拟空间结合，实现数据

的同步更新、同步分析、同步导出，在博物馆的不同

需求、不同游览方式等多变的游览模式下，通过数字

孪生技术同步地将现实世界内容映射其中，为博物馆

事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方向。 

4.2.2  基于时间和空间下的多维度博物馆场域打造 

在产品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数字孪生技术实

现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泛在联系和精准映射，对改

造世界、认识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可以在博物馆游览环节，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对

其展开发散。数字孪生技术融入博物馆游览环节中的

前期、中期，以及后期全过程，如图 2 所示。 

1）从时间性展开：在游览前，数字孪生博物馆

平台可以为游客智能化分析、定制适宜的游览路线，

以及预订门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

对游客的个性化、一对一服务。游览过程中，通过对

游客动作、停留时间的捕捉处理，通过数据分析计算、

BIM 建模、算法构建，使得博物馆拥有一套能够针对

不同游客服务推荐的“智慧系统”。在游览结束后，

脱离了博物馆场域，游客往往容易出现对博物馆繁多

内容和种类的文化有所遗忘和混淆的情况。数字技术

精准化的特征，可以通过游客在馆内不同器物或文化

的停留时长计算出游客的喜好偏向，针对该类内容生

成专属该游客的文化短视频，使游客在日后重温文

化、体会心境。 

2）从空间性展开：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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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游客的体验进行升级打造，也可以对博物馆的管

理、升级做出实质性的指导。例如在博物馆运营管理

中，利用 GIS、BIM 技术，可以实现对博物馆整体空

间的分析，并利用数据分析计算得出可视化数据，形

成可视化博物馆，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形成博物馆文物

的数字化数据库。这不仅能让宝贵文物实现永久留

存，也能让文化得到更长远的传承。由于时代发展在

变化，游客的喜好、需求也会产生变化。在这之中，

就需要数字技术将变化中的客观世界内容映射于博

物馆数字平台，使二者更加匹配，从而满足双方的需

求和发展。通过传感器捕捉、AR、云计算技术应用，

推动建设智慧博物馆，真正实现虚拟世界的数字化与

物理世界的场景相融合，实现智能化的技术控制，改

善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 

5  结语 

纵观全局，在社会快速发展下，数字化技术浪潮

已成为了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文博数字化也是

其中一员，数字化技术也和博物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紧密联系。提升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化服务

水平提高也成为了如今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对于博

物馆，运用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对整体的文物、文

化实现全方位的保存、传承，借助数字化技术的特征，

不但可以提升游客体验，也可以扩大博物馆吸引力，

热度将带动线下的发展，实现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持续

性传承。文章中所提出的利用数字化技术结合博物馆

建设发展只是一方面，推动该项事业实质性进展还需

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如今大致起步的发展情况下，

如何应用数字孪生技术活化博物馆的发展是一项重

要课题，在多行业共同举措的研究之下，未来一定会

让博物馆借力数字化技术，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效连

接，以达到创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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