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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息投影技术与工业遗址夜景设计的联系

1. 全息投影技术的概念与特性

（1）全息投影技术的概念

全息投影技术也称虚拟成像技术，是利用干涉和衍

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技术。全息投

影技术不仅可以产生立体的空中幻想，还可以使幻象与

表演者产生互动，产生令人震撼的演出效果。

（2）全息投影技术的特性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效果最好在夜间，并且光环境越

暗所呈现的景观效果是越好。因此，选择投影技术表现

夜景。

这类技术应用原理与投影机加幕布放映的方式差不

多。全息图犹如一个复杂的光栅，在相关激光照射下，

一张线性记录的正弦型全息图的衍射光波一般可给出两

个象——原始象和共轭象。再现的图像立体感强，具有

真实的视觉效应。全息图的每一部分都记录了物体上各

点的光信息。假设您站在四周有建筑围合的广场上，通

过全息投影技术，建筑外立面呈现着栩栩如生的周杰伦

全息影像，那么，从视觉上来说这就像一场真实的演唱

会，你还可与演唱者投影互动。全息成像系统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技术来展现逼真的拟态三维视觉效果，您可以

全方位、360°环绕观看这种漂浮影像。

全息投影技术有传播信息多样性、交互性、实时性、

虚拟性等技术特点。前多用在舞台表演、产品展示、汽

车服装等多个设计行业。但随着全息投影技术的发展，

其应用面也得以展开，该技术也在逐渐融入景观设计中，

如桂林芦笛岩景区的“国宾洞”设计团队利用 3D 投影、

全息投影 4D 造景等技术，结合声、光、电、雾等多媒体

混用手段，利用水晶宫原有宽达3000㎡的穹顶和剧院式

的空间结构，营造了一场裸眼的4D奇幻盛宴。让观者在

洞中仿佛穿越几世纪，身临其境的感受钟乳石百万年生长

历程，继而又仿佛置身海底，触摸海底汪洋的深邃奇幻。

2. 全息投影技术的发展与光影艺术在景观设计中的

的流行

全息投影技术作为一种科学媒介创造了新的环境空

间感受，他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设计的想象与表

达空间。数字技术的进步便捷了人类多重感官的整体爆

裂体验，让人类认识“美”不一定是实体，它也可以是

虚拟的。“多媒融合”、“情境互动”、“多元趋同”等新审

美观念的转变，推动了其在景观设计领域发展的步伐。

全息投影技术通过数字信号传播的方式，将艺术图

案、设计创意、文化故事、科学科普等美学内容以立体

形式传递给投射载体，具有变化丰富、强视觉冲击力、

表达直接、高渲染力，设计构成节能环保等显著特点。

例如 2013 年悉尼灯光音乐节上，设计师通过早期的全息

投影技术将三百余幅艺术画作投射在悉尼歌剧院建筑外

立面上，持续不断变化的形状、颜色、图案将观者带入

了艺术海洋，将艺术作品传递给观者的同时，又赋予悉

尼歌剧院新生命，这不是简单的夜景设计而是文化的切

磋与传递。

全息投影混合现实技术在工业遗址夜景设计中的应用
——以荆州码头文创园城市规划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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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虽短，但强有力的艺术表演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文

化与人文等方面的实力，八分钟里运用了多项多媒体黑科技，实现了三维影像变幻，多媒体全息投影技术以强大的

视觉冲击力和信息表现力已经走向各类设计行业。

　　笔者在思考全息投影技术将光影、图像、图案、文字、声效等因素的组合与再造，能给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带来

更多的可能性。如何依靠多媒体全息投影技术塑造和丰富景观空间，以谋求更高层次的共荣与发展，是一个值得我

们探讨的多课题。将全息投影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和审美思维注入工业遗址景观，以“科技景观”作为视角研究

工业遗址景观与光影技术的关系，尝试分析工业遗址景观在多媒体时代下转变，如何充分借助投影技术在工业遗址

保护前提下丰富魅力景观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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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遗址景观的生态性与全息投影技术的交集

工业遗址景观设计要充分尊重原有场地环境特征，

适当利用原有工业元素改造设计，形成有工业特色的景

观是规划设计的要求。设计目标是让更新的工业遗址景

观符合现代审美和具备游憩和观赏功能的同时让观者充

分感受工业生命情感和文化发展轨迹。工业遗址景观塑

造会受到很多生态保护因素的制约，而设计目标又催使

设计者增添更多设计内容，这种矛盾下，虚拟全息投影

技术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好的解决了这类问题，它

可以让场地避免大兴土木的情况下，塑造更多 3D 特效的

景观。

遗址类景观文化传承是设计目的之一，景观互动性

又是现代景观的新趋势，景观作为传播媒介，将设计内

容通过景观形式传递出来，景观受众者感受的来自景观

的各方感觉冲击，通过现代多媒体，观者又可将景观反

馈传达给作者，这样一来二去形成了景观互动性，虚拟

全息投影技术能创造更丰富多元的感官体验，相信景观

黑科技会不断的挑战景观表达的极限。

二、湖北省荆州市洋码头文创园全息投影夜景设计

实例分析

荆州沙市洋码头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湖北省荆州市，

规划区内有当年赫赫有名的沙市日化活力 28 荆州棉纺厂

等多个龙头工业企业，工业氛围厚重，文化表征明显。

洋码头的更新面临着遗产保护、产业、生态修复、文化

复兴、防洪安全、产业遴选等核心问题。在设计上，设

计团队担心人会来太多，担忧场地负荷问题，而经济运

营上又怕人不来，担心建成后又是一座荒园。设计以生

态保护为前提，为吸引人气，尤其是引导年青群体消费，

设计团队提出利用全息投影混合现实技术策划了多个夜

间景观项目带动人气，并创造收益（如图 2-1）。

图2-1　作者自绘

夜景设计上选择了建筑直接投影、全息水雾投影、

水幕光影及墙面 3D 投影及半膜天空投影等形式进行设计

创作。

1. 建筑投影

因规划区内有 88 个保存较好的遗址建筑，选择建筑

立面较高、较平、较完整的厂房和宿舍楼进行外立面整

修，夜间利用该建筑立面为投射载体，打造出一件件玄

幻立体的光影艺术作品，投射内容可根据场地不同、景

观需求不同随时调换。

核心建筑投影以荆州棉纺厂区建筑设计为核心部分，

该区域规划为工业泛博物馆群，此群由各种码头文化、

工业文化艺术展览馆组成。棉纺厂建筑保留完好，外立

面结构单纯，建筑围合成一个天然户外剧场，结合声光

电及多媒体投影技术，将图像投射到建筑及部分半透明

投影膜上，保证酷炫的 3d 舞台效果的同时还节约了场馆

运营的人力成本，看似热闹饱满充实的的舞台效果，实

际运营表演的演员不过几十人（如图 2-2）。

图2-2　作者自绘

景观互动性上，该区域选择匹配度较高的墙体景观

进行设计，白天普通的水泥墙面，配以音乐、数字互动

技术，该景观夜间确是有趣非凡。将荆州洋码头的文化

方面的艺术作品以小视频或图片的形式投射到墙体之上，

观者通过投影与电影角色匹配，参与场景之中，身临其

境的体验到工业文明的转型与蜕变，在回忆过往中提高

景观的记忆度。

建筑前休闲广场上还有利用镜面投影方式做的互动

式夜景，小朋友在荷间追逐小鱼，脚踩小鱼的那一刻，

小鱼顺势逃跑，小朋友玩的乐不思蜀，而且该类别景观

形式只需开电加投影即可。

2. 全息水雾投影

规划区位于荆江边，有长达一公里的水岸为天然的

水雾夜景观影平台。设计选择较好的观景位，通过全息

水雾投影技术营造荆州码头故事性叙事景观，水雾投影，

原料来自江水，没有其他投射面载体对江面造成污染，

并且不像水幕或喷泉厚重，营造景观可谓是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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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内容精彩纷呈，宽大的投影水雾面，让人置身于无

边的舞台剧场。

3. 星空电影院

遗址公园中部分规划建设户外影院，白天是马蹄状

的休息场地，地台与草坪拼接成高低错落的舞台景观，

晚上通过半透膜进行投影，形成户外生态影院。通过投

影展现荆州工业发展进程，仰望星空感受时代进程的层

层更替。

三、结束语

全息投影技术营造景观空间艺术性是没有边界的，

传统的夜景效果和全息投影夜景效果的最大区别在于文

化输出与视效的丰富度不同。观者与网络世界的大众通

过全息投影技术方式感受景观信息的互动，在接受信息

与反思信息的过程中，让工业遗址景观感受变的更鲜活。

作者通过媒介来反思景观作品，可以让景观作品更有深

度，更有情感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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