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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的非遗保护数字化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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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协和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严重的
生存考验。本文将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以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为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数字化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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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要的原生
态生存空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环，甚至面临着灭亡。在信息和经
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增强现实技术 AR（Augmented Reality，
AR）应时而生。AR 技术是通过虚实相结合的形式在终端设备的显
示器上呈现出来的，将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通过计算机虚
拟成数字信息形式，叠加在现实场景中，达到体验非遗增强的效果。

通过 AR 技术的文化数字化植入方式，体验者能感知真实和虚
拟相结合的世界。基于 AR 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保护，
就是将数字化的文化内容叠加在传统的物质化的载体中，使体验者
感受到虚实结合的新体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1.AR 等相关技术对非遗数字化开发的支撑
1.1 交互技术
借助交互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能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化的内容的多感官、多维度，可以有效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不
到，摸不着，也感受不了的问题。在 AR 应用的的交互技术中，感
受者可以通过摄像头跟踪运动的对象，感受到真实场景中位置的转
变。虚拟物体植入到真实场景中，通过视觉的改变，来感受到位置
及远近的变化。感受者可以通过人机对话、手套、手势等方式，与
虚拟按钮的响应实现交互。

1.2 虚拟场景绘制与实时渲染
利用 AR 技术进行仿真建模，可以将原来的单调的文字、图片

等简单形式，发展到具有更加丰富的场景、角色的虚拟数字内容，
也可以通过三维粒子特技以及情景动画，来建立更复杂的模型。

1.3 网络通信技术
高带宽、海量容量的云存储技术，可以保障智能终端运行的速

度，同时海量虚拟数字内容所需要的存储空间也能够满足。基于网
络通信技术高速、海量的特点，用户能够更加灵活、轻松、便捷的
体验文化数字化。在移动终端应用和体验 AR，也增强了文化感知
和愉悦感的体验度。

2.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模式构建
2.1 基于 AR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
参照 AR 的虚拟数据的数字化技术规范，将非遗的内容进行分

类，归纳整理。打破传统非遗看不见、摸不着的现状，利用计算机
技术，构建可视化的数据库。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的理论框架
利用 AR 技术，构建理论建构，实现在三大类实体媒介植入文

化内容，即手工艺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博物馆和景观。
1.基于 AR 技术的文化数字化植入分析
评价收集、整理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根据非遗内容不同，

恰当设计文化标签，根据数字化转化规则，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数字化转化，进行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途径和策略的资源分析。从
产品弹性和产品选择，进行消费者对消费产品的弹性需求与对消费
者的产品选择性偏好的市场分析。将客体和主体植入资源分析和市
场分析，利用交互、虚拟场景渲染和实时渲染等 AR 技术，进行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植入分析。

2.AR 技术集成
利用交互、虚拟场景渲染和实时渲染等 AR 技术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植入分析，对评价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创新型
的转化设计和开发，以数字文化内容的方式呈现在体验者的设备
中，进行 AR 技术集成。基于此，体验者的互动性、教育性和娱乐
性也可以得到满足。

3.数字化开发的三大类物质媒介载体
对 AR 创意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景观等三大类非遗产内容进行数字化开发。
AR 创意产品，主要是将 AR 纪念品、文化旅游商品、民族手工

艺品、严肃游戏、智能绘本、立体图书等 AR 文化创意产品等内容
植入。

以遗产、民族、民俗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通过 AR
技术，将博物馆中的各种展品进行数字化的诠释和展示，使传统的
非遗文化内容能够达到集教育性、娱乐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主要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园、民俗风
情街、民俗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中
的各类民族文化。通过 AR 技术，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数字
化体验增强，也能用数字化的方式复用、重现传统的民族文化内容，
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传承和传递的效果。

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模式优势
3.1 虚实结合的文化数字化和物质载体形态
利用 AR 技术进行实时跟踪运动对象，将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内容，数字化、可视化的展示在终端设备中，使体验者感受
到的是看的见、感受的了的存在于非遗产传承人大脑中的知识、经
验和技能。形成一种数字化文化形态实时的在现实场景中叠加的虚
实结合的视觉体验。

3.2 文化内容实时交互体验
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通过数字技术和创意设计，实

时的叠加在真实的物质化的载体之中。使数字文化内容能够以更具
有知识性、教育性以及交互性等多种形态进行诠释、传递。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体验者可以与植入的主体、客体进行互动，这种交互式
的文化体验，增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内容的
认识，最终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3.3 数字化开发和原生态保护结合
本着保护非遗的目的，根据收集、整理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内容，利用一定的物质载体，以及数字化转发规则，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化、处理，建立可视化非遗数据库。文
化数字化的方式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以数字化的形态进
行保存、复原、呈现。原生态文化保护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AR 数
字化植入的开发模式相结合，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保护的
一种有效方式。

4 结束语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利用 AR 技术，将其生存环境和

文化氛围通过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使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内容能够进行数字化的保存、诠释和传递。研究表明，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水平的提高，得益于使用 AR 技术进行的数字化保护。
AR 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手段，对非遗的
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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