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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型技术也随之涌现出来，在各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AR交互技

术作为一种增强现实技术，将其应用到数字影视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呈现出更加逼真的观赏效

果。基于此，本文对AR交互技术原理、特征及其在数字影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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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影视行业在逐步改进与提升，正朝着

国际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行业人员也纷纷投入到了影

视技术研发工作中来，加大了技术的研发力度，AR 交互

技术也由此产生，该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改变着行业生产方

式。将其应用到数字影视行业，人们能够通过屏幕媒介看

到虚拟景象在现实中的呈现，增强人们的视觉效果，具有

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1  AR交互技术原理及特征 

1.1  原理 
AR 交互技术是将在现实中无法感知到的实体信息，

经过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模拟仿真、叠加后再运用到现

实世界，被人们身体各种感官器官所感知，以达到超越现

实的体验效果。该项技术不仅呈现了真实世界信息，并且

还同步实现了虚拟世界的信息，让两种信息有效进行补

充、融合。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使用头盔显示器，将

现实世界和计算机图形重合起来，就能够感受到自身被真

实的人和事围绕。在此过程中，就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同时，还可以冲破时间、空间等一些因素的限制，去体会

现实世界中不能经历的事情。图 1 为 AR 交互技术简单的

结构图。 

 

图 1AR 交互技术简单的结构图 

AR 交互技术涵盖三维建模、场景融合等各项技术。

有了这项技术，可以让人们体验到超出现实的真实情境。

AR 交互系统主要是由紧密连接、实时运行的硬软件构件

协同起来的，比较常用的组成形式为光学透视式。在以计

算机为核心的 AR 实现方案中，摄影机将现实世界图像输

入电脑中，并与电脑图形系统的虚拟景象组合起来，在屏

幕显示器就能够看到合成景象。其组成形式虽然简单，但

是给用户带来的沉浸感很强烈。 
1.2  特征 

AR 系统具备实时交互性，是虚拟现实信息的集成，

此外，还能够在三维空间内加入定位虚拟物。而交互性包

含内容的互动、形式的内容、“内容+形式”的互动几种。

内容的互动并非实质性的互动，是抽象层面的互动，创作

者在进行创作时，可有意识地去探究大众的心理感受，通

过内容的设置以强化观众的互动感，就好比是设问，先提

问，促使观众思考，再给出满意答案。形式的互动最能体

现互动的特点，更是未来影视发展的方向。在电影广告中，

创作者常常会用到交互技术，在情节发展中，添加暂停、

选择等一些元素，以实现互动，让观众可以获取到理想的

观看体验。“内容+形式”互动，也可以成为虚拟现实。该

形式是将虚拟、现实融合，实现人机互动的效果。以比较

典型的《蓝色斑点狗》这一幼儿类电视节目为例，在每集

中，真人主持都会给幼儿们介绍虚拟制作动画小狗相关的

谜题，让幼儿可以更直观地接受动画信息。 

2  AR交互技术在数字影视中的应用 

2.1  新的视听体验 
2.1.1  视听语言的变化 
AR 影片的视听语言模式与传统电影影片是有很大的

差别的。在传统的影视制作中会比较注重人物与环境的构

图比例，或者是特写全景等一些概念。但在 AR 中没有，

在 AR 世界中的房子是可以进入的，观众可以根据自身的

需求进入到所要了解的场景中，走进人物内心。 
在声音层面，AR 给观众的声音体验是 360 度的。在

以往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或是用手机看电影，电影中的声

音是通过音响发出的。而在 AR 系统设备中，你可以听到

来自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发出的声音。比如说，当你在观影

时，听到脑后爆炸声，你会不自觉转身看到汽车在火焰中

消失。不过这一般出现于第三人称 AR 电影。在第一人称

电影中观众往往都会有一种被导演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观

众好像就是在故事人物情境中。人物看到什么，观众就能

够看到什么。但长时间处在第一人称视角也会很枯燥，且

无构图变换视角，需要用另一种视听语言形式去解决。如

国内电影《爵迹》，抛开电影情节，将 AR 技术与影视结

合这一点就突出了创作者的前卫思想。在电影首映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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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 AR 合影区。观众可自主下载 Realmax 的“爵迹 AR
合影”App 就能体验到酷炫 AR 合影，冲破次元界限，有

一种亲临奥汀大陆之感。 
2.1.2  改变单视角欣赏角度与单线性观看顺序 
观众在传统影视中仅仅是观看者，无法形成对多角色

的认同，只关注主角心情，而不能对别的人物有深刻的认

识。在应用 AR 交互技术后，观众能够自由选取人物视角，

从多种角色视角去观影，更全面了解到影视作品所要表达

的信息。此外，在传统的传播体系中，观众只可以按作品

规定的时间顺序去探索。而 AR 交互技术的应用，冲破了

单线性叙事的束缚，观众能够自主选主线，自主探索结局。 
2.1.3  提高了传播质量，让观众动起来 
以往的影视艺术文本是固定的，即使是叙事，其形式

也不是线性的，观众不能自主选取或控制。而有了互动技

术，有效冲破了时空界限，拓展了叙事维度，可利用各种

形式的设备，选取播放片段，切换主观视角。将 AR 交互

技术运用到数字影视中，可以经过动画和真人互动，让观

众动起来。 
2.1.4  交互式体验 
观众参与交互的形式有五种：第一种语音交互。所谓

的语音交互就是基于语音识别，设置好对话，经过对用户

声音的识别，达到人机对话的效果。第二种是姿势交互。

即用户利用数据手套等工具，跟踪身体运动，并做出反应，

进行人机交互。第三种是头部跟踪。主要是使用超声波等

定位用户头部。AR 交互技术主要使用了头部跟踪，观众

戴好眼镜，随头部的移动，眼睛看到的影像也会随之变化。

第四种是触摸交互，这就需要用到专门的触摸设备。第五

种是脑机接口。最新的人机交互模式当属脑机接口，它可

读取人脑活动，生产控制信号，对外界设备加以控制。 
AR 影视与平面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交互性，打造

可看见的世界。如《神秘商店》就是可交互的影视短片。

在该短片中，观众能够自由移动，当触碰到商店内的一些

神秘符文时，会出现亮光，同时蹦出很高的大青蛙。当触

碰到商店中的大宝剑时，会看到战争爆发画面，这就是

AR 的交互性之一，它能够触碰到影片中的世界，并非被

动去接受。同时，还能够实现影片人物和观众的互动，这

样的 AR 影片在制作时就具有灵活性，何时与观众交互都

变得非常重要。在交互中，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2.2  新的剧作模式 
AR 影片的剧作模式和传统影片有两点差异，第一点

因 AR 影片是全方位可视的，若是无法有效去引导观众，

则观众就不清楚故事重点是什么，可能会没有头绪。第二

点是在 AR 影片中观众的自由度很高，在影片中的各个场

景都不可以存在差错。这就要求影片制作者画面设计到

位，让观众可以看到更多现实中不能看到的内容。在制作

传统影片时，要考虑如何去设计镜头，画面构图、衔接非

常重要。而在 AR 影片中，需要导演采用视听手段来引导

观众。 
2.3  新的拍摄模式 
随着 AR 技术的兴起、发展，AR 内容需求也在逐步

扩大。国内从业人员因受限于缺少专业 AR 设备或软件

等，许多内容生产都很小心谨慎。但现在行业人员越来越

认识到 AR 技术应用的重要性，在影视拍摄时，非常注重

连贯性，镜头切换要自然过渡，以让观众可以更好地置身

到影片真实情境中。 

3  AR交互技术在数字影视中的应用前景 

随着实时演算等各项技术的发展，AR 技术已从之前

的三维动画制作朝现场实时渲染过渡，加之传感器等技术

的融入，使得 AR 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范围更广，从原先

的可视化参考工具发展为实时交互、渲染嵌入影视前期到

制作全过程转变，成为了影视领域人员影视创作不可获取

的技术手段。 
AR 技术作为可以引领未来趋势，创新内容制作的技

术，在中国影视制作中具有很广阔的前景。《刺杀小说家》

《侍神令》就用到了动作捕捉、虚拟场景等新型技术，提

升了观众的观赏体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在日后，

AR 交互技术将会释放更大的价值。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传媒方式也朝着立

体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兴媒体取代了传统媒体，正改

变着信息传播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影视领域也随之

发展起来。AR 交互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的视听体验，

改变单视角欣赏角度与单线性观看顺序，提高了传播质

量，强化了交互体验，让观众动起来，为数字影视行业的

发展创造了技术条件。在未来的发展中，行业人员还要不

断地进行技术研发、升级、改进，将 AR 交互技术的功能

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推动影视领域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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