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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出“电影档案保

护利用工程”，要求对现有电影档案进行数字化转换与存

储。红色电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革命精神，是我

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老红

色电影存在流畅度不够、画面质量较差的情况，影响红

色电影的传播，因此修复红色电影至关重要。目前，人

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应用 AI 图像处理技术、去条纹功

能等对红色电影进行修复，不仅可以提升画面质量，还

能使电影播放更加流畅，保护和传播红色文化，推动电

影工业的创新发展。基于此，如何把握红色电影档案修

复要素，更好地传播红色电影文化，是本文研究需要关

注的重要内容。

一、红色电影档案修复的价值意蕴

1. 有益于保存和传递电影艺术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和 AI 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应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修复红色

电影，提高电影流畅度和画面质量，这对保存和传递电

影艺术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

下，修复师可以将红色电影中的艺术调色、艺术片段、

艺术韵味等保留下来，使人们在观看红色电影的过程中

能够感受到影片中蕴藏的艺术魅力，提升电影的艺术性。

2. 有益于保护和传播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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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影承载了许多革命的记忆，蕴含了丰富的精

神文化内涵，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修复红色电影，可以进一步保留红色

电影独特的时代气息和文化符号，改善视频图像的视觉

效果，使电影画面看起来更加自然，满足当下观众的观

影需求。不仅如此，通过应用 AI 技术，还能提高画面质

量，使观众可以更好地代入影片中，了解革命英雄事迹

和红色历史，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

3. 有益于电影工业的创新发展

4K 修复技术的出现给红色电影传播发展带来新的动

力。通过应用 4K 修复技术来修复红色电影，不仅可以保

留红色电影的精华部分，还能进一步提升画面清晰度和

影片流畅度，打造红色电影重映的标准。不仅如此，4K

修复技术的发展可以给电影工业的创新发展带来新思路，

加快推进现代电影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二、人工智能视域下红色电影档案修复要素

1. 应用 AI 图像处理技术进行连续性着色

AI 图像处理技术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

个领域，主要包括图像识别、图像生成以及图像修复三

个方面。实际过程当中，修复师使用 AI 电影处理软件

对影片镜头像素进行分析，并以 AI+ 大数据的算法进行

研判，从而实现对电影图像像素的修复。事实上，这并

不是一个简单地对电影图像像素进行锐化的过程，而是

先应用 AI 图像识别技术和图像生成技术，识别红色电影

的图像内容并生成图像，分析红色电影图像像素，再应

用 AI 图像处理技术对前后帧的画面图像进行连续性的着

色，提升红色电影整体的视觉效果。《地道战》这种的经

典老红色电影由于拍摄设备限制和胶片的损伤等原因，

存在分辨率低、划痕、噪声、画面抖动、色偏、对比度

低等问题。为了使这部经典老电影重返荧幕，深兰科学

人工智能视域下红色电影档案修复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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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动电影工作的创新发展。基于此，本文以人工智能为研究视角，阐述红色电影档案修复的价值意蕴，从连续

性着色、视频插帧、提升画面质量等方面出发，分析红色电影档案修复要素，并探究人工智能视域下红色电影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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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几名党员组成一个 AI 修复老电影的算法研究小组，

采用国际先进的 AI 技术，完成了《地道战》的高清版本

修复，不仅提升了视觉效果，还能满足观众观影需求。

2. 应用 AI 去条纹功能提升画面质量

通过应用 AI 去条纹功能，可以进一步提升红色电影

的画面质量，提升电影画面的清晰度，满足观众观影需

求。对于分辨率较低的老红色电影，修复师可以在相关

软件功能支持的情况下，采用交错式扫描的方式来去除

条纹，使画面割裂，这对电影画面质量的提升有积极作

用。老红色电影影片渲染并输出后，影片画面中的色彩

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影响影片的整体呈现效果。对

此，有必要应用人工智能的去条纹功能，结合剪辑、特

效以及调色等各种软件，去除条纹，修复影片画面的色

彩，使影片画面质量恢复原状，满足观众对影片画面质

量的需求。比如，修复师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电影

《上甘岭》进行 AI 上色，进一步突出战士们军装的颜色，

使得影片画面中的色彩分明，人物更加逼真，提升画面

质量。

3. 通过 AI 视频插帧提升电影流畅度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观影需求逐步提高，

不仅对影片内容有较高的要求，还要求影片要流畅。老

红色电影受拍摄设备限制，存在流畅度不够的问题，这

需要通过 AI 视频插帧技术，提升电影的帧数，使观众获

得良好的观影体验。视频插帧技术应用的关键在于计算

出前后帧画面的中间帧，这需要深度学习算法的支持。

AI 视频插帧包含多种插帧方式，一是帧采样，二是帧混

合，三是光流。首先，如果红色电影中出现帧缺失或者

速度变化效果不明显的情况，那么修复师可以采取第一

种视频插帧方式，如此一来，在提升电影流畅度的同时，

还能降低对电影整体的影响。其次，对于修复效果要求

高且时长短的红色电影，那么修复师可以选择第三种视

频插帧方式，这有助于提高电影修复效果。最后，对于

视觉元素较为复杂、镜头切换比较频繁、时长较长的红

色电影，修复师可以选择帧混合的视频插帧方式，这样

可以提升影片画面的流畅度。

4. 基于 AI 多特征融合算法构建图像档案修复方案

基于拍摄技术、设备等因素限制，老红色电影存

在画面模糊、噪声多等问题，与当下观众观影需求不匹

配，不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播。对此，要想提升影片画面

的清晰度，那么就必须结合 AI 多特征融合算法，构建一

个专门的红色电影图像档案修复方案，具体包括三个部

分，一是图像选择性上色，二是图像去噪，三是图像超

分。首先，图像选择性上色，先对图像的颜色进行判断，

如果是黑白图像，那么再判断是否需要上色。若需要，

则执行图像上色操作。期间，修复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智能识别电影黑白图像里的内容，并按照事物本

身的特征填充相应的颜色，使得影片画面中的细节更加

逼真，增加观众观看体验。其次，图像去噪，主要作用

是去除图像中的噪声、划痕等。图像上色操作完成之后，

修复师可以背景内容为基础，找到图像的噪声区域或划

痕区域，并用背景内容加以填充，可达到修复图像缺损

内容的目的。最后，图像超分。通过应用超分辨率技术，

可以精准地观测到低分辨率的电影图像，再在相关操作

下，重新构建图像像素密度高、细节内容丰富、影片画

质细腻的高分辨率电影图像。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红色电影档案修复与传播策略

1. 实行“4K 修复 + 文旅”打造红色电影新品牌

老红色电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我国重

要的文化遗产。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修复红色电影，对电

影工业创新发展、红色文化传播发展有积极意义。目前，

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红色文化旅

游，铭记历史，学习革命精神。有关部门要积极重视红

色电影档案修复这项工作，借助先进的 4K 修复技术，给

电影加上色彩，重现红色经典，再结合文化旅游，打造

红色电影新品牌。一方面，应用 4K 修复技术修复经典红

色电影，再将其与红色文旅相结合，组织经典红色电影

观影活动，游客均可免费观看。同时，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真实模拟修复后的经典场景片段，增加游客代入感，

使游客进一步感受到革命的艰辛与不易，学习先辈艰苦

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另一方面，

以修复后的红色经典影视片段为基础，开展抢答、随机

情境表演等多种形式的闯关游戏活动。游戏分成三个难

度等级，分别是简单模式、一般模式和困难模式，游客

可各自选择不同的模式进行闯关。其中，成功闯关困难

模式的游客可获得免费门票、大礼包、消费卡等诸多奖

品。这样一来，可以吸引游客参与到游戏中来，让游客

在活动中了解更多革命历史，记住更多革命英雄和革命

事迹，传播红色文化，打造红色电影 + 文旅新品牌。

2. 建立智能化电影档案影片鉴定环境

为了更好地传播红色文化，还需要充分应用数字技

术，建立智能化电影档案影片鉴定环境，这对保护和修

复老红色电影有重要意义。健全智能化电影档案影片鉴

定相关的制度体系，完善智能化电影档案影片鉴定技术

规范，详细规定或细化鉴定条件、内容、程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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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方法等各项要素，为智能化电影档案影片的鉴定提

供有效参考依据。同时，完善智能化电影档案影片鉴定

相关的监督制度，加强行业规范，促进智能化电影档案

影片鉴定制度实施到位，发挥其本身作用，为更好地保

护和修复老电影奠定良好基础。

3. 形成红色电影传播方式新格局

近年来，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

出现给老红色电影的修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诸如

《地道战》、《永不消逝的电波》、《上甘岭》等经典红色

电影被修复后，从黑白色转变成彩色 4K 高清，不论是画

面质量，还是电影流畅度，都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观影

需求。老红色电影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相关部门

要加强对老红色电影的宣传和推广，同时发挥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的优势，形成新红色电影传播方式新格局。一

是借助抖音平台宣传《地道战》、《永不消逝的电波》等

红色电影，或者和抖音影视博主合作，由他们来讲解老

红色电影中的一些经典片段，吸引更多抖音用户前去观

看红色电影。还可以将电影剪辑成多个短视频，以连载

的形式依次发布，这样既符合人们“碎片式”阅读习惯，

又能吸引用户继续关注红色电影，达到宣传的目的。二

是借助 B 站宣传红色电影，以红色电影为主题，组织开

展二次元创作比赛活动，并准备免费 B 站年会员、礼包、

消费券等诸多奖品，吸引 B 站 up 主及其他用户积极参与，

传播红色电影和红色文化。三是革命纪念馆、革命历史

博物馆等通过微博、抖音、微信等平台与红色电影联动

宣传，介绍红色文化，讲解背后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

用新科技花式展示革命文物，模拟真实情境，吸引更多

网络用户观看红色电影，进一步了解革命历史，传承红

色文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修复红色电影档

案，在传播和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对电影工业的创新

发展有积极作用。修复师要把握应用 AI 图像处理技术，

进行连续性着色、应用 AI 去条纹功能，提升画面质量、

通过 AI 视频插帧，提升电影流畅度、基于 AI 多特征融合

算法，构建图像档案修复方案等要素。同时，实行“4K

修复 + 文旅”，打造红色电影新品牌，建立智能化电影档

案影片鉴定环境，形成红色电影传播方式新格局，让更

多人观看红色电影，传播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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