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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技术下的博物馆数字化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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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GC 技术已成为推动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在探讨 AIGC（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技术在博物馆数字化应用中的实践与影响。分析 AIGC 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现状，包括文物鉴定与鉴赏、

智慧博物馆建设、文创产品设计等方面。提出 AIGC 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如数据质量与偏差、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

以及伦理与法律风险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包括提升数据质量、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

应对伦理与法律风险的策略。强调了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关注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以实现博物馆研究

与传承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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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炸式发展，AIGC 技术已经成为

推动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关键力量，它通过自动生成内容的

生产方式，广泛应用于音频、文本、图像、视频以及跨模

态生成等领域。AIGC 技术的核心在于利用算法生成具有创

意和质量的内容，这为博物馆提供了个性化和丰富的展览体

验，同时也促进了观众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文化知识。博物馆

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在数字化的进程中，AIGC 技术

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博物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还能够

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丰富观众的文化体验，并促

进博物馆与其他领域的跨界合作和创新。

2.AIGC 技术博物馆数字化相关概念

2.1 AIGC 技术的发展

AIGC，全称AI Generative Content，译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技术在传媒、影视、游戏、音乐、艺术等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打造新的数字内容生成与新的交互形式。传统的

设计方式是从创意灵感到使用工具以及最终的作品呈现，都

产于设计师逻辑思考的过程。然而，基于 AIGC 技术的设计

方式则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由设计师提供语义情景

构思和数据收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提供运算和生成候选

作品，最终获得的作品是人与机器的共同产物。生成式 AI

的主要应用在以下 3 个方面，即文本生成、音频生成、图

像生成，设计师可以借助 AIGC 协助进行文学创作、音乐创

作、绘画创作和戏剧创作，以扩展现有的维度。AIGC 技术

通过深度学习和预先训练不断完善，将生成式 AI（如 Stable 

Diffusion、GANs 等）应用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领域，为

其带来无限可能。

2.2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将传统的博物馆展示、管理和服务等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以

提升博物馆的展示效果、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在这一阶段，

博物馆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展品信息进行录人和存储。通过高

清摄影、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将博物馆的藏品以数字化的

方式呈现出来，并建立起数字化展品数据库。同时，博物馆

引入智能化导览系统，为观众提供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参观

服务。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导览设备，获取展览地

图、展品介绍和讲解等信息。此外，导览系统还可以利用定

位技术，为观众提供室内导航，帮助他们更方便地找到感兴

趣的展品。

博物馆引入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对博物馆各个环节

的数字化管理，包括藏品管理、展览策划、文物保护、票务

管理、安全监控策划、文物保护、票务管理、安全监控等。

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博物馆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藏品，实

现对展览的动态调整和更新，提高文物保护的精确度和安全

性。数字化管理系统还可以帮助博物馆进行数据分析和统

计，为博物馆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从简单的展示

和传播，到互动和参与，再到保护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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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智慧化的进程在不同博物馆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有

些博物馆可能在某些方面更早地采用了这些技术，而有些则

相对较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3.AIGC 技术在博物馆数字化的应用

3.1 数据分析与图像处理

利用 AIGC 技术对博物馆藏品进行数据分析和图像处

理，可以高效、便捷地协助博物馆更好地了解观众需求、改

善展览策划和优化文创产品设计等。通过 AI 图像处理技术，

博物馆可以自动处理文创产品设计所需的藏品图像，进行虚

拟修复，并提取关键的文化特征和元素。例如，可以自动识

别出具有艺术价值的图案、色彩和纹理等，以及与历史文化

相关的符号和意象。这些修复处理后的图像可以为设计师提

供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博物馆藏品。经过火灾

后的巴黎圣母院，可以通过 AIGC 技术进行 3D 建模，以更

好地精准修复，还原历史风貌。博物馆可以使用 AIGC 技术

中的数据分析功能来挖掘博物馆藏品的潜在创意和设计元

素。通过对大量的藏品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包括艺术品的种

类、年代、地域等信息，以及艺术家的风格和创作背景等数

据，博物馆可以发现一些隐藏的关联与规律。

3.2 个性化定制

利用 AIGC 技术，以博物馆珍藏的艺术品为原型，用户

可以定制个性化艺术品。这种定制化的设计方式能够满足不

同观众的需求，提升对博物馆文化的参与感与体验感。物联

网、3D 打印和增材制造等技术为博物馆提供柔性生产的个

性化服务斗，博物馆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偏好生成个性化

的产品设计，提供独特、符合用户口味的定制方案。

3.3 虚拟展示与互动体验

通过 AIGC 技术，博物馆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和

增强现实（AR）等技术创造出沉浸式的虚拟展览和互动体

验，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物和艺术品。如 2023 年

5月 18日，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开发了名为“数字故宫”

的文创产品，使文物数字化。该产品基于深度学习和图像识

别技术，通过扫描故宫文物，为观众提供虚拟展览和全息投

影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在视觉与触觉上体验游览，展现

数字化博物馆。

3.4 社交媒体推广

博物馆可以利用智能算法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来优

化社交媒体推广，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参观博物馆。社交媒

体平台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来预测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主

题、话题和账号，以更精准地传达推广活动给目标受众，提

供个性化的推荐内容。同样，AIGC 技术可用于社交媒体上

的精准广告投放，博物馆可以利用 AIGC 技术分析社交媒体

用户的画像特征，如年龄、性别、兴趣等，有针对性地进行

广告推送。

4.AIGC 技术在博物馆数字化的隐患

4.1 警惕数据质量与偏差

AIGC 技术的性能直接依赖于训练数据的质量。若训练

数据中存在误导性或错误的信息，不仅可能误导观众，更可

能损害博物馆作为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机构的公信力。因

此，确保训练数据的准确性是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于博

物馆叙事的首要前提。数据偏见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训练数据中可能隐含的社会、种族、性别等偏见，将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得到体现，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误解。博物

馆作为公共教育机构，有责任确保所传播的文化信息是公

正、客观且无偏见的。因此，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识别和消除数据偏见。数据的完整性对生成

全面、准确的历史叙事至关重要。若训练数据不完整，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可能遗漏关键历史事件或细节，导致

观众对历史的认知产生片面性。博物馆应确保训练数据覆盖

全面，以便内容生成得完整、连贯。

4.2 平衡文化传承与创新

人的自主性和控制权的让渡，会引发文化创新和创造

的贫乏困境。批量式产出的传统文化传播内容，对作品或产

品的艺术性、原创性等关键维度均会施加负面的冲击，其凭

借对语音特征、表情动作的模式化设定，能够塑造出如“数

字人讲解员”这样的角色。但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受限于

序列式的数据架构及缺乏甄别的信息加工等要素，传统文化

类的 AIGC 本身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在这种遵循固有模

式的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产生同质化的观感。例

如数字人讲解员，尽管在外观和动作上遵循了一定的规范，

但在讲解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方面却显得生硬刻板且缺乏深

度，难以真正引发受众内心深处的共鸣。

4.3 审视伦理与法律风险

AIGC 技术在推动博物馆内容创作与展示创新的同时，

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的法律与伦理风险，其中最为突出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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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侵权风险。生成式技术高度依赖于大量的训练数据来学习

和生成内容。然而，这些数据中很可能包含了受版权保护的

内容，若未经授权直接使用，便可能构成对版权持有人知识

产权的侵犯。因此在技术引人时，必须严格遵守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确保所有使用的训练数据均来自合法、可靠的来源，

且在使用前已充分取得版权持有人的授权或许可。此外，博

物馆还需建立完善的内容审查机制，对生成的内容进行严格

把关，确保不含有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元素。一旦发

现潜在的侵权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相关内容，并主动与版

权持有人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自身的法律合规性。

5. 结语

AIGC 技术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将博物馆数字化转

化为丰富、引人人胜、有意义的旅程。通过围绕物体编织故

事、培养批判性思维、利用技术、吸引社区和激发创造力，

博物馆可以创造出能够引发观众深刻共鸣的体验。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机构，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文

物所蕴含丰富价值的研究与传承。AIGC 技术的可以实现多

模态内容生成，根据观众的指令，创作出符合观众需求的

博物馆，提高观众对博物馆资源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但技

术应用并非万能，过度依赖技术，也可能削弱观众自主探

索与学习的能力，影响其对文物深层次价值的感知与理解。

因此，博物馆在运用 AIGC 技术提升体验的同时，应把握

技术与人文的平衡，引导观众在享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

深人探索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真正实现博物馆研究与传

承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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