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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画中“游”、景区一键管、研究能变现，数字技术给文旅行业带来全方位革新——

“虚拟+现实”融出春光无限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利用裸眼3D技术和全景视角，让观众尽览运河沿线风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采用虚拟形象做导

游，还将文物细节放大展示；苏州湾数字艺术馆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让山水画卷“动”起来……

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带动文旅行业深度变革，不断催生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释放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加

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内容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为加深、加速数字文旅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数字文旅还要朝什么方向持续突破？乘着春光，记者走访多家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探看“数字风景”如何更好吸引游客追

寻“诗与远方”。

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时，你看到眼前的玄武湖
碧波荡漾；穿越古画中，
北宋汴京的贩夫走卒与你
拱手作揖；长江边上，“指
挥”渡江战役的你斗志昂
扬……在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信息科技大楼19楼的实
验室内，这些虚实交融的
奇幻场景，在各个项目中
落地成为现实。

“眼下，数字旅游进入
智慧旅游阶段，通过最新
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帮助
旅游用户以虚实融合的方
式体验旅游场景、智能规
划旅游路线、与旅游场景
展开互动。”南信大元宇宙
文旅场景应用技术研究重
点实验室主任潘志庚告诉
记者，实验室最新开发了
酒文化元宇宙体验馆，用
户可以体验酿酒整个过
程，基于触觉交互完成虚
拟搅拌等过程，“下一步，
我们准备结合嗅觉交互，
让用户不喝酒就能领略酒
的味道。”

从 “ 数 字 赋 能 ” 到
“科技沉浸”，各地纷纷推
出沉浸式旅游产品，让游

客从单纯的观赏者转变为参与者。
“沉浸式体验也在不断进化。”江

苏原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自亭介绍，早在2021年，江苏原
力就联合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推出

“金陵图数字艺术展”，突破性运用
“人物入画，实时跟随”互动观展模
式，在百米巨幕上实现观众第一视角
穿越千年金陵盛景。

技术迭代带来文旅体验的升级。
去年，江苏原力推出的“《韩熙载夜
宴图》AI沉浸式体验展”，利用公司自
主研发的重光照扫描技术，并通过
Style 3D软件，实现37个数字人角色
的高质量制作，使得这一名画开启

“数字重生”。
更大范围的“数字孪生”应用项

目已具备技术可能。苏州创捷传媒展
览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博物馆数字孪
生感知技术，可打造数字版城市“孪
生体”，目前主要的落地成果为高科技
展示馆内完成的一些数字孪生城市的
场景应用。该公司副总经理董刚透
露，目前他们正在开发基于动作传感
与数字孪生生态融合应用展示系统。

“原先的技术应用主要在公司主营业务
中的高科技展示馆内，未来伴随这些
技术的深度开发，将更大程度地应用
于整个数字文旅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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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升游客体验，现代信息技术的
应用，还大大提升了文旅行业的管理和监
测能力。

在“智能书架”一侧的小屏幕上搜
索，就可精准追踪热门图书、新书上架情
况，实现全自动盘点与定位……在南京图
书馆看书、搜书、找材料，越来越方便。
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表示，南图还牵头成
立“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平台”，已
连通全省118个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的业
务系统，截至去年年底采集汇聚数据7.82
亿条。“这如同为产业发展点亮指引方向
的‘信号塔’。”陈军说，相关从业人员通
过分析特定领域文献资源的增长趋势、关
键词热度变化、科研机构研究动态等，把
握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为产业布局和技
术研发提供参考。

随着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旅游景
区客流量激增，如何及时发现客流堵点和
安全隐患并快速处理？

省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发展中心牵头
打造“江苏智慧文旅平台”，每逢节假
日，省内热门景区可实现一键实时监控。
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通过人工智能算
法，可从监控画面上自动抓取景区人流拥
挤和不可移动文物监控的人员入侵、大型
器械入侵等截图，自动发出提示信息，并
提示处置反馈。

记者发现，尽管文旅运营主体的单体数
字化管理十分完善，但放眼整个行业，文旅
数据“孤岛现象”还较为严重，跨景区、跨
业态数据共享机制缺失。业内呼吁，加快对
文旅企业数据资产及数字资产进行评估入
表，将游客数据、文化内容数据等作为数据
资产，数字藏品、虚拟旅游场景等作为数
字资产，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引导文
旅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业界也期待出
现能够整合各部门数据的城市级文旅“超
级大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前预警突
发事件，让数字文旅管理系统更智能。

行业管理期待“超级大脑”

数字技术作为一项“工具”，还给文
保研究带来颠覆性改变。

“很多近现代的书籍、报纸、文件因
纸张酸化导致发黄变脆，严重时一触即
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近现代纸质文
献脱酸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张金萍
说，数智化为古老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注
入新动力。

“如今，陶瓷、木雕、漆器等苏作技
艺，都可以通过我们开发的大模型进行系
统化的记录、叠加、分析和创新。”苏州
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柯告诉记者，苏作技
艺数智化技术省文旅重点实验室通过大数
据语义模型AI技术，对苏作技艺的传统
工艺流程、技艺要点进行系统化数字化记
录和分析，构建“数字化档案馆”，帮助
传统工艺师更高效地创作出满足现代消费
者各类需求的产品。

“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园林进
行全要素信息采集，可以搭建数字化云平
台，向公众开放展示系统，推动遗产保
护与科普教育深度融合。”江南园林遗产
保护与活化省文旅重点实验室主任张青
萍举例说，南京林业大学基于采集的假
山三维数据，开设《传统假山叠石构建
技艺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助力园林文
化的活态传承。

省文旅厅智库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周
凯则建议，文化保护与产业化应形成良
性循环，可利用三维建模、数字孪生等
技术建立文化遗产基因库，通过IP孵化
机制衍生数字藏品、虚拟演出等新业
态，构建“数字文保—创意开发—产业
反哺”的闭环生态，“三者协同将推动数
字文旅从工具赋能转向系统重构，催生
文旅经济新范式。”

文保研究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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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用工市场观察专
题加速数字文旅发展专
题

游客在丽江古城内查看电子导览大屏。
（陈欣波 摄 新华社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
工智能驱动未来发展是备受
关注的热点话题。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提出，
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
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
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
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
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
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
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引发
广泛关注。

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时代
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力量，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人工智能不仅带
来“AI for Science”的科学
研究新范式，更带来工程智
能 （AI for Engineering） 的
范式变革，这将推动解决与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技
术难题，加速成果从实验室
走向社会，服务智慧交通、
智能建造、智慧医疗、智慧
城市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
为人类创造更加高效、便
捷、安全的生活。

比如，在智能建造领
域，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设
计算法、构建多智能体建造
过程动态仿真数字底座、智
能化改造升级大型自主无人
施工机械装备、研发具身智
能感知机器人等一系列人工
智能赋能建造业的创新实
践，全面服务我国超大城市
韧性安全治理，支撑国家重
大战略工程的高效安全建
设，并助力开拓极地、深海、地外开发等
未来极端环境建造。在智能医疗领域，通
过人工智能辅助影像分析，得以实现精准
诊疗和个性化治疗方案、远程诊疗，微纳
手术机器人、可穿戴具身智能康复设施等
核心技术也加速广泛应用，这都将极大提
升医疗服务的效率与精准度，为我们勾勒
了人工智能赋能下的诊断、治疗、康复全
流程医疗服务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智慧交
通领域，发挥大模型数据对齐理解、仿真
推演和策略生成等功能优势，结合交通运
行数据、历史交通事故数据等海量信息资
源，开发交通垂域大模型，可以帮助我们
攻克交通态势推演、致因分析、风险诊
断、信息安全、改善方案、智能决策等关
键技术，破解交通事故智能准确定责难
题，降低因事故引起的交通延误。

智创未来，人工智能正引领社会迈向
更加智慧、包容与可持续的明天。同济大
学主动识变、积极应变，提出工程智能
（AI for Engineering） 的思路，推动人工智
能赋能新工科建设，实施《人工智能赋能
学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加速搭建科学技
术到产业应用的桥梁，为智能建造、城市
安全、智慧交通、智能车辆、智慧医疗、
社会治理提供面向未来的技术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针对人工智能需要的本体技
术、场景应用、系统集成和社会治理四类
人才，联合多所高校共同建设人工智能工
程技术课程体系 （ELITE），构建新工科专
业知识图谱与知识模型，搭建AI4E （工程
智能） 教学创新实训平台，构建系统化
AI4E教师素养与胜任力培训体系，培训万
名AI+新工科教师，创建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的新范式，为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郑庆华，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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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在马可·波罗奇迹之旅展上
使用MR互动体验装置。

(田益铭 摄 新华社发）

在第七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AMD展台拍摄的“AI+文物修复”技术展示。
（王益亮 摄 新华社发）

如何让数字文旅应用到
更大范围、爆发出改变业态
的更大能量？

“数字文旅要拓展更大范
围的应用，就需要在技术融
合、服务集成与生态构建中
寻求突破。”周凯认为，下一
步沉浸式体验可突破物理边
界，借助元宇宙技术构建

“平行景区”，将历史文化场
景、自然奇观数字化复刻，
形成可交互的虚拟文旅资产
库，延伸至教育、会展、影
视等跨领域应用；服务便捷
化需向智慧生态演进，通过
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技
术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构建

“数字孪生城市”平台，实现
行程规划、消费支付、应急
管理的全链路智能化。陈军
也认为，跨界融合的模式需
要更新颖，应更大力度支持文
化文物单位、景区景点跟数
字文创企业合作，一起打造
有IP价值的数字文旅产品。

“人工智能+”，成为数
字文旅新的发展风口。过去一年，AI
伴游、登山助力机器人等智能化应用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工智能逐步渗
入旅游行业各个环节。

“文旅和人工智能融合，能够带来
产品新体验，助力模式新升级，拓展
融合新路径。”无锡拈花湾文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认为，旅游
业具备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应
用场景多等特点，具备让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落实到产业化的基础。但目前
人工智能在文旅产业的应用还存在政
策协同性欠缺、技术应用浅层化等问
题。建议国家层面制定“人工智能+
文旅”行动计划，明确实施路径、
方针政策、目标举措等。鼓励引导
文旅企业与科技企业合作或向科技
型文旅企业转型，扶持企业进行核
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
提升，加速新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
探索与实践。

（付奇 杨民仆 郭婉如 李轶嘉，载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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