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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来临，各地博物馆人流量增加。近年来，

文博产业持续升温，博物馆成为公众休闲游览的热

门打卡地。

与此同时，各地博物馆积极应用数字孪生、虚

拟现实（VR）、裸眼 3D 等技术，创新展览、互动形

式，让观众感受到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之美。

虚实结合丰富体验

“戴上这个虚拟现实眼镜，可以‘穿越’到古

代，看到过去大河村居民的生活场景。”在郑州市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一楼展厅的 VR 体验区，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刘奕畅介绍，观众戴上 VR

眼镜后，用手柄点击不同页面，就能看到大河村先

民的生活场景。

在 VR 技术帮助下，参观博物馆的方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观众不再单纯用眼睛观看展品，

还可以“参与”到展出中，更直观地了解展品。

在敦煌莫高窟景区内的数字敦煌沉浸展馆，观

众戴上 VR 眼镜后，可以“走进”洞窟，打破时空束

缚，“穿越”到 1400多年前精妙绝伦的壁画世界。利

用 VR 技术，工作人员对洞窟进行了 1∶1 高精度立

体还原。在相关设备帮助下，观众不仅可零距离观

赏壁画，而且可以“飞升”到窟顶，化身壁画故事主

人公，与雷公等 40余位神仙“共舞”。

与 VR 技术带来畅游虚拟世界的体验不同，增

强现实（AR）技术可以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叠

加，给观众带来虚实结合的参观体验。

在成都博物馆，观众戴上 AR眼镜走进展馆，看

着感兴趣的展品，随后眼镜中便会弹出展品图片介

绍与视频讲解。这使线上讲解内容与线下展品有

机融合，显著提升观众参观体验。

如果不想佩戴 AR 眼镜，观众也可以在手机上

下载指定 App，使用 AR 功能。例如，相关手机 App

中的 AR 导览功能，将 AR 技术和线上地图结合，可

实现 3D 立体导航，把导航路线叠加在真实世界道

路上，指引观众尽快到达目的地。

除此之外，相关 App 在指定地点还设置了虚拟

讲解员。观众扫描指定内容即可“召唤”虚拟讲解

员，聆听有关展品的讲解。

光影技术还原历史

鸟儿飞翔、花朵绽放、溪水流淌……走进浙江

省博物馆之江新馆，随着全息投屏“画卷”徐徐展

开，高 5 米、长 40 米的数字长卷将 600 多年前的《富

春山居图》生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借助全息影像、裸眼 3D 等光影技术，沉浸式数

字展览成为博物馆新的展出方式。观众站在展厅

中便可“重回”历史现场，近距离感受古代文明。

“利用光影技术辅助展示，在当下已经十分普

遍。我们在整个展馆 100多个位点运用了多种最新

的光影技术，包括 OLED 交互、裸眼 3D 等。”浙江省

博物馆馆长陈水华介绍。

在郑州博物馆二楼的裸眼 3D 展示屏前，游客

只需站在地面上标示的“最佳观看位置”，就可获得

“呼之欲出”的视觉体验。

郑州博物馆管理中心主任杨建军介绍，运用裸

眼 3D 技术，游客无需佩戴眼镜或者头盔等辅助设

备，就可以看到 3D 图像。它打破了传统的展示方

式，让观众可以看到展品更多细节。

目前，郑州博物馆已对 5 件馆藏精品文物进行

裸眼 3D展示。

线上观展足不出户

除了不断更新展示、交互方式，近年来我国许

多博物馆借助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在网站、小

程序等平台办起了云上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将线

下展览搬到线上，创新文物展示传播方式，实现了

24小时不打烊。观众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够畅游文

化海洋。

西安博物院与互联网企业合作，采用实时云渲

染、生成式人工智能、3D 高清建模等技术手段，将

文物藏品转化为可虚拟互动的内容。例如，在以重

要馆藏《辋川图》为基础塑造的元宇宙 3D 互动空间

中，观众可以借助手机、电脑、虚拟现实设备等，进

入线上元宇宙空间，化身《辋川图》中的人物，自由

行走在王维笔下的辋川二十景中。每到图中一景，

都会触发相应的图景介绍以及王维所写的诗词，一

景一诗，相互映衬。伴随着画中美景和王维的诗

词，观众可以在笔墨山水间，尝试体会王维当时的

心境。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推动“智慧国博”

建设。国博 App、小程序、智慧导览系统的开发，让

“云端国博”“国博云展览”“国博云直播”等活动成

为常态。观众在云端就能欣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精品展览，近距离领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明。

2023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新成

果——中华文明云展试点上线。与以往展陈不同，

该展览由我国博物馆界首个数智人艾雯雯担纲导

览，引领观众沉浸式线上观展。

“祝贺可爱的艾雯雯入职”“古代记忆牵手现代

科技，穿越现实感满满”……网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板上写下了对艾雯雯的赞美。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活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贺占哲介绍，中华文明云展是以国家博物馆古

代中国展厅为基础打造的线上展厅。

“每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参观的

观众都特别多。我们希望更多人在家里就能够看

到这个展览，所以引入数智人艾雯雯，让它带领大

家参观，会让观众感觉更亲近。”贺占哲介绍，艾雯

雯既是一个虚拟角色，也是一个数智角色。研发人

员利用数字孪生、骨骼绑定、动作捕捉等技术，让数

智人拥有生动的表情与丰富的肢体动作，使静态的

数字模型“活”起来，变成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与

此同时，研发人员精准还原了展馆三维透视空间，

利用三维与实景视频合成渲染技术，让艾雯雯“走”

进现实场景。

艾雯雯可与馆藏文物产生神奇“感应”，具有让

文物“活”起来的独特能力。除此之外，艾雯雯还拥

有超强的自学和自适应能力，能够不断更新、丰富

自己的知识，提升与观众的互动技能。

数字孪生、虚拟现实、裸眼 3D……

新技术让博物馆展品“动”起来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宇航）近

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获悉，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参与第二次青藏科考研究团队

在青藏高原腹地取得了重大考古发

现。该团队在西藏自治区色林错南

岸的尼阿底遗址第 3 地点，发现了青

藏高原目前已知的最早细石叶技术

遗址。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青藏高

原史前人类文化研究的空白，也为理

解人类早期在高原的迁徙和演化提

供了重要线索。

据介绍，细石叶技术遗址作为青

藏高原发现的最丰富史前人类文化

遗产之一，一直备受考古学界关注。

这些遗址代表了青藏高原早期人类

在高原的大规模迁徙和定居活动。

尽管经过多年系统发掘，具有可靠年

代数据的细石叶技术遗址在青藏高

原仍较为稀缺，在高原腹地更是鲜有

发现。

研究团队通过技术－类型学、光

释光测年和碳十四测年等多种科学

方法，对遗址中的细石叶技术遗存进

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尼阿底遗

址第 3地点的细石叶生产主要运用楔

形石核和半锥形石核两种技术，其特

征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华北地区

的细石叶技术特征高度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尼阿底遗址第 3

地点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 11000—

10000 年。这一时间节点不仅揭示了

细石叶技术人群在青藏高原腹地的

早期活动轨迹，也为理解青藏高原史

前人类文化的演变提供了重要时间

标尺。

此外，研究团队还结合分子生物

学成果，对高原细石叶技术的发展进

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细石叶技

术人群迁移进入高原可能与人类长

期在高原生活以及现代藏族人的形

成有密切联系。

青藏高原腹地最早细石叶技术遗址发现

中国文字博物馆“字里乾坤”数字化体验馆，通过数字化场景演示、AR/VR互动
体验等形式，展示了汉字演绎过程。 视觉中国供图

祝榆生是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总设计师，也是一位为兵

器科研失去了胳膊的独臂英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独臂总

师”。他设计研发的“陆战之王”第三代主战坦克，奠定了我

国坦克行业科研生产的新格局，使我国坦克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他因此于 2005 年获得“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

奖”。2019年，他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1918 年 11 月，祝榆生出生于重庆巴县（今重庆市巴南

区）。1938 年初，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笼罩在日寇侵华的硝烟

中。刚满 20 岁的祝榆生不满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为实现

救国目标，毅然放弃在黄埔军校就读的机会，决定“到延安

去，找共产党去”。辗转来到延安后，祝榆生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抗战期间随军先后参加了 30多次战斗。

1948 年的一天，在一次迫击炮试射过程中，他右臂被炸

断，两次手术后，右臂被全部切除。然而，他依然笑对人生、

刻苦钻研，不仅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左手以实现生活自理，更

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融入科研探索中，不断挑战未知，

克服困难，设计、改进战斗器材。

他付出了异于常人的汗水和艰辛，潜心钻研军事技术，

将技术与实战需求相结合。在 1938 年到 1949 年长达 12 年

的岁月里，祝榆生设计和改进了 20余种武器和战斗器材，大

大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

为适应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需求，追赶世界先进武器水

平，1984 年，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研制项目正式立项。时任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力邀已经离休的祝榆生担任项

目总设计师。

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祝榆生不满足于“能够与

世界上先进的坦克相抗衡”。他将目标定得更远：“打个平手有什

么用？我非要把它打掉！”从那时起，已是花甲之年的祝榆生奔波

于各个试验场地，整整持续了15年。由于没有右臂，祝榆生夹着

十几斤重的资料包奔走时经常失去平衡，摔倒了无数次。

1990 年，72 岁的祝榆生在去内蒙古协调有关技术问题

的路上跌了一跤，坐在地上半天都没爬起来。之后，他顾不

上胸口的剧痛，如期赶到会议现场。当研讨会结束时，他连

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随行人员强行将他送去医院后，才

发现他摔断了三根肋骨。

15年磨一剑。1999年，第三代主战坦克方队代表着中国主

战坦克的最高水平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全世界的检阅。先进的火

控系统、反应装甲……运用了诸多创新型新技术的第三代主战

坦克一亮相，就引来全世界的注视，让中国的新型坦克跻身世界

先进行列，伫立于引领武器装备科技前沿的潮头。

祝榆生一生经历了多次角色与专业的转换。他曾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

院从事兵工教育工作，后任炮兵工程学院和华东工程学院

（均为南京理工大学前身）副院长，主要负责学校的军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秉持着“为党育英才，为国铸利器”的初心和使

命，在上述学院任职的 18 年里，他深入基层，几乎能叫出学

校所有教师的名字；潜心钻研业务，经常出入课堂和图书馆，

校图书馆所订阅的国内外有关军工的杂志和单项资料，他都

是最早的读者。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总是把奖励和荣誉

让给别人，并培养出一批院士和专家。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祝榆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凝

练形成了“把一切奉献给党”的信念，他践行着“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和“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的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现了兵工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爱国精神。

以下这张图片是祝榆生与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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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祝榆生的学生，我在他的带领下参与了我国三代主战坦克的部

分研制工作。这些工作不仅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提高了学校相关专业

的水平，带动了实验室的建设。

祝老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和俭朴、平易近人的作风，令我深感

敬佩。在科研过程中，祝老极具前瞻性眼光。他提倡要在国际国内先进

技术水平基础上进行创新，敢于上新东西。而面对创新中的风险，他总

是坚定地站在科研技术人员的一边，敢于决策，并为他们承担风险和责

任。他常说：“这个‘螃蟹’我来吃，有问题我负责”。在生活中祝老也表

现出同样的勇气。作为一个独臂老人，他生活一切自理，从不要人帮

忙。我们曾亲眼看见他用嘴叼着毛巾，用仅有的一只手拧干毛巾并洗

脸。虽时隔多年，此情此景仍犹在眼前，令人难忘。他的智慧和勇气，是

科学家精神在兵器工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朱鹤荣

作 为 我 国 三 代 主 战 坦 克 的 总 设 计 师 ，祝 榆 生 老 先 生 为 我 国 武

器 装 备 的 发 展 呕 心 沥 血 。 他 用 砥 砺 创 新 的 一 生 ，展 现 了 一 位 兵 工

科 学 家 对 科 学 的 极 致 追 求 和 对 祖 国 的 热 爱 ，诠 释 了 科 学 家 精 神 的

真 谛 。 正 是 因 为 有 了 像 祝 老 这 样 一 个 个 为 国 家 倾 情 奉 献 的 兵 工

人 ，才 有 了 如 今 令 人 安 心 的 中 国 国 防 。 祝 老 书 写 了 一 段 段 不 朽 的

传奇，激励着我们南理工青年学子不断前行，勇攀科学高峰。

——南京理工大学2022级本科生 吴菁

（图文由南京理工大学“沃土培根，军工铸魂”学风涵养工作室提供）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7 月 16

日，记者从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

保护研究院获悉，日前，古建筑保护

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联合

工作站（以下简称“古建筑保护研究

联 合 工 作 站 ”）在 山 西 太 原 揭 牌 成

立。这是国家文物局首个聚焦于某

一重点领域的联合工作站，旨在通过

科技创新、国内外交流合作等方式解

决古建保护难题。

山西是我国古建筑分布最为集

中 的 省 份 ，素 有“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宝

库”之称。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现存

古建筑 28027 处，其中元代及元代之

前木结构建筑 518 座，居全国之首。

这些古建筑门类齐全、序列完整、样

式繁多，构成了中国古建筑史上独

一无二的标本体系。与此同时，山

西在古建筑精细化勘察、营造技艺

复原、结构加固以及壁画彩塑保护

技术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

解决。

近年来，山西先后出台《山西省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实施

方案》《关于推动新时代山西文物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文件，探索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加强

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设立山西省

文物保护基金拓宽文物保护资金来

源，实施全科人才定向培养强化人

才队伍建设。

为快速提升山西古建筑保护研

究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应用水平，

在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和山西省

文物局的指导下，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在山西设立了古建筑保护

研究联合工作站。作为国家文物局

设立的首个专题性联合工作站，该

工作站将秉持“开放、共享、合作、共

赢”的理念，面向文物科技发展前沿

和古建筑保护利用实际需求，联合

开展科学研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

才，积极推动国内外交流合作，着力

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古建保护研

究创新合作平台。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刘润民说，希

望古建筑保护研究联合工作站更好

地发挥各方人才、技术等优势，以联

合开展科技创新项目为纽带，以人才

队伍培养为支撑，以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为导向，加快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

发展体系。

古建筑保护研究联合工作站在山西揭牌

在 青 藏
高原细石叶
技术遗址出
土的石器。

靳 英 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