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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朱自强 祁 玲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1244

摘� 要：将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以传统建筑保护技术为重点的研究目标深入分析与探究，对传统建筑的保存

技术开展实践运用和深入研究，并探索利用传统建筑继承技术的新保护方式。应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法、个案分

析法等方式，开展强大数据挖掘分析。传统历史文化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手段更加有效的展示出来，从而推动建筑文

化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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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由于当前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

展，传统房屋的企业已经更多的把该技术应用于了房屋

保护上，该技术的运用也颠覆了人们以往主观理念，使

消费者更广泛的投入其中。重点探讨虚拟现实技术对传

统建筑的保护。有效的推动了中国建筑设计的发展，对

今后的相关工作具有参考意义。

1 研究目的及意义

古建筑承载了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与辉煌的历

史传承，是人们聪明才智和勤劳力量的凝聚与共同财

产。而作为人类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组成部分，传

统建筑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如果出现了重大破坏，将

会变成人类永久的悲哀。而由于遭受战争、地震等自然

原因，以及文化活动等人为因素的冲击，这些古老传统

的建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岁月的推移，也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损毁。以阿富汗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立

式佛像之一的巴米扬布杂为例如图1所显示，在阿富汗战
役进行以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也非常严

重，由于佛像已于二零零一年三月遭到了破坏，所以在

不损毁文物的情况下开展中国文化遗产的留取和保护与

恢复工程已经迫在眉睫，对我国建筑进行三维数字化保

护是进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髓传承的有力手段，不但

可以保持建筑的结构形态以及历史、艺术和科研意义，

还可以为古建修复保护进行有效的信息保障。

图1 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

2 建筑遗产追溯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概述

"建筑遗产"这个术语的形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历时也相对较短，尽管国家建筑遗产理念的政策基本产

生于19世纪80年代初，但国家具体遗产的政策直至二十
世纪初才逐步形成并为其主导。而且由于我国的建筑理

念政府也是随着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逐渐的改

变，在立法价值层次上，房屋的每一个拆除、重建、修

缮和维护，都用于维护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价值

保护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是必须建立在经济理性原则的

社会道德基础上的。如果经济理性原则关心的是"为何保
护"的问题，那么工具理性关注于"如何保护"的问题，而
这二者又是不可分割的系统，也就是人类在对一个问题

的各个层次上的理解。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出现在更多的科研中和工作

中。在施工领域上，可应用于建筑设计、施工、改造、

复原、保护及历史教育等领域[1]。

3 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与虚拟现实文献综述

在国内，符清芳围绕着汉昭烈庙历史文化继承、保

护和弘扬的宗旨，设计并完成了基于Unreal Engine 4引擎
的汉昭烈庙历史文化虚拟表现系统，进一步革新了历史

文化的展示方法，并突出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特色，为
公众了解汉昭烈庙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贾利

伟以"需求分析-设计-实现-测试"的设计框架，对中国的现
代虚拟建设过程与世界近现代建设进程中的相互作用，

呈现艺术理念和技术展开了探讨。并以"滕王阁交互漫游
系统"为例，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应用的工作。在国外，桑
帕约(Sampaio)等人通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对材料的损
坏程度的检测评价，能以一个十分直接与直观的方法实

现，以便于定期地检查和监控建筑内墙所维护的设备性

能。艾埃丁(Aydin)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南卡罗来纳州查
尔斯顿的乔治街和会议街的交叉口，重建失落的住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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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特征(拉德克利夫-国王大厦和加布里埃尔马尼戈特)。
4 虛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模式

利用三维建模对要表现的情景和物品进行建模，输

入虚拟现实装置中，利用软件制作三维情景漫游。此类

方法在早期文化保护宣传中出现较多。这类创作模式

的好处就是画面细节做的细腻，给人一种极为的视觉体

验；不足之处就是三维建模的作品与三维动画的作品数

量相当庞大，三维建模与实景的真实感上尚有相当距

离，三维动画创作难度大。

近年来，全景技术迅速发展。全景展示已具备了沉

浸感较强、可从任意角度观看、细节丰富、动画时间较

短、与空间联系清楚的特征。创作过程用摄影机首先拍

摄出一个画面多角度的图像，之后再通过一些后期的程

序拼接生成全景画面；再或者使用专门的多画面VR摄
像机，对画面进行机器内拼接，可以得到全景画面或图

像，最后获得2:1的全景影像或画面，最后通过七百二十
全景软件实现展示与互动[2]。

5 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方式

虚拟现实技术的完成，可以通过全景摄影和三维数

字化的两个方面来实现。

5.1  三维空间数字化重建
先完成虚拟建筑空间的搭建，再完成大数据的测

绘，以及图片的处理，然后再完成建模的绘制、贴图制

作、材质灯光绘制，最后再完成虚拟的漫游场景创作。

利用对该空间设计图片和数据的前期采集，可以通过3ds 
Max程序制作出建筑或虚拟环境，而对于其中复杂场景
的，则可通过适当采用贴图方式进行代替，这样降低了

空间制作的卡顿性。当虚拟空间生产完成后，可通过渲

染改变摄影机位置为球形或改变视野参数，最后渲染和

制作全景图，为制作空间的漫游路线作准备。

三维数字化重建技术，是指通过三维电脑软件将模

型进行建立，然后通过镜头在三维场景模型中进行移动

制作，再利用预览动画，就能够做出镜头的推、拉、

摇、移等运动动作[3]。

（1）模型搭建
模型搭建也可在3ds Max软件上进行，该软件既可使

用于动画场景、人物等，也可使用于真实世界的地点或

建筑物等，并在环境中比对还原。三ds Max软件的每个
操作过程中都有四个视图，通过从第四个视图观看就能

够更完整的看到并制作模型。

使用三ds Max软件对虚拟场景的构建，很有效的仿
真了真实场景中的情景，从而建立三维空间模式。即使

在使用多边形建模，而且模型制作过程相对规范、无曲

面的情况前提下，也能够运用于这种建模技方法。二维

线建模，通过线进行图形的二维绘制，结合修改器命令

对二维图形进行三维制作。编辑多边形造型设计，或用

不规则的形状较复杂的形状制作。以及各种组合模型的

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创建方法，进行对场景模型的创

建，如图2所显示。

图2 青羊宫3D模型

（2）图像处理
而图像的质量又决定了最后得到的虚拟现实图像的

整体品质，因此对于贴图的处理问题也需要借助VR材
质、贴图以及VR渲染器来加以解决。在渲染设置中可以
选择渲染器或VR渲染器，并可以对公用、V-Ray、GI、
设置等进行参数调整。对画面中的实物材料进行选择，

或者在材质球中选择VR材料，并根据画面中的实物材料
特性进行漫反射、反射等的方法进行选择，可以获得比

较逼真的效果[4]。

（3）虚拟漫游
虚拟漫游可以使用3ds Max软件关键帧视频的编辑，

VR渲染输出动画，或者使用车辆电子工程软件进行后期
合成。将已经做好的模拟场景完成了漫游动画的制作，

然后通过虚拟镜头对现场进行了拍摄，这是实现虚拟现

场制作的关键一步。在模型制作完成后，材质、灯光等

的制作要按照实际状况进行合理协调，以达到最终视觉

效果。而三维动画环境设置中采用的虚拟漫游方式，也

可以帮助玩家从不同角度观察，以便最佳的观看感受。

5.2  全景制作
可通过单反相机、全景摄像机等装置实现拍摄的全

景图。整理拍摄的照片后，将已处理好的拍摄图片批量

导入PTGui软件中完成了全景图的拼接，将全景图导入
Photoshop中完成了最后的调整，最后就制作了已调整好
的全景图。拍摄时要考虑时间先后，首先对建筑发展史

脉络做好资料搜集和前期的了解，然后充分考虑到建筑

的历史风貌、人文价值和艺术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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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拍摄策划
创意策划也是全景创意的重点部分之一，是全景创

意的关键环节。首先针对摄影特点和建筑的特点，在摄

影设计要求的基础上，探讨和提出符合中国建筑的设计

方法。

安排拍摄队伍、决定摄影的日期与场地、决定摄影

题材的联系性、确定摄影的情节和步骤、编写分镜头剧

本等。鉴于全景摄影的特点，必须充分考虑摄影技术对

取景的选择、场面布局、分镜头选择等因素的限制与变

化，从景观的特性入手，充分考虑摄影人物选取、摄影

场景选取问题[5]。

（2）现场调度与拍摄
全景摄影技术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取景，常见的取

景模式是一镜到底的取景模式，对取景地点的调度以及

取景技巧均有要求。全景摄影的场地调度必须根据实际

工程的性质加以设计。不要干扰了实际的场景，对道具

和设备的使用也要适当，选择自然光或者合适的反射光

来照亮物体，在满足画质要求的前题下，以便于拍摄、

较质轻器材是首要原则。不选择变焦镜头，其次选择小

光圈加大景深的方法进行，这样在拍摄时可以获得比较

清晰的视觉效果。

（3）后期制作与信息整合
前期制作完成后可以使用PTGui软件，对前期制作

的多角度独立图像进行三百六十度全景拼接，同时对扭

曲的图像进行校正，从而修复了图像的各种问题。并

对扭曲的图像进行了处理，将拼接好的全景图输入至

七百二十云全景系统中并进行了全局的、视觉上的调

节，终于实现了全景显示，如图四所述。全景画面拼接

的方式，通常分为了机内拼接和后期拼接二种。一体化

的VR拍摄设备通常设置在机内进行拼接，拍摄完毕之后
就可以输出拼接完成的全景圖。而一体式VR拍摄好处就
在于方便，拼接质量也较好。缺点受设备影响，得到的

画面质量也相对不高。后期拼接的方式则必须从特定的

软件上进行操作，好处在于可以拼接更宽画幅、更高画

质的全景画面。但缺点工作比较繁琐、接缝与变形的处

理也相对麻烦[6]。随后，通过对相关的文字、图片等信息

利用后期特效手段将其添加到视频中，从而实现了补充

的全景信息内容；对最后得出的全景影像结果，还进行

了播放、交互等。同时又通过进行了回放测试，对沉浸

性、图像细节、环境视觉等方面做出了综合评估，并分

析了全景展示中存在的问题和优缺点，对出现的问题也

进行了调整。

结语

综上所述，对传统建筑遗产与保存方面，以融合虚

拟现实技术为主要的技术手段，以更好地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为切入点，运用全景视频技术和虚拟现实漫游对传

统建筑文化进行了展示。与虚拟现实漫游，对我国传统

建筑设计发展史加以全面介绍。其相应的技术手段及其

文化传播和保存对策，能够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保存与

开发产生借鉴意义，为传统建筑设计的数字化发展提供

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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