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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大尺度真三维显示”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

  文章来源：自动化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7-24 【字号： 小  中  大 】 

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承担的“863”项目“多模式大尺度真三维显示”取得阶段性进展。 

真三维显示相比传统的三维显示技术不仅能够提供心理深度还能提供生理深度，并且不需要佩戴眼镜，在虚拟

现实、3D电影、三维医疗图像、广告展示、移动终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需求。目前，真三维显示技术主要包

括体三维、多视三维、光场三维和全息三维。自动化所真三维技术研究团队重点在体三维、光场三维和多视三维领

域开展研究，已经成功搭建了可交互的大尺度多视三维显示系统原型样机和基于光场重构的三维显示样机。 

大尺度多视三维显示系统样机大小为2.4*1.5米，显示能力：静态图像可达1280*8*800*32RGB，实时采集可达

1280*8*800 RGB * 5f/s；可视范围达到0.75°*32，并支持真三维人机交互，借助于高速真三维显示成像引擎关键

技术，着重于真三维徒手姿态的采集、处理和与真三维显示图像、视频的交互，开发出了人机交互示范应用。光场

三维显示系统样机显示尺寸约27英寸，像素达到2亿以上，可同时获得水平和垂直视差，视场角达到15度。 

此外，该团队还开发了新一代适用于新型多模式真三维显示机理的三维显示成像引擎，充分发挥DLP技术高清晰

度，高对比度的优势，突破现有DLP成像引擎设计无法实时在线交互的瓶颈，掌握真三维显示成像引擎关键技术，为

真三维显示技术产业化做好准备。 

目前，该项目提出多模式真三维显示概念和实现方法，可以克服单一显示模式的缺陷，提供更加丰富的心理与

生理三维感知信息，达到任何单一显示模式所不能达到的综合真三维显示性能。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将提出独创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多模式真三维显示原理，形成一种（或多种）崭新的真三维显示系统机理、设计和装置的实

现方法，完成多模式真三维新型显示原型样机。 

在开发真三维显示技术的同时，研究团队还着力于开发真三维数据采集、处理、压缩和传输技术及其软硬件平

台，针对真三维显示海量数据的特点，研究和实现硬件和软件系统体系结构（包括云计算方式），开发出高效率的

三维算法，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从三维数据的拍摄到真三维数据的显示整个行业的技术规范。 

“863”项目“多模式大尺度真三维显示”于2012年1月立项，该项目研究目标为完成多模式真三维新型显示系

统的研制，共包括三个子课题，分别由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和中科院自动化所承担，自动化所为项目首席承担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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