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们 

此此此此页页页页面上的面上的面上的面上的内内内内容需要容需要容需要容需要较较较较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Adobe Flash PlayerAdobe Flash PlayerAdobe Flash Player。。。。    

    首首首首页页页页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 机机机机构构构构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合作交流合作交流合作交流合作交流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传传传传播播播播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专题专题专题专题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访谈访谈访谈访谈 视频视频视频视频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党建党建党建党建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科研 > 科研进展

““““西藏自然科西藏自然科西藏自然科西藏自然科学学学学博物博物博物博物馆馆馆馆展示情景体展示情景体展示情景体展示情景体验验验验装装装装置置置置研研研研发发发发””””取得取得取得取得阶阶阶阶段性段性段性段性进进进进展展展展

  文章来源：自动化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8-04 【字号： 小  中  大 】 

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展示情景体验装置研发”

（“西藏探险模拟装置关键技术研究及集成示范”课题）目前正按计划顺利实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果。该示范项目

由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组织，自动化所科学艺术研究中心负责具体的课题研究和项目实施。  

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这个神奇壮观的地球之巅，孕育着青藏高原千姿百态的山川奇峰，包容着万千

物种的繁衍生息，呈现出无限灿烂的绮丽风光，积淀着无比厚重的人文美景。但因为地域广袤、人烟罕至和交通不

便等因素，多数人无法游览西藏雪域高原的壮美景色，无法领略雪原风暴、峡谷惊涛、冰川雪崩、动物迁徙等独特

场景。 

建设中的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是公众走近科学、走进西藏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借助现代化高科技展示手

段，集中了解日常难以接近的西藏自然景观、特殊地质地理与生物变化和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 

“西藏探险模拟装置关键技术研究及集成示范”课题项目，即是专门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提供的用来展现西

藏探险、进行高原情景体验的模拟装置。该项目主要通过虚拟影像技术、3D动漫技术、高仿真技术、立体可视化技

术、多感知体验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真实还原西藏独特的自然景观，使观众可以在短时间、近距离实现“游历西

藏”，还可以通过高仿真、高清3D立体影片与模拟装置的互动，在馆内多感知体验不同环境下的虚拟仿真现实。 

该项目的建成与实施，不仅有利于西藏自然人文景观的展示，而且引入了一种新型的展示技术，为我国博物馆

建设开辟了新的体验途径和方法。同时，其中一些技术手段的突破和技术的集合，例如大场景渲染技术、高仿真模

拟技术、特效技术等，对于推动军民虚拟现实高仿真高清产品的研制具有借鉴作用，对于推动整个视觉工业的发展

具有支撑作用。 

西藏地区的地理景观独特而多样，根据西藏科技厅提出的要求，项目选择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羌塘草原等三个

西藏独特自然景观地域展开景观模拟。这三个地区几乎覆盖了自然界的各种地理景观：冰川、荒漠、戈壁、苔原、

草原、森林等；植物种类多样，动物形态各异；冰雪暴、泥石流等特殊自然现象时有发生。 

利用高清3D高仿真呈现这些日常无法看到的西藏特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对于相关技术提出了一系列需求，科

研人员针对需求展开了一系列的科技攻关，目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1、为了追求最终影像产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他们收集了大量影像、图片、科考记录、常年观测、航拍、遥

感、类似地质变化（火山、地震、泥石流）等方面的科学数据，集中多领域专家，梳理了目标地区的典型自然特征

和相关特殊地质地理和生物变化规律，为目标地区的景观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目标地区地貌和生物种类多样，景观复杂，对计算机建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构建可塑性强的基

础模型，以表现类似景观的不同风格；又因为拟表现的景物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数据巨大，需要建模过程中对模

型进行优化，以压缩海量数据，从而制作出仿真度更高、形态各异的虚拟景物，提高高清高仿真3D制作、传输和播

放的效率。 

3、特色场景的高仿真表现对于高清3D制作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水的柔性，不同颜色水的高仿真；冰雪的

光反射；动物的高仿真，像体型、毛发、鳞片、羽毛、肌肉、群体等；以及根据人体工程学的动物高仿真动作等。 

4、特殊自然现象，如冰雪暴、泥石流、动物种群狂奔、惊涛骇浪等，对于基于数据分析的特殊模型构建提出了

难题，需要运用多种制作平台、多种插件等，以期达到科学准确和高仿真的效果。 



5、基于现有的硬件装置，解决了与影视效果匹配的问题，以提高观众的体验效果，模拟身临其境的感受。 

该示范项目既有高难度的科技攻关，也有大量的艺术创作成分，需要项目人员对目标地域的直接体验和直观感

受。为了完成影像创作任务，项目承担伊始，科研人员们就前往西藏，对羌塘无人区展开了为期两周的科学考察。

科考小组沿途拍摄了大量地形地貌、高原植被方面的资料，近距离跟踪拍摄了藏羚羊、野牦牛、藏原羊、藏野驴等

青藏高原特有野生动物的影像资料，为创作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素材。 

目前，该项目中雅江大峡谷、羌塘两个目标地域的前期创作和技术研发工作已经完成，年底前将完成全部目标

地域的影像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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