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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构建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的意义, 并提出设计思路及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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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博物馆的概念

进入21 世纪, 国内数字博物馆建设纷纷兴起, 大致可以

分为2 类 : 一类是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 另一类是

纯粹虚拟的数字博物馆。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是

指博物馆利用各种数字手段, 将场馆里的藏品和相关信息进

行采集、存储、加工, 形成完整的数字化内容, 并通过互联网

呈现给公众访问浏览。它仍停留在文字和图片资料的展示

上, 是博物馆介绍和宣传自己的工具。纯粹虚拟的数字博物

馆是建立在数字空间之上的博物馆 , 具有实体博物馆的收

藏、研究和教育功能, 但并没有以特定的实体博物馆为依托。

数字博物馆运用虚拟现实、多媒体等技术手段 , 围绕数字藏

品的收集、保存、传播和展示 , 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 对

实体博物馆的服务时间和空间进行延伸和拓展, 实现任何人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获得特定信息服务的目的[ 1] 。

建设中的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是利用虚拟现实、多媒体

等技术构建的虚拟三维场景, 通过计算机网络提供给用户海

量数字化信息资源, 同时提供虚拟漫游服务的系统。它是真

正的虚拟数字博物馆, 对有关农业历史文化遗产、现代农业

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管理和永久保存, 将文

字、图像、音频、视频、FLASH 动画、虚拟现实等多媒体进行充

分整合, 观众可以以互动的形式选择观看博物馆展示的内

容。摆脱了实体博物馆所必需的建筑、陈列、参观时间等因

素的束缚。它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和展示平台, 使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地点都能获取农业历史、科学或文化知识 , 提高公

众科学文化素质, 从而实现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

2  建设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的意义

2 .1 拯救农业文化遗产, 传承首都农业文化  北京作为古

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是我国古代北方农耕文明的代

表, 深入挖掘首都农业文明, 拯救、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现

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数字博物馆的建立将对

首都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 并在不破坏文

化遗产的前提下, 通过多媒体技术采集相关资料, 利用虚拟

博物馆平台向公众传播农业文化, 普及农业历史知识, 为传

承首都农业历史文化发挥重要作用。

2 .2 构建农业知识宝库, 推动农业科普教育  博物馆借助

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和不断更新的农业知识体系, 融合北京市

农业学科的学术体系, 由此形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专业北京

农业数字博物馆体系, 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可开放共享的

“农业知识宝库”, 是实施公众素质教育、提高公众文化素质

的重要教育基地; 对于开展现代化教学、科研及科普教育, 推

动北京市网上公共资源建设、构建北京市的远程教育基础设

施具有重要意义。

3  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的设计思路

通过搜集整理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实物资源和图片、文

字、影像等信息, 综合利用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

络技术、数据库存储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以立体、动

态、互动的方式, 从种植业、养殖业、农业高新技术、民俗工

艺、农时文化、农业设施、农业发展史等多个方面展示北京农

业发展的整体风貌, 建立集实物的网上展示、资源共享与知

识传播为一体的立体科普网络。

4  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方案

4 .1  技术方案 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虚拟环境和虚拟角色

在 MAYA、3DMAX 和Virtools 里开发制作, 虚拟环境交互由VT

程序设计开发, 由后台资源管理和前台展示与交互构成。

4 .1.1 后台管理系统。用于对网站的维护与管理。该系统

根据功能划分为用户和权限管理、栏目管理、日志管理、数据

管理、数据结构管理等模块。应用该系统用户可随时更新网

站内容, 调整网站版式和风格, 且无需掌握复杂的技术, 有效

减轻了网站维护人员的工作量, 并加快了网页更新速度。

4 .1 .2  前台展示与交互系统。用于将数据库中的内容在页

面中进行显示, 包括文本、图片、视频、动画、音频等多种媒体

和多种风格的发布。用户可以运用鼠标、键盘等设备通过和

服务器进行实时交互, 为参观者提供一个智能化、人性化的

互动体验过程, 参观者可以在数字博物馆及各个展厅场景中

自由漫游和体验, 通过亲身参与激发参观者的学习热情和想

象力, 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轻松获取农业相关知识。

充分考虑到目前网络带宽、传输速度等因素, 北京农业

数字博物馆的网页传输与展示采用2 种方式综合开发设计。

第一种是把虚拟博物馆2 M 以内3D 数据上载主服务器, 由

观众下载后在页面运行。该方式不占观众本地资源, 但因为

网络带宽原因, 图形程序文件量只能控制在2 M 以内, 不能

展现多场景。第二种是把虚拟博物馆所有大于2 M 的3D 数

据下载到观众本地机器里, 由观众登陆主服务器, 响应后进

入虚拟环境体验,3D 数据运行由本地提供。该方式占用网

络带宽少, 与主服务器连接只是取得体验授权和更新信息下

载。网络只传输更新的图片、文字和视频等信息, 用来更新

本地数据库。图形程序文件量理论上可以控制无限, 由于利

用客户端本地资源, 虚拟画面效果大大加强, 交互性提高, 可

展现大范围场景。

4 .2 数据库建设

4 .2.1 海量存储功能。北京市农业数字博物馆建设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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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数据量会不断增长。由于多数资源需要通过文本、图

片、视频、音频、动画等形式来进行展示, 所以该数据库系统

需要海量数据存储功能, 支撑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管

理, 支持分布数据的实时同步 , 保证用户的观赏、查询速度。

4 .2 .2 异构数据显示功能。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中的资源

类型将涵盖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数据类型, 而

三维动画和图片影音等资源的比重较大, 该系统需要支持各

种异构数据在统一平台集中展示。

4 .2 .3 强大的数据搜索功能。支持异构数据库的跨库统一

检索并对检索结果实时重排。游客通过博物馆的统一检索

入口, 可以查询不同栏目下的资源, 并可以查询文字外的其

他类型的数据资源 , 确保快速的检索速度。

4 .3 内容设计

4 .3.1 种植业馆。从农作物、蔬菜、果树和观赏园艺等多个

方面展示种植业发展的整体风貌。其中, 详细描述了各种常

见农业种植对象的品种、营养价值、病虫害防治技术 , 并配以

清晰的图片 , 图文并茂, 生动直观地将种植业生产方方面面

的知识呈现给大家。

4 .3 .2 养殖业馆。从畜禽品种( 优质的地方品种、引进品

种、培育品种) 、养殖技术( 配种、饲养) 、畜禽疾病防治等多个

方面展示北京养殖业发展的整体风貌, 以多彩图片和文字相

结合的形式 , 为用户提供直观的品种形态、特点、发源地、饲

养要点等知识, 帮助公众了解畜禽、水产类动物品种信息。

4 .3.3 农业高新技术展厅。展示建国以来农业生物技术、

农业信息技术、精准农业和核农学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采

用图片、文字、虚拟演示等形式, 借助声、光、电和多媒体等手

法, 直观生动地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研发展历程。

4 .3.4 农业设施展厅。展示了大量传统农具、现代种植业

机械和种植业生产辅助设施等农业设施的珍贵图片, 通过图

片, 使人们了解到农民整地、播种、耕地、灌溉、收获、加工、运

输的全过程 , 还能够认识从古到今的各种农业设施, 融入祖

先的农耕历史文化之中。

4 .3.5 农时文化展厅。在我国漫长的农业发展历史中, 与

农时、节气等有关的农谚、民谣、典故很多 , 它们是祖先在长

期的农业劳作中经验的浓缩和总结, 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在

展厅里 , 人们不仅能够看到, 还能够听到谚语、民谣和典故。

4 .3.6 民俗工艺展厅。展示了一些以农作物为原材料制作

完成的精美传统工艺品, 包括草编、藤编、竹编、丝竹扇、麦秆

画、麦草画、芦苇画等。它浓缩了中华5 000 年来博大的农耕

文化,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

4 .3 .7  趣味动漫厅。以FLASH 动画形式, 将一些农业生产

和发展中的科学知识展现给观众。生动活泼的形式能够激

发参观者的兴趣, 传播和普及农业知识, 真正实现寓教于乐。

4 .3.8 科普影视厅。以课件的形式为用户提供生动的农业

科普教材。用户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通过网络随时

随地享受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提供的丰富的信息资源。通

过展示这些多媒体课件, 可以充分调动参观者的学习热情。

4 .3.9 互动体验厅。运用虚拟实现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开

发制作的虚拟体验游戏。利用鼠标、键盘等交互工具, 以虚

拟漫游和游戏方式, 亲身体验农业生产的劳作过程, 并给人

留下生动、形象、丰富和具有启迪性的交互性感受, 使参观者

了解更多的农业新技术, 提高学习的效率。

4 .3.10  农业发展史展厅。以FLASH 动画形式, 概括了中国

农业生产从原始农业出现到1949 年近万年的历史。将我国

农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事件建成一个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

年表, 使参观者直观的了解我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农业科技

发展历程及取得的辉煌成就。

5  结论

北京农业数字博物馆以传播农业知识为目标 , 运用数字

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存储技术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 从种植业、养殖业、农业高新技术、民俗工艺、

农时文化、农业设施、农业发展史等多个方面展示农业发展

的整体风貌, 并融合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为一身, 集展览、

教育、研究、交流、娱乐于一体, 不仅是了解我国悠久农业历

史及其辉煌成就的窗口 , 更是传播农业科技与知识、开展学

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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