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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13 日，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CES）的唯一海
外版 CES Asia 在上海开展，在此次展览上，VR/AR 成为最出风
头的技术之一，各种 VR/AR 展台被挤得满满当当。

在此之前的 5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和新华网达成战略合作，并联合向
社会征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国家及行业标准。
二者的合作将聚合行业优质资源，推动 VR/
AR 技术与传媒领域的深度融合。

作为科技界的新宠，近年来 VR（虚拟
现实）、AR（增强现实）这两种连接真实
环境与虚拟环境的技术吸引了不少眼
球，其市场正在快速扩展。有数据显示，
我国 VR 潜在用户数量为 2.86 亿人，购
买过各种 VR 设备的用户已达 96 万人。
但也有分析指出，与 VR 相比，未来 AR
技术的应用领域将更加广阔。从长期来
看，VR、AR 技术或许会将人们对智能手
机的依赖转变为对可穿戴设备的依赖。

VR、AR 技术的出现，可以使人
们摆脱空间束缚，颠覆科技想像，更
能“走进”自然感受自然，关注地球
生态。同时，浸入式虚拟环境体验，
可以呈现出生动的信息，直观地向人
们展示什么才是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增强人们环境意识。

例如，索尼探梦科技馆曾利用
AR 技术让小朋友身临其境体验“丛
林历险”。小朋友直接“置身”苏门答
腊岛，探查岛上的珍稀动植物；“潜
入”海洋深处，看到各种海底动物。
通过 AR 技术，地球上各类濒危动植
物都如在眼前，让人们感叹自然的丰
富和伟大，并生出亲切之心。

另外，可借助 AR 技术，俯瞰未
来智能城市的构成要素，了解城市生
物多样性、城市中的节能环保等技术
成果。孩子还可以亲手建设一个虚拟
的智能城市，了解通过高效利用能源尽
可能减轻对环境的负担，使孩子在互动
体验中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和想像空间。

利用 VR 技术，亲身感受气候变
暖造成的危害。对大多数人来说，气
候变化只是一个数据，现实常常被忽

略。为使人们意识到并正视正在发
生的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冰川消融
的现实，美国环保组织山峦协会、环
境媒体组织等联合制作了《阿拉斯加
的冰川融化》的 360 度全景视频。这
个视频将观众置身于阿拉斯加州安
克雷奇附近的拜伦冰川的冰洞中，使
人们拥有很强的沉浸感，真切感受到
冰川正自下而上地融化，让人立刻产
生危机意识。

全程直播科考，关注地球生态。
VR 技术最容易实现的方式是对重
大事件的直播。乐视近日联手中科
院、珠峰科考队，在珠峰观测站设立
3 个观察点，首次采用 VR 技术全景
展现科考队员对冰川、水文、气象等
的观察研究。珠峰考察对研究全球
变暖背景下地球的气候与环境变化
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如多维度
考察珠峰地区的环境变化，特别是人
类活动对珠峰环境的影响；明确冰川
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等。也就是说，
通过 VR 直播，观众可坐在家中 360
度感受立体的珠峰，以科考队员的专
业视角体察珠峰生态。

“走进”自然 关注生态

梦想照进现实尚需时日

伴随大数据、可视计算、人机交互、
数字感知、新一代显示技术的发展，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将在影视娱乐、游
戏动漫、多媒体、虚拟仿真、数字博物馆、
智慧城市、医疗可视化、遥感测绘、教学
培训、工业测量、智能制造、探测识别、环
保、旅游、地质灾害，以及军事、航空航天
等很多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前景。

环保
科普
专栏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VR AR

在虚拟场景中展现虚拟/真实的元素 在真实场景中展现真实/虚拟的元素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即
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
拟世界，再加上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
的模拟，让人感觉身临其境。简单来
说，用一个头盔或者一副眼镜，就能打
开新世界的大门，比如遨游在遥远的外
太空。

一开始，我们接触到的 VR 技术大
多在游戏领域，但随着 VR 技术的快速
发展，它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室
内设计、古迹修复、旅游、电商等方面。
VR 是由美国 VPL 公司创建人拉尼尔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直到 Facebook
对 Oculus 的收购更激发了众多资本、
媒体和用户的热烈追逐。

虚拟现实技术的特征，即沉浸感、

交互性和想像性，它强调虚拟系统中人
的主导作用，在虚拟世界里通过位置追
踪、头部追踪、手势动作捕捉等进行交
互操作，并可以启发人的创造性思维。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的简称。AR 是通过电脑技术，将真实
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
的新技术，把原本在现实世界的一定时
间、空间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

（视觉信息、声音、味道、触觉等），通过
电脑等科学技术仿真后再叠加，使真实
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叠加到同一
个空间并进行互动，从而达到超越现实
的感官体验。简言之，用户看到的场景
和人物半真半假。其特点就是虚拟物
与现实结合，以及即时互动。

最终发展方向是可穿戴

由于产业链的配合不足、开发难
度大、制作成本高等问题，使其在进
入大众生活中还面临很大困难。

产业链尚不成熟。智能手机产
业发展迅速，原因在于其拥有成熟的
上下游产业链配合，有多价位可供选
择的处理器、摄像头、屏幕及可以免
费使用的应用软件作支撑，当下的
AR/VR 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另
外 ，AR/VR 尚 没 有 统 一 的 行 业 标
准，也没有可供选择的操作系统平
台，设备所需要的数量众多的高级传
感器和当下能够满足设备超高速运
算能力的芯片也属于稀缺品，产业链
的配合度处于严重不足阶段。

应用开发难度大。以虚拟现实游
戏开发为例，需要开发者具备较强的
沉浸式应用开发技能，对游戏中各种

设定精心调配。如对虚拟环境表示的
准确性、虚拟环境感知信息合成的真
实性、人与虚拟环境交互的自然性、
场景的实时显示性，以及智能技术和
涉及到的游戏的场景、视场角度、构
想性等都有相当高要求。而这些对
于增强现实来说，开发难度则更大。

成本居高不下。不仅内容制作
成本，还有消费者的获取成本。以虚
拟现实游戏开发为例，其制作时以场
景或者说以规模计算，而不是以影片
常用的时长，投入是巨额的。面对高
昂的制作成本，消费者的获取成本也可
以想见。对于消费者来说，想要获取
一款不错的 AR、VR 设备，需要支付
的金钱也不菲，当初 GoogleGlass 售
价 1500 美元，微软 HoloLens 开发者
版本售价达 3000 美元。

▲虚拟试穿试戴

▲儿童涂鸦墙

▲虚拟实境反恐演习

▲扫描建模后全息研究

由虚拟走向现实
利用 VR、AR 高效智能的信息和技术手段，未来将可助阵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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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应用：让虚拟变成真实

焦点关注焦点关注

科技畅想科技畅想

充满沉浸感和交互性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

虚拟技术未来如何服务环保？
可以想像，未来 VR、AR 技术在

整个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都将有极
高的推广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就
如同今天的无人机、遥感卫星等高科
技手段应用到环保领域一样，届时，
借助 VR、AR 这些新兴高科技，生态
环境保护将会大大加强。

利用虚拟现实网络技术为环保
服务，如可以通过电脑输入有关项目
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因
子，描绘出未来真实生动的图景，为
某一个项目设施建设提供参考的依
据，避免造成现实的环境危害。

对于一些不易体现的生态危害，
也可根据虚拟空间时间的推移累积
结果而产生的切换图像、过程的叠积
演化，反映出环境变化的经历和危害程
度。这和气象卫星云图指示出的未
来天气变化相似，通过虚拟网络技术
形象生动地体验环境质量变化状况，
为现实环境危害的消除提供借鉴。

有专家预言，把先进的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到环境规划中，已成为一种
新的发展趋势。在长沙市全国生态示
范市建设规划中，VR就作为一种应用
尝试，并显示出强大的应用前景。

通过对遥感影像的光谱分析，环
境规划人员可以准确实时地获得所
需的地形、地质、水文和气象等资料，
建立起环境数据库与模型库。通过
环境数据库提供的环境定量数据，分
析区域环境的变化过程，再以环境数
学模型为基础，对海量环境信息进行

分析和处理，并给出决策级的辅助信
息，使环境规划的决策过程更加直观
和高效。

同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环
境规划时，规划人员犹如走在街道上
或乘坐直升飞机飞越在规划区域上
空，能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获
得绿地位置设置、地势坡度等诸方面
的科学依据，以保证环境规划与周围
的大环境相协调。

不仅如此，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提
供逼真、具有可交互性的多维度可视
环境，能够更好地展示环境监测、生
态修复等过程，以方便人们对方案进
行选择和评估。如在生态环境修复
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我们的视野
从二维平面上升到三维立体空间，采
用已获取的基础数据，针对工程项目
建立三维的、动态的、实时的、可视的
虚拟仿真环境，相关部门可以在决策
阶段或建设的前期就能预测工程项
目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

再如，在应对洪涝灾害和地质灾
害过程中，政府往往面临着未来灾情
预测及各种预案选择问题。这时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对灾情演进进行分
析，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可视化的辅助参
考，直观展示灾害可能的进展情况。

总之，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为宏观决
策和微观管理提供快速、系统、准确
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将大大提高环保
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虽然 VR 电影与 3D 电影都会产生
一定的沉浸感，但并不是一回事。VR
可以为观众展示 360 度全景镜头，当带
上 VR 眼镜观影时，可以通过转动头的方
式去观看电影的每个角落，就像在大街上
欣赏真人一样，而当你看向身后时要注
意，也许你错过了另一个方向的某个情
节。而3D电影则是将两个影像重合后产
生逼真的三维立体效果，让观者犹如身临

其境，但只能看导演让你看到的部分。
两者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有交互，

后者没有。例如观看《侏罗纪世界》，当
恐龙出现时，观众不但可以扭头对恐龙
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还可以拿起石头

（这时会有触感）丢向恐龙。甚至当看
到地上爪印时，观众还可以去测量、去
抚摸感受，根据你的动作可以让场景做
出相应反应，这是 3D 电影不具备的。

VR电影与3D电影是一回事吗？

与 VR、AR 相关的两
大技术包括可视化技术和
传感技术。可视化技术涉
及到计算机图形学、图像
处理、计算机辅助设计、计
算机视觉及人机交互技术
等多个领域。

传感技术，即信息处
理，包括信号的预处理、后
置处理、特征提取与选择
等。识别的主要任务是对
经过处理信息进行辨识与
分类。

VR 设备运行的三大
环节：通过信息输出设备将虚拟世界
的 内 容 传 递 给 用户，用户根据信息作
出反馈动作，信息输入设备对接收到的
反馈信息进行分析并传递给信息处理
中心。

一般认为，AR 技术源于 VR 技术，
两者都提供 3D 的场景，并且创建了非
常逼真的体验。但也有人认为，其实无
论是技术核心还是场景上两者都有很
大差别。AR 技术通常是以透过式头
盔显示系统和注册（AR 系统中用户观
察点和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物体的定位）
系统相结合的形式来实现虚拟的，强调
复原人类视觉的功能，如自动去识别跟
踪物体，而不是手动去指出。

AR 需要摄像头，在摄像头拍摄画
面基础上，结合虚拟画面进行展示和互
动。AR 设备代表为 HoloLens。

以微软 HoloLens、Meta 2 等增强现
实眼镜为例，人们可以在现实环境中看
到悬浮的内容。如你正在做菜但忘记了
步骤，完全可以拨打一个增强现实电话，妈
妈便出现 在 身 边 指 导 你 ，听 上 去 与

《星球大战》中的全息电话非常相似，只
是我们需要佩戴一个墨镜一样的东西。

而 VR 技术是通过佩戴硬件使体
验者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因而多配
合一些智能硬件来实现。

主流的 VR 设备包括位置跟踪器、

数据手套、动捕系统、数据头盔等，其设
备代表为 Oculus。

其 实 就 技 术 发 展 来 看 ，时 下 的
VR、AR 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更深
层次的技术表现应该是融合了计算机
图形（即 CG）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
人工智能、传感技术、显示技术以及网
络并行处理等技术，并由计算机辅助生
成的高级技术模拟系统。当下的 VR/
AR 更像是一部视野范围很大的头戴
显示器。

有专家认为，AR 是 VR 的进阶。
在移动端发展方面，由于 VR 设备使
用时将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绝，所以无法
成 为 高 频 次 使 用 的 移 动 端 设 备 ，而
AR 设备则可以成为日常穿戴的新一
代移动计算平台。

在视觉体验方面，VR 当前的眩晕
问题以及日后随着沉浸感不断增强带
来的潜在致幻问题都将阻碍 VR 设备
的使用时间，AR 在这两类问题的解决
上则会相较 VR 设备更加乐观。

随着技术的进步，虚拟现实设备将
摆脱现有 VR 头盔笨重的眼罩形态，缩小
至普通眼镜大小，通过更先进的数据传
输与手势控制等技术，实现人机更自然
和方便交互。在此过程中，二者功能也
将出现融合趋势，成为 MR（混合现实）
新形态。

传统交互式：
◆鼠标、键盘、游戏手柄等

新兴交互式
◆裸手手势识别、手势追踪手套、惯性传

感器、摄像头、眼球追踪

◆主机板
◆处理器
◆数据传输

◆屏显
◆投影
◆声效
◆体感输出

信息
处理

信息
输入

信息
输出

VR 设备运行的三大环节

参与感强的游戏

VR 游戏及影视领域是最早进入大
众视野的应用，对于用户来讲，这两个领
域接受度更高，无论身处何处都是真实
的战场。高盛集团一份报告称，游戏、直
播和视频娱乐将占整体 VR、AR 营收预
期的 60%。利用 VR 设备自带的摄像头
捕捉周围实时画面，利用陀螺仪和重力
感应来判断玩家的动作、方向和位置变化，
带给 玩 家 强 烈 的 参 与 感 。利 用 AR 技
术，那些喜欢蜘蛛侠的用户甚至能够在
自家房间模拟出影视剧中的场景，变身
成为“蜘蛛侠”，尝试英雄救美。

开展高效培训

学习者佩戴 AR 智能眼镜，工作所
需的知识和每一个步骤都呈现在眼前，
并 且 在 现 实 世 界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指 导 。
AR 智能眼镜，相当于一位万能的教练，进
行一对一教导。同时，在大数据支持下，
AR 智能眼镜收集并评估个人的学习数
据，可以进行完全个性化的定制培训。

完美购物体验

购 买 之 前 看 效 果 ，买 定 离 手 不 后
悔。有了 AR 技术，让你提前看到装饰
物摆在家中的效果，或是观看一段 DVD
的内容剪辑，轻松购买最适合的商品。
另外，AR 技术还可以模拟出试衣间，用
户在此挑选喜欢的衣服试穿，看看是否
合身，风格是否喜欢。

基于AR技术的医学应用

医学是最早应用领域之一。早在
1994年，医生就利用超声扫描孕妇，然后在
其腹部对应部位绘制出三维胎儿，再通过
头盔显示器了解胎儿。AR技术还可作为
外科手术可视化的辅助手段，实时收集
病人的三维数据，给予医生更完善的信
息，进行手术部位的精确定位等。利用
VR 设 备 的 沉 浸 感 与 多 维 度 的 交 互 特
点，VR 将在治疗心理疾病等领域有所
帮助。

旅游

VR 旅游视频会让游客对潜在旅游
目的地有更深入了解，从而帮助用户选
择心仪的目的地。未来，游客还可通过
AR 移动设备了解更多关于各景点及周
边情况，分享和交流心得，此类信息分享
平台将会刺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