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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构建虚拟场景，将文物模

型放置在对应的虚拟场景中；基于文字检测算

法，获取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对所述

古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和识别，构建对应的知识图

谱，并在交互界面进行展示。本发明提出的自主

交互式的虚拟展馆，很好地兼顾了学习性和趣味

性，使操作者在展馆进行漫游时不仅能够进行很

好的学习，还可以体会到自由实践创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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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构建虚拟场景，将文物模型放置在对应的虚拟场景中；

基于文字检测算法，获取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

对所述古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和识别，构建对应的知识图谱，并在交互界面进行展示；

将文字检测算法、字符识别算法、图像降噪算法和命名实体识别算法运用到古文字实

践探索区功能中，客户在交互界面中完成古文字图像处理、古文字图像降噪、古文字图像识

别、信息抽取和图谱搭建的操作后，自由完成知识图谱的搭建，并展示在交互界面中；

对所述古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和识别的过程包括，获取文物模型的原始拓片图像，采用

基于CNN网络的文字检测算法获取所述原始拓片图像上的古文字位置信息，并将所述原始

拓片图像切割成若干个文字图像；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获

得对应的结构化图像数据和文本数据，并进行存储；

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的过程包括，采用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字符识别算法对

所述文字图像进行识别，获得图像类别信息；

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的过程包括，基于实体识别算法从原始文本数

据中提取出实体数据信息；

经过图像处理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的结构化图像和文本数据作为知识图谱构建的数

据被保存在了数据栏中，在客户进行自主设计知识图谱时，通过将结构化数据拖拽到操作

台构建知识图谱，构建好的知识图谱以3D形式展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虚拟场景中设置碰撞检测区域，在所述碰撞检测区域内放置第一碰撞包围盒，

在摄像机外围放置第二碰撞包围盒，摄像机靠近碰撞区域时，所述第一碰撞包围盒和第二

碰撞包围盒靠近，当两个碰撞包围盒的边界存在任一面的点重合时，视为碰撞发生，然后进

行场景交互；其中，所述第一碰撞包围盒和第二碰撞包围盒为透明对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获取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的过程包括，采用基于CNN网络的文字检测算法和

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字符识别算法，对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进行检测和识别，获

得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所述古文字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单个古文字的位置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之前还包括，采用BM3D降噪法或者

基于GAN的深度去噪法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降噪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原始文本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古汉语词典、释文辞例；

所述实体数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名信息、地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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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数字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文物和历史的研究，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文物出土，而且目前考古技术

和文物修复保护措施日渐趋于完善，绝大多数的文物都能够被完好的保存下来，而这些保

存下来的文物就会被存放到各地的博物馆中。但受到时间、空间、保护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

制，博物馆中展示的文物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人们不能够对博物馆中的每个文

物都有很好的观赏体验。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就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博物馆文物展

示、教育和研究的功能，使得博物馆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同时也推进了自身的发展，

这一点打破了实体博物馆的局限性，从而很好地满足了社会民众的部分需求。

[0003] 而通过人们的不断研究和实践，虚拟现实技术也变得逐渐完善，被应用于生活中

的各个领域，人们对运用虚拟场景的开发工具也越来越熟练，如unity3d。运用这些技术和

开发工具，人们构建出的虚拟博物馆的功能逐渐变得完善，而且模拟出的场景也越来越真

实。但是目前现有的虚拟博物馆系统中，大多都是采用文物模型展示加信息显示的方式供

人们进行观摩学习，人们在虚拟场景中进行自主漫游，交互文物模型进行观察并查看文物

信息。这种方式虽然很好地还原了博物馆的参观流程，也能够保证人们能够全面细致地观

赏一件文物，但是缺乏一定的自主学习性和实践探索的自由度，尤其是对于带有古文字的

文物，这些古文字信息具有很好的学习价值，但当所有信息被系统设定显示在人们眼前时，

人们需要做的就只是浏览，从中获取的知识是固定且少量的，而且还容易使人们在浏览过

程中产生枯燥的心理，使得整个过程缺乏一定的趣味性。而且这些虚拟博物馆系统使用的

模型大多并非手工构建，这样就会导致模型不够细致清晰，也不能够细致地展示出文物的

某一个方面。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将现有的虚拟仿真技术

与AI技术相结合，运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和特点来实现增强虚拟博物馆的自由度和探索乐

趣，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构建虚拟场景，将文物模型放置在对应的虚拟场景中；

[0007] 基于文字检测算法，获取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

[0008] 对所述古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和识别，构建对应的知识图谱，并在交互界面进行展

示。

[0009] 优选的，在所述虚拟场景中设置碰撞检测区域，在所述碰撞检测区域内放置第一

碰撞包围盒，在摄像机外围放置第二碰撞包围盒，摄像机靠近碰撞区域时，所述第一碰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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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盒和第二碰撞包围盒靠近，当两个碰撞包围盒的边界存在任一面的点重合时，视为碰撞

发生，然后进行场景交互；其中，所述第一碰撞包围盒和第二碰撞包围盒为透明对象。

[0010] 优选的，获取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的过程包括，采用基于CNN网络的文字

检测算法和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字符识别算法，对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进行检测

和识别，获得所述文物模型上的古文字信息，所述古文字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单个古文字的

位置信息。

[0011] 优选的，对所述古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和识别的过程包括，获取文物模型的原始拓

片图像，采用基于CNN网络的文字检测算法获取所述原始拓片图像上的古文字位置信息，并

将所述原始拓片图像切割成若干个文字图像；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和命名实体识

别处理，获得对应的结构化图像数据和文本数据，并进行存储。

[0012] 优选的，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之前还包括，采用

BM3D降噪法或者基于GAN的深度去噪法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降噪处理，将文字图像进行清

晰化。

[0013] 优选的，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的过程包括，采用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字

符识别算法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识别，获得图像类别信息。

[0014] 优选的，对所述文字图像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的过程包括，基于实体识别算法

从原始文本数据中提取出实体数据信息；

[0015] 所述原始文本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古汉语词典、释文辞例；

[0016] 所述实体数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名信息、地名信息。

[0017] 优选的，构建知识图谱的过程包括，基于结构化图像数据和文本数据，构建知识图

谱并以3D形式在交互界面进行展示。

[0018]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为：

[0019] 本发明提出的自主交互式的虚拟展馆，将现有的虚拟仿真技术与AI技术相结合，

运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和特点来实现增强虚拟展馆的自由度和探索乐趣；很好地兼顾了学习

性和趣味性，使操作者在展馆进行漫游时不仅能够进行很好的学习，还可以体会到自由实

践创作的乐趣。

附图说明

[0020]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流程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虚拟展馆整体结构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甲片模型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原始文本数据展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26] 需要说明的是，在附图的流程图示出的步骤可以在诸如一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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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中执行，并且，虽然在流程图中示出了逻辑顺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以不

同于此处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的步骤。

[0027] 实施例一

[0028]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一种构建可交互式虚拟展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9] S1，设计构建虚拟博物馆的整体场景，并根据真实数据还原设计文物模型，将还原

出的模型摆放至对应的虚拟场景中。如图3所示为根据真实数据还原出的甲片模型。

[0030] S2，对整个虚拟场景进行贴图和灯光渲染等操作，进一步美化场景，并进行场景烘

培，降低运行时的消耗。

[0031] S3，在虚拟场馆内设置碰撞检测区域，在碰撞检测区域内放置第一碰撞包围盒，在

摄像机外围放置第二碰撞包围盒，摄像机靠近碰撞区域时，第一碰撞包围盒和第二碰撞包

围盒靠近，当两个碰撞包围盒的边界存在任一面的点重合时，视为碰撞发生，然后进行场景

交互；其中，第一碰撞包围盒和第二碰撞包围盒为透明对象。

[0032] S4，将文字检测算法运用到文物展示功能中，目的是实现客户在观察文物时能够

通过系统提供的虚拟移动终端来识别出文物上的古文字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显现出来。

[0033] S5，将文字检测算法、字符识别算法、图像降噪算法、命名实体识别算法等运用到

古文字实践探索区功能中，目的是实现客户对古文字信息的实践探索，此阶段客户在界面

中完成古文字图像处理、古文字图像降噪、古文字图像识别、信息抽取、图谱搭建等操作可

自由搭建知识图谱，最终效果会展示在界面中。

[0034] S6，设置语音播报和文字信息展示，引导客户在场景中进行操作。

[0035] 经过步骤S1至S6设计搭建成虚拟博物馆，客户在虚拟场景中进行自主漫游，与场

景交互进行功能体验。

[0036] 对于步骤S4中文物上古文字信息的检测和识别操作，本实施例采用基于CNN网络

的文字检测算法和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字符识别算法来实现，通过运行该算法经过固定流

程检测出文物图片上的古文字，然后再识别出这些古文字的信息，从而客户可以自行选择

查阅想要了解的文字信息，提高了展馆的可交互性。此外该算法能够检测识别单个文字的

位置和信息，客户在识别显示出的古文字信息中也可查看单个古文字的信息。具体的，输入

图片之后，生成待处理的候选区域，在候选区域进行特征提取，然后利用字符/背景分类器

对图片的文字和背景进行分类，获得想要检测的古文字信息。

[0037] 对于步骤S5，客户在操作之前可在数据栏中选择文物的原始拓片图像，并将图像

放置在操作界面中。针对图片中古文字的一系列操作，本实施例采用了多种人工智能算法，

将AI技术应用到虚拟场景中用以处理文物上的古文字信息，其中包括：

[0038] 1)与步骤S4中的文字检测一样，通过运行基于CNN网络的文字检测算法检测出图

片中的文字位置，并切割成数个文字图像，这些文字图像上仅含有一个文字，客户可手动操

作进行选择和存储。

[0039] 2)使用图像降噪算法来清晰化切割的文字图像。原始文物图像中的文字通常比较

模糊，运用这些算法对文字图像进行清晰化处理的目的就是输出干净的文字图片以方便后

续的识别操作。本实施例中使用了两种图像降噪算法对图像进行清晰化处理，分别为BM3D

降噪算法和基于GAN的深度去噪方法，两种算法均能使文字图像变得清晰，各有优劣，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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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此操作时根据选择不同算法清晰化处理文字图像后的效果对比，能够很好地感受到两

种算法的差别，达到在实践中学习的目的。

[0040] 3)生成的干净的文字图像依次输入到古文字识别框中，客户即可进行图像的识别

操作，通过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字符识别算法，系统就会对图像中的文字进行准确的识别，

识别操作完成后古文字识别框将会输出图像类别和其他信息，识别出的这些信息会显示在

操作界面中，这时客户就可清晰地浏览识别出的文字信息并通过拖拽对数据进行存储。

[0041] 4)在系统的数据栏中提供有古汉语词典、释文辞例等原始文本数据，利用实体识

别算法可从原始文本数据中提取出古代人名、地名等实体，这些实体数据信息客户也可选

择进行存储，并在最后的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进行使用。以甲骨文为例，原始文本数据如图

4所示，包括拓片、照片、释文如表1所示：

[0042] 表1

[0043]

[0044] 5)经过图像处理和命名实体识别处理的结构化图像和文本数据作为知识图谱构

建的数据被保存在了数据栏中，在客户进行自主设计知识图谱时，通过将结构化数据拖拽

到操作台构建知识图谱。构建好的知识图谱以3D形式展示。

[0045] 通过以上步骤的设计实现，一个自主交互式的古文字探索虚拟场馆就搭建完成

了，这个虚拟博物馆很好地兼顾了学习性和趣味性，在操作者进行漫游时不仅能够进行很

好的学习，还可以体会到自由实践创作的乐趣。

[0046] 如图1操作流程图所示，该虚拟场馆最后达成的一个效果描述如下：

[0047] 用户登录系统后，将以第一视角处在一个虚拟场馆内，在出发点系统语音播报欢

迎信息，用户可通过键盘和鼠标在场馆内自由移动。场馆内可交互场景有明显的提示，用户

走进提示区域自动交互，这时进入操作界面，刻有古文字的铜器、兽骨、竹帛等文物就会单

独显示在用户的眼前，在这样的视角下，用户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文物的全貌，而且通过鼠标

操作，用户可以自由地对文物进行旋转和缩放，以便更加细致地观察，通过系统中设置的虚

拟移动端设备，用户还可扫描出文物上的文字信息，识别后界面中显示出汉字及与该字相

关的知识图谱，系统也会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提供文物信息。观察结束后用户按下键盘上

的esc键即可退出，回到虚拟场馆内。在古文字实践探索区用户可对文物上的古文字进行自

主实践，根据语音和界面提示，用户在该界面中可依次完成古文字图像处理、古文字图像降

噪、古文字图像识别、信息抽取、图谱搭建等操作，最后用户就会得到自己设计出的一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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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谱。在一些对古文字的操作中系统还提供了不同的算法供用户选择，用户可根据自己

选择非常直接的体会到不同算法对图像进行清晰化处理的不同效果，增加了系统的自主学

习性、自由性和趣味性。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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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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