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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智慧博物馆建设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游客需求视角，以广西桂林博物馆与玉林市博物馆为实证对象，

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探究智慧导览系统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308份有效问卷数据，揭示游客需求的分

层化特征：年轻群体偏好VR体验、个性化推荐等互动功能，老年及特殊群体侧重操作便捷性与无障碍

设计。技术融合层面，AR/VR与AI动态推荐显著提升沉浸体验，但导航精度与付费意愿仍为短板。商

业模式上，“基础服务免费 + 增值服务付费”的后付费模式兼具可行性与公益属性。系统架构需强化

跨场馆协同，通过云计算–本地部署–多终端适配的分层架构整合资源。研究提出功能分层设计、高

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多元盈利机制及平台化协同策略，为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的精准化升级提供理论

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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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smart museum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 
demand, taking the Guangxi Guilin Museum and Yulin Museum as empirical cases to explore opti-
mization pathways for smart guide systems through mixed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308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the research reveals strat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demands: younger 
groups prefer interactive features such as VR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while elderly and special-needs groups emphasize operational convenience and accessibility de-
sign. At the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level, AR/VR and AI-driven dynamic recommendations signif-
icantly enhance immersive experiences, yet navigation accuracy and willingness to pay remain 
weaknesses. For business models, a post-payment model of “free basic services + paid premium 
services” demonstrates both feasibility and public welfare attributes. System architecture requires 
strengthened cross-venue collaboration, integrating resources through a layered architecture com-
bining cloud computing, local deployment, and multi-terminal adapt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hi-
erarchical func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of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ies, diversified 
profit mechanisms, and platform-based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recise upgrading of smart guide systems in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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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博物馆作为融合人类社会历史知识和自然文化的展柜，其产品及相关的研究结果是古今文化的凝结，

众多展品在满足参观者需求的同时，同时还肩负着特有的社会智能，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职能。伴随着互

联网、物联网、云计算、AI 技术等的发展，一方面打开了信息化时代的大门，对于各行各业在带来冲击

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另一方面，智慧化发展对于博物馆行业的发展也有着突出的影响

[1]。这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方面，从以人工讲解和纸质导览图为主的传统导览，到语

音导览器和视频导览器为基础的多媒体导览设备，再到现今的智慧导览系统。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正在不

断地发展，同时伴随着移动手机应用平台的发展，并且 AR 技术、VR 技术等的发展，也让博物馆导览的

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灵活，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能更好地为观众提

供服务[2]。博物馆导览系统设计正由馆方主导转向游客需求驱动，基于此，提出功能分层设计、高精度

定位技术应用等策略，从游客需求角度作为切入点，以桂林博物馆和玉林市博物馆收集游客数据，分析

当前博物馆导览系统在发展中值得肯定及需改进的方面，为博物馆导览系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研究以游客需求作为出发点，结合智慧博物馆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智慧导览系统优化为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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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首先，宏观上从国家、社会、用户角度探析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微观上结合博物馆

智慧导览系统成功案例总结智慧导览系统在服务方式、服务目标、服务过程等的优势所在。其次，通过

对当前博物馆在展示、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现状的调查，分析博物馆在传统导览上的劣势、困境及原

因；最后，总结现状对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的优化提供建设策略。 

1.2.2. 研究意义 
博物馆与观众的联系不只局限于空间关系，同时还伴随着抽象的情感联系与文化链接。导览系统的

出现打破了常规时空界限，可以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现代化服务。目前国内众多博物馆在智慧导览系统

的建设上各自都有一定建设，但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多是立足于博物馆本身需求，并未过多考虑到

游客需求。同时，在理论方面，对于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系统的设计和研究，以及在

某个博物馆的应用介绍，因此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整体，视角较为宽泛，较少细致聚焦到某个点上。基

于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细化研究视角，以桂林博物馆及玉林市博物馆作为具体研究场景，研究智慧导

览系统应用中的不足并提出优化策略，为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1.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理论建构–实证分析–策略推导”的逻辑路径，构建游客需求导向的博物馆智慧导览

系统优化研究框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智慧博物馆的核心特征(ROAD 模型)、室内定位技术演进

(UWB (Ultra Wide Band，超宽带)技术优势)及国内智慧导览系统研究现状，形成理论支撑；其次，以桂林

博物馆与玉林市博物馆为实证场域，通过问卷调研获取游客需求数据，进而分析需求特征、技术接受度

及现存问题；最终，结合理论与实证结果，从功能优化、技术融合、商业模式、系统架构四个维度提出针

对性策略，形成“需求识别–问题诊断–方案设计”的研究闭环。 

1.3.2. 研究方法 
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混合方法。量化研究通过文献调研法，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数

据并进行统计分析游客需求；质性研究通过实地观察博物馆导览系统应用场景，补充验证量化结果，增

强研究深度。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2.1. 智慧博物馆概念演进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一部分博物馆就已经尝试利用数字化技术展品进行登记，如故宫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等就率先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展品信息进行管理。这之后，一些大型博物馆开始摸索将藏品资

源与计算机技术融合，用于博物馆的展示及服务，如“数字故宫”信息系统、“数字敦煌”工程等，旨在

更好地服务于工作，满足游客对于博物馆文化以及艺术的需求。 
2008 年，IBM 提出“智慧地球”概念，数字化、智能化也成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同伴随着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 技术等同“智慧地球”概念密切相关的技术发展，智慧博物馆的发展也步

入了高速车道。2012 年 IBM 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合作，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智慧博物馆，至此为智

慧博物馆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同年，我国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智慧博物馆建设可行性研究”重点课

题，就智慧博物馆建设、发展思路等方向开展了具体的研究[3]，同时在上海召开的“文物保护领域物联

网建设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智慧博物馆——第二届文物保护领域物联网应用与发展研讨会”，以顶

层设计作为出发点，对博物馆行业同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做出了更高的要求。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5.94058


钟富怡 等 
 

 

DOI: 10.12677/isl.2025.94058 464 交叉科学快报 
 

2015 年，智慧博物馆的理论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宋新潮提出了基于角色(role)、对象(object)、活动

(activity)、数据(data)四个维度的智慧博物馆 ROAD 特征模型[4]，对于智慧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指

导。对于智慧博物馆的概念，学界也基本有了统一的认定，即以数字博物馆为基础，通过充分运用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通讯、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感知、计算、分析博物馆运行相关的人、物、活动等

数据信息，实现博物馆征集、保护、展示、传播、研究和管理活动智能化，提升博物馆服务、保护、管理

能力的博物馆发展新模式和新形态[5]。 
现在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博物馆的服务方式也逐步由单一的展示转变为更

贴近游客需求的转变，由连接“人与内容”到连接“人与服务”[6]，各大主流博物馆都有所尝试，但并

未总结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因此，本文以游客需求做为出发点，旨在尝试探索优化当前智慧导览系统的

优化路径，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2.2. 室内定位技术发展 

近十几年以来，室内空间定位技术飞速发展，逐渐突破了“特定设备，特定技术，高成本”的技术和

应用限制，且逐渐向普适性定位、低成本定位、高精度定位的方向发展。目前常见的室内定位技术包括

基于短距离通信技术的 Wi-Fi、蓝牙、RFID 等[7]，此外还有基于视觉技术、光跟踪技术、超声波定技术、

磁场定位技术等其他相关技术[8]。随着物联网的发展，短距离通信技术兴起，在室内定位技术中也逐渐

成为主流，应用于矿井巷道定位、停车场定位、博物馆定位、数字机房定位等[9]。 
Wi-Fi 技术由于在室内传输距离远、使用方便等优点，已成为无线以太网的一种室内定位解决方案。

但是 Wi-Fi 定位技术的覆盖范围有限，只适用于小空间范围内的室内定位，且较容易受到其他信号的干

扰，从而影响其精度，且定位系统的能耗也较高[7]。基于低功耗蓝牙(BLE)技术，具有定位精度较高、功

耗低、易部署等特点，近年来逐渐出现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场景中。然而，蓝牙技术最大的缺陷是信

号传输距离短，建设的成本大，且在复杂的定位环境下，定位的效果较差[7]。RFID 通信成本低廉，是一

种实现较为简易的近距离通信方式，系统开发成本小，定位有效性高，但是识别过程具有区域性限制，

远距离定位成本比较高[7]。 
尽管相关定位技术已有应用于博物馆的案例，如 Spachos P 提出基于低功耗蓝牙的 beacons 技术实现

智慧博物馆的室内定位技术[10]；徐方提出基于 Wi-Fi 实现博物馆环境下的定位系统等[11]；Vena A 等人

基于 RFID 技术实现室内定位系统，从而分析博物馆游客的行为[12]。然而，这些技术很难满足博物馆高

精度定位的需求，而且由于在室内环境的复杂度越来越高，室内非视距情况下定位误差的影响逐渐增大，

如何降低其影响显得尤其重要。 
UWB 信号发射不需要使用传统通信体制中的载波，而是通过发送纳秒级及以下的极窄脉冲来传输数

据，其具有抗干扰性能强、传输速率高、带宽极宽、消耗电能小、发送功率小等诸多优势[13]。UWB 通

过计算脉冲到达时间完成对距离的测量，从而实现目标的定位，可实现厘米级定位，且抗干扰能力及抗

多径衰落能力强。 
早期 UWB 是军用技术，在 2002 年可民用。但由于价格因素，长期以来 UWB 应用主要集中在 B 端

和 G 端。到 2019 年，苹果发布 iPhone11，首次内置 UWB 技术，打开了 UWB 的 C 端市场，之后三星、

谷歌、小米等均在自己产品上装备了 UWB。目前，和其他短距离通信技术相比，基于 UWB 的室内定位

技术，具有精度高、覆盖范围大等优点[14]。 
综上，现有室内定位技术很难满足博物馆复杂场景下的需求，基于 UWB 技术实现博物馆室内定位、

设计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具有技术和市场优势。在技术上，UWB 具有精度高、覆盖范围大、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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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性强、抗干扰性强、辐射低等优势[15]；在市场上，随着更多手机品牌集成 UWB 模块，会大幅降低

其价格，从而实现 UWB 在 C 端市场的普及，为设计基于移动手机 UWB 定位技术的智慧导览系统奠定

基础。 

2.3. 智慧导览系统研究现状 

伴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博物馆的导览方式也逐渐由传统导览过渡到多媒体导览，再发展到

现如今的智能导览，随着国家对数字化发展的大力支持，各地博物馆也渐渐投身至建设智慧导览系统中。

早期张茜、杨林安等研究发现，游客对于语音导览有着较高需求，同时年轻游客相较于老年游客会更倾

向于使用语音导览[16]。唐闻欣在研究南京博物院时发现馆中的电子导览存在互动上的优势，但在实际使

用中仍然都存在着使用上的不便这样的问题，并针对化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17]。赵靓以中国国家博

物馆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主要导览方式以及实际应用中的优劣点，为其它博物馆智

能导览的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18]。此外，谭宗燕[19]、陈刚根据不同博物馆场景，探讨了未来智慧导览

系统的建设方向。 
部分学者对于智慧导览系统的研究更多聚焦到基础及具体应用方面，如张小朋认为建设智慧博物馆

的核心在于构建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解决物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20]，邓卓、曹艳以儿童导览为主视

角，通过分析儿童行为模式论述该导览系统的独到之处[21]，以及李向民、陈立东等关注到导览系统在室

外场景的应用[22]，闫宏斌通过区别付费模式，从全新的视角去分析导览设备对于游客的影响，同时后付

费模式有利于扩大导览系统受众[23]。 
从现有研究来看，智慧导览系统在国内已有一定的应用，但是现阶段的研究都较为宽泛，更多聚焦

于智慧导览系统的应用情况的描述及如何建设，较少关注到游客需求及游客满意度，因而本文以智慧导

览系统游客需求作为研究切入点，以需求带动优化。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问卷设计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设计了相关问卷，问卷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学特征调查，包含游客

性别、年龄、工作以及地区等基础情况。第二部分为游客行为模式，包括游客游览目的、信息获取渠道、

选择侧重点。第三部分为导览系统使用现状，包含导览系统使用率、导览系统使用方式、导览系统影响

以及游客导览系统需求四项。第四部分为技术接受度，包含技术认可度、使用意愿、付费意愿及技术可

替代性，量表题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1 = 非常不满意，5 = 非常满意)。 

3.2. 调研博物馆选取 

3.2.1. 桂林博物馆 
桂林博物馆自 1963 年开始筹建，1988 年落成并陈列开放，新馆于 2014 年竣工，总建筑面积为 3.4

万平方米，是展示桂林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是目前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博物馆之一。现有

馆藏文物近 4 万件，以桂林明代出土梅瓶、外宾礼品、明清书画珍品、桂林历史文物、广西少数民族文

物等为馆藏特色。展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共设置有 12 个展厅。 

3.2.2. 玉林市博物馆 
玉林市物馆前身为 1978 年组建的玉林县文物事业管理所，于 1989 年正式更名为玉林市博物馆，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也是玉林市唯一的地市级综合博物馆，馆内现有藏品 3000 余件。文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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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别包括石器、铜器、铁器、银器、陶瓷器、砖瓦、书画、织绣品、竹木雕、玉石器、石刻、拓本、

货币等。 

3.2.3. 调研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现状 
经笔者实际到馆体验，目前桂林博物馆导览方式仍以传统导览为主，馆内固定时间段安排导游为游

客进行统一讲解；同时馆内配备有多媒体讲解，游客扫码租赁设备后，输入展品相应的编码多媒体设备

进行语音讲解；另有博物馆线上讲解小程序，游客扫描展柜处二维码或输入展品名称开启讲解。此外，

微信小程序内还设置线上游览功能，游客可以在线上参观预设场景。 
玉林市博物馆则主要以传统人工讲解为主，同时搭配有租赁多媒体设备，游客可自行付费后使用(见

图 1)。此外并未设置有专门的智慧导览系统。 
 

 
Figure 1. Guilin Museum audio guide equipment (taken by the author) 
图 1. 桂林博物馆语音导览设备(笔者拍摄) 

3.3. 数据收集 

采用线下向游客展示二维码，线上填写问卷的方式，于 2025 年 3 月~4 月在桂林博物馆和玉林市博

物馆进行了问卷投放，得到有效问卷 308 份，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12，信度良好，可用于分析。 

4. 游客需求特征分析 

4.1. 人口统计学特征 

样本呈现显著的年轻化与多元化特征(见表 1)：18~45 岁游客占比达 78.57%，构成核心客群；性别分

布均衡，男女各占 50%；外地游客占比 86.78%，凸显博物馆作为文化地标的吸引力；职业分布以事业单

位/公务员(14.05%)、服务业人员(21.49%)、工人(19.01%)及公司职员(18.18%)为主，反映中产及工薪阶层

对文化体验的普遍需求。 
 
Table 1. Demography feature 
表 1. 人口统计学 

年龄 人数 占比 职业 人数 占比 

18 岁以下 16 5.19% 专业人士(如教师/医生/律师等) 40 12.99%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5.94058


钟富怡 等 
 

 

DOI: 10.12677/isl.2025.94058 467 交叉科学快报 
 

续表 

18~25 岁 49 15.91% 服务业人员(餐饮服务员/司机/售货员等) 68 22.08% 

26~35 岁 107 34.74% 自由职业者(如作家/艺术家/摄影师/导游等) 27 8.77% 

36~45 岁 86 27.92% 工人(如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城市环卫工人等) 52 16.88% 

46~60 岁 37 12.01% 公司职员 47 15.26% 

60 岁以上 13 4.22% 事业单位/公务员/政府工作人员 42 13.64% 

性别   学生 28 9.09% 

男 154 50% 其它 4 1.30% 

女 154 50% 是否为广西本地居民   

   是 64 20.78% 
   否 244 79.22% 

4.2. 游客行为模式分析 

参观动机呈现文化导向与多元需求并存(见图 2)，78.9%的游客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为首要目的，

65.58%关注“参与文化活动”，同等比例游客将“放松休闲”列为主要诉求，体现博物馆功能从单一文

化展示向复合体验空间的转变。信息获取高度依赖数字渠道：90.58%的游客通过旅游网站或 App 获取目

的地信息，78.57%借助社交媒体，与年轻群体的数字使用习惯高度契合。目的地选择注重多维体验，自

然风光(91.23%)、服务设施(78.25%)、旅游费用(69.81%)和文化底蕴(67.21%)为前四大影响因素，其中文

化底蕴虽位列第四，但仍高于餐饮、交通等传统要素，印证博物馆文化价值的市场认同。 
 

 
Figure 2.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sample destinations 
图 2. 样本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 

 
从代际差异看，18~45 岁游客占比达 78.57%，其通过移动设备获取信息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群体这

一点与李新、王颖、闫相斌等[24]的研究结果一致。 

4.3. 智慧导览系统使用现状 

技术采纳率较高，线下场景为主要渠道(见图 3)，研究样本中 85.39%的游客使用过智慧导览系统，其

中 31.17%通过扫码接入，28.9%经工作人员推荐，23.6%预下载 App，凸显线下场景在技术推广中的核心

作用。功能需求聚焦交互性与易用性，互动功能(74.35%)和操作便捷性(72.4%)为游客最关注的维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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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解说内容(68.18%)和导航准确性(60.71%)，反映用户对“沉浸式体验”与“无感化服务”的双重需求。

体验影响呈现积极导向，65.9 的游客认为智慧导览显著提升游览体验，仅 11.36%持负面评价，初步验证

技术介入的正向价值，但仍有 22.73%反馈“体验一般”，说明服务功能仍有优化空间。 
 

 
Figure 3. Sampl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图 3. 样本功能需求 

4.4. 游客满意度分析 

总体满意度呈偏态分布，提升空间显著(见图 4)：均值 M = 3.82 (SD = 0.76)，55.52%的游客给予 4~5
分(“满意”及以上)，其中 21.70%“非常满意”，33.77%“满意”；但 27.92%评价为“一般”，12.34%
明确不满意，反映服务质量存在分层差异。分项评价凸显技术与人文优势，展览创新性(64.93%)、服务态

度(69.81%)和环境氛围(62.34%)得分较高，印证数字化展示与人性化服务的受欢迎度；设施完善度

(60.06%)和展品丰富度(55.84%)评分相对较低，成为服务改进的关键触点。用户粘性与传播潜力并存，

56.17%愿意重游，68.5%愿意推荐给亲友，但 25.32%持观望态度，提示通过满意度提升驱动二次消费和

口碑传播的策略可行性。 
 

 
Figure 4. Sample satisfaction 
图 4. 样本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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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技术接受度分析 

技术融合认可度高，但人工导览仍具不可替代性(见图 5)，67.85%支持智能技术应用，仅 9.09%持负

面态度，显示游客对技术创新的开放心态；但 60.71%支持“部分替代”人工导览，29.22%要求“必须保

留”，凸显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平衡需求。沉浸式技术与定制化服务成需求热点，89.61%期待 VR 体

验，82.14%偏好 AI 个性化推荐，57.79%关注互动投影，而智能语音解说需求仅 30.52%，反映年轻群体

对“场景化、个性化”技术的强烈偏好。付费意愿分化显著，增值服务潜力待挖掘，仅 24.68%愿意为智

慧导览付费，53.58%明确拒绝，知识付费意愿整体偏低。  
 

 
Figure 5. Sample willingness to pay 
图 5. 样本付费意愿 

5. 优化策略设计 

5.1. 基于游客需求的功能优化 

根据对样本数据分析，从游客需求角度来看，智慧导览系统的功能优化应该聚焦于提升互动性、操

作便捷性、内容深度方面，具体策略包括：(1) 智慧导览系统设计时可结合 AI 技术，开发多模态的交互

界面，增设动态回答模块、虚拟角色导览等，实现个性化交互，增强游客参与感。(2) 简化导览系统操作

流程，通过简洁一键式的 UI 设计，剔除多余复杂的页面，同时考虑到游客的多样性，还应支持多语言切

换以及无障碍访问模式，覆盖儿童、老年及特殊群体需求。(3) 丰富解说内容，设置分层解说，根据不同

需求设置解说内容，如儿童以趣味故事为主，普通版以科普内容为主，进阶版进行学术解读等；同时可

以丰富生态环境，允许用户上传观后感及分享路线，形成社群，增加用户粘性。 

5.2. 技术融合方案 

(1) AI 个性化推荐技术实现：采用协同过滤算法与用户画像结合的方式，通过收集游客的实时位置数

据(UWB 定位)、展品停留时长、点击行为及历史偏好，动态生成个性化推荐内容。如，当游客在桂林博

物馆“明代梅瓶”展区停留超过 3 分钟时，系统将自动推送宋代瓷器对比视频、相关学术论文链接及线

下讲座信息。技术后端采用轻量化神经网络模型部署于本地服务器，以降低延迟并保障隐私安全。 
(2) VR/AR 场景应用：VR 虚拟展厅：通过 3D 建模技术复刻博物馆实景，游客可通过 VR 设备远程

访问“线上特展”，如玉林博物馆的“古代青铜器专题”，并参与互动任务，如拼合文物碎片。据康宁等

的实践数据，此类功能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 5.85%，参观展品个数提升 6.92% [25]。AR 增强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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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Kit/ARCore 框架开发手机端应用，游客扫描展品后可触发 3D 动态模型，如梅瓶烧制过程演示，

并支持手势交互，如缩放、旋转等。 

5.3. 商业运营模式建议 

针对游客付费意愿较低的情况，可以尝试通过基础服务免费，为游客提供基础导览服务免费来吸引

游客流量，通过增值服务进行付费，如定制化 AI 助手、专家级深度讲解、个性化定制路线等。同时收集

游客时空轨迹数据也可以与学术机构合作，同时可视化的数据也可以为博物馆运营提供数据支持。收费

标准，专家级深入讲解参考故宫“特展讲解”服务，由馆内研究员或特邀学者录制视频进行讲解，定价

10 元/次；个性化路线定制基于用户画像生成专属路线，支持一键导航与语音提醒，参照故宫语音导览器

收费为 20 元每台，会员制收费 19 元/月。 

5.4. 服务系统架构设计 

搭建云计算–本地部署–多终端协同机构的模式。终端方面支持多类型设备(手机、智能设备、AR 眼

镜、租赁终端等)接入，以适配不同用户群体需求；可以借助轻量化小程序呈现，降低硬件负荷。在博物

馆进行本地服务器部署，可以实时处理定位数据以及用户请求，降低延迟的同时可以提高用户满意度；

云端整合 AI 模型训练、大数据分析与数据管理功能，这也能实现跨博物馆使用，同时开放 API 接口，便

于开发者参与功能拓展。此外需要注意数据的管理，可以通过分布式储存的方式提升数据安全性。 

6. 结论与不足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游客需求视角，结合广西桂林博物馆与玉林市博物馆的实证调研数据，系统分析了智慧

导览系统的应用现状、游客需求特征及技术接受度，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游客需求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特征；调研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游客以“了解历史文化”为

主要参观目的，但不同群体对导览功能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年轻游客更偏好互动性功能，包括 VR 体

验，个性化推荐；而老年及特殊群体则重视操作便捷性与无障碍设计，这表明，智慧导览系统的功能设

计需兼顾分层化与包容性，需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分层内容设计，并兼顾多元需求。 
其次，技术融合是提升导览效能的核心路径。结合 AR/VR 技术与 AI 驱动的动态推荐，能够明显增

强游客的沉浸感与参与度。同时，数据表明，超过六成的游客认为使用智慧导览系统提升了游览体验，

但导航准确性与付费意愿仍是短板，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加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再次，商业模式需平衡公益属性与可持续发展，调研数据显示，样本中超过一半的游客明确拒绝付

费使用导览系统，但增值服务具备一定市场潜力，闫宏斌(2019)的研究中也提到了“后付费模式”(即先

使用再根据使用情况选择付费与否)，通过“基础服务免费 + 增值服务付费”模式吸引流量，同时探索数

据驱动的文旅合作机制。 
最后，系统架构需强化协同性与扩展性。提出的云计算–本地部署–多终端协同机构分层架构支持

多终端适配与实时数据处理，但需进一步整合跨博物馆资源，形成平台化服务体系，才能更好整合资源。 

6.2. 研究不足 

尽管本研究为博物馆智慧导览系统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样本数据集中

于广西桂林与玉林两座博物馆，且年轻游客(18~45 岁)占比高达 78.57%，结论的普适性可能受地域文化、

游客群体异质性影响；其次，研究方法以量化问卷为主，虽辅以观察法，但缺乏对特殊群体的深度访谈，

需求分层结论的全面性有待完善，同时过于依赖量化研究，难以深入了解游客的真实需求；再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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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案尚未在实际场景中部署验证，其成本效益与稳定性需进一步实证检验；最后，研究未充分纳入

博物馆资源禀赋差异对策略落地的制约，未来需结合多案例对比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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