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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综述、调研分析和系统设计，通过访谈法、调查问卷法等方法，研究团队旨在探索非遗文化保

护与传播多语化、智能化发展之路。团队将绍兴黄酒博物馆作为非遗文化研究的代表，通过设计一个多

语种、多互动、高沉浸感的“有声地图”系统，希望有效促进绍兴非遗文化的智能化传播。预期设计的

系统支持普通话、绍兴方言、英语等多种语言，通过实时位置识别和个性化推荐，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

文化体验。研究结果表明，非遗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提升非遗文化的传播效果，更能

为推动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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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analysis and system design, interview method,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earch team aims to explore the multilingual and intelligent de-
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e team took the Shaoxing 
Rice Wine Museu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designed a mul-
tilingual, multi-interactive and highly immersive “audio map” system, hop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dissemination of Shaoxi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ystem is expected to 
be designed to support multiple languages such as Mandarin, Shaoxing dialect, English, and more, 
providing visitors with an immersive cultural experience through real-time location recognition and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cul-
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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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受

到了挑战。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失传、失真、边缘化等问题层出不穷。保护什么、发展什么、如何传承非遗

等，成为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1]。 
在数智技术的引领下，随着国家对于旅游政策的鼓励与推动，绍兴致力于盘活自身独特的非遗文化资源。

绍兴，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包括越剧、绍兴黄酒、扎染技艺、

东篱乐、乌毡帽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展示了地方特色，还反映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成为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以此为背景展开，在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本研究从兼具权威性与代

表性的绍兴黄酒博物馆入手，以绍兴非遗–黄酒为代表，探索绍兴非遗相关的多语“有声地图”建构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非遗数字化保护 

2.1.1. 国内研究方面 
国内研究方面，在知网用“非遗数字化”作为关键词检索，可得学术期刊 2448 篇，学位论文 889 篇。

从研究时间来看，最早文献可追溯至 2008 年，后基本逐年有发表，可知对于非遗数字化的研究较晚，而

发展备受瞩目，前景良好。其中主要呈现技术导向特征。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非遗作为“活态文化”需

适应数字技术环境，国内研究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1) 技术应用与文化生态重构：学者关注数字技术(如 3D 建模、VR)对非遗记录与传播的影响[2]。从

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技术介入重构了非遗的传承环境：数字化存储解决实体载体脆弱性问题，但可能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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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非遗与原生社会场景的关联。例如黄诚等提出的虚拟展馆虽扩展传播范围，却面临文化场景“去在地

化”风险[3]。 
2) 实践模式与文化生态协同：案例研究表明，智慧文旅、数字藏品等模式通过构建“技术–文化”

共生系统，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4]。但文化生态学警示需平衡“技术赋能”与“生态维系”，如绍兴

非遗数字化需保留方言语境、节庆仪式等生态要素。 
3) 挑战研究与生态平衡机制：学界对数字鸿沟、文化异化的批判契合文化生态学的系统观，强调需

建立技术应用与文化原真性的动态平衡机制。例如数字传播可能导致符号简化，需通过多模态记录维持

文化基因完整性。 

2.1.2. 国外研究方面 
国外研究方面，在谷歌学术上以“digital protection”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为关键词检索，

得到约 97,800 条结果，其研究更注重技术对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影响： 
1) VR 技术的生态沉浸性：Zhang 等(2023)构建的 VR 平台通过多感官交互模拟非遗原生环境，契合

文化生态学的“情境依存”理论，使文化传播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的同时维系情境真实性[5]。 
2) 数字图书馆的生态数据库构建：Wu 等(2021)提出通过数字图书馆整合非遗文本、影像、仪式数据，

形成文化生态系统数字孪生，为动态保护提供数据基础[6]。 
3) Web 技术的生态连接功能：Zhao (2022)的四层架构平台设计体现文化生态学层级观，通过数据采

集层、分析层、交互层、应用层的协同，实现非遗与现代社会需求的生态适配[7]。 
通过国内外研究对比可以发现，国外研究在技术应用、实践案例和理论框架方面较为丰富，而国内

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并逐渐向实践应用转变。未来，国内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技术研

究与应用，例如在构建绍兴非遗有声地图的过程中，借助 VR、数字图书馆及 web 技术优化非遗保护策

略。文化生态学强调非遗保护需维持“人–文化–环境”动态平衡。而国内外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既

能拓展非遗生存空间，也可能导致生态失衡。需通过技术设计强化非遗与环境关联，例如有声地图可嵌

入地理标记功能，将方言曲艺与绍兴水乡景观进行数字绑定。 

2.2. 有声地图 

2.2.1. 国内研究方面 
国内研究方面，在知网用“有声地图”作为关键词检索，得到期刊 11 篇。从研究时间来看，最早文

献可追溯至 1994 年，大多数文献发表于 1994 年，后续多隔年发表，说明有声地图研究尚处在萌芽期。

梳理知网上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有声地图的系统理论研究，实践研究较少，目前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结合交通运输经济的有声地图设计应用。从 GPS 系统展开，有声地图的设计方便司机了解途经线

路存在的安全隐患。体现了技术实用性，但缺乏文化维度[8]。 
2) 结合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的有声地图设计应用。从有声地图增大地图的信息容量，充分调动人类

的感受器官，提高识记效果的功能展开。虽然关注感官刺激，但仍未触及文化生态关联[9]。 
3) 结合多学科有声地图运用。从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建筑科学与工程、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

等领域展开，设计有声地图，提高体验。其中的西湖声景地图开始探索声音与环境的关系，但仍未建立

系统的文化生态分析框架[10]。 

2.2.2. 国外研究方面 
国外研究方面，在谷歌学术网站以“talking map”作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约 3,080,000 条结果，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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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涵盖以下领域： 
1) 音频导览和移动技术的开放与应用。探讨了音频导览和移动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其中涵盖有

声地图，增强了游客体验。证实音频导览可通过环境声效增强场所精神感知，呼应文化生态学“声音景

观(Soundscape)”理论[11]。 
2) 有声地图在视障辅助中的应用。聚焦于视障人士提供的辅助工具，提出了声音地图设计的理论框

架。为视障者设计的声音地图，体现文化生态学倡导的“多元主体参与”[12]。 
3) 视觉元素与有声地图体验感的关系。借助有声地图这一媒介，讨论了视觉与声音元素对于城市形

象的塑造作用。提出的城市意象理论在研究中发展为声学定位系统，通过方言、戏曲等声音层积呈现文

化空间的历史纵深[13]。 
4) 信息传递在有声地图中的运用。介绍了对于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解释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讲述了如

何将信息通过有声地图有效传达给公众[14]。 
5) 地理元素对于有声地图立体感的作用研究。讨论了位置基础的移动游戏如何充分利用城市空间，

阐明了声音在增强地点感知和文化体验中的潜在用途[15]。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有声地图应成为连接“物理空间–文化记忆–当代受众”的媒介。例如在绍兴

非遗地图设计中，可依据遗产阐释理论，通过声景叙事呈现黄酒酿制与鉴湖水系的地理关联，强化文化

生态系统的可感知性。结合这一理论，有声地图不仅是信息传递工具，更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设计应考虑如何保持非遗文化的完整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异化，同时增强游客对非

遗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未来，国内可借鉴国外研究经验，优化绍兴多语有声地图的构建，助力非遗文化

的传承与推广。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绍兴黄酒是中国传统名酒，产自浙江绍兴，以糯米、小麦为原料，经传统工艺发酵而成，酒体醇厚、

香气馥郁，代表品种有花雕、女儿红等，享有“东方名酒之冠”的美誉。本次有声地图的建构研究从绍兴

非遗入手，参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见表 1)，并进行了对知名非遗的词云图绘制(见图 1)，选出

了绍兴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围绕绍兴市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经调查后知名度

最高的绍兴非遗–即最具代表性的绍兴黄酒展开调查研究。 

3.2. 研究方法 

3.2.1. 访谈法 
本课题小组旨在深入探究绍兴黄酒博物馆内非遗文化与有声地图建构的融合现状，以期为该博物馆

的文化传播与游客体验提供优化策略。考虑到绍兴黄酒博物馆作为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内部导

览系统的有效性对于游客理解黄酒文化至关重要，然而，据前期实地考察，博物馆内明显缺乏系统化的

有声地图导览服务。现有的语音导览仅限于微信公众号上的寥寥数条，且与博物馆内实际场馆的相关场

景设置关联度不高，难以满足游客深入了解绍兴黄酒文化的需求。 
基于此背景，本课题小组旨在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收集来自博物馆工作人员、游客以及非遗文

化专家的第一手资料。团队选择了周末人流量较大的时段，4 次前往绍兴黄酒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并对

三类访谈对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访谈。具体而言，团队以面对面访谈方式访谈了博物馆工作人员 6 位，

以随机抽样方式访谈了游客 30 位，并以深度访谈方式邀请了 4 位非遗文化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共计访谈

人次 40 位，确保了数据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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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oxing 
表 1. 绍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序号 项目 
序号 编号 名称 类别 公布时间 类型 保护单位 

1 565 Ⅰ-78 童谣(绍兴童谣) 民间文学 2014 
(第四批) 扩展项目 绍兴市文化馆、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 231 Ⅳ-87 目连戏(绍兴目连戏)  传统戏剧 2014 
(第四批) 扩展项目 绍兴市文化馆、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3 253 Ⅴ-17 绍兴平湖调 曲艺 2006 
(第一批) 新增项目 绍兴市文化馆、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4 254 Ⅴ-18 摊簧(绍兴摊簧) 曲艺 2008 
(第二批) 扩展项目 绍兴市文化馆、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5 259 Ⅴ-23 绍兴莲花落 曲艺 2006 
(第一批) 新增项目 绍兴市柯桥区文化馆 

(绍兴市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6 747 Ⅴ-54 绍兴词调 曲艺 2008 
(第二批) 新增项目 绍兴市文化馆、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7 776 Ⅴ-83 绍兴宣卷 曲艺 2008 
(第二批) 新增项目 绍兴市柯桥区文化馆 

(绍兴市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8 410 Ⅷ-60 绍兴黄酒酿制技艺 传统技艺 2006 
(第一批) 新增项目 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 

9 991 Ⅹ-84 庙会(绍兴舜王庙会) 民俗 2021 
(第五批) 扩展项目 绍兴市虞舜文化研究会 

 

 
Figure 1. Shaox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ll-known word cloud 
图 1. 绍兴非遗知名度词云图 

 
访谈过程中，团队围绕绍兴黄酒博物馆内非遗文化的展示现状、有声地图的缺失影响、游客体验需

求以及未来建构策略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访谈数据主要以书面形式详细记录，为后续的分析与总结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对访谈数据的系统整理与分析，本课题小组对绍兴黄酒博物馆内非遗文化与有

声地图建构的现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3.2.2. 调查问卷法 
调查问卷法是本研究获取绍兴黄酒博物馆“有声地图”在实际应用中一手数据的关键方法。本次调

查聚焦于使用或潜在使用该有声地图的人群，旨在全面了解其应用现状、用户满意度、需求偏好以及对

多语种功能的期望，为后续的建构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本次调查问卷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线上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旅游相关论坛和专业问卷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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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发放问卷，以扩大调查范围，覆盖不同地域的潜在用户；线下则选择在绍兴黄酒博物馆、绍兴鲁迅

故里等绍兴热门旅游景点，针对实地游览的游客进行问卷发放，确保调查对象与研究场景的高度相关性。

问卷设计涵盖多方面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年龄、职业、国籍等)、对绍兴黄酒博物馆“有声地

图”的使用经历(使用频率、获取渠道等)、使用体验评价(内容深度、语言种类、界面美观度、操作流畅度

等)以及对功能改进和多语种设置的具体需求。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0 份。 

3.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3.1. 访谈法结果及分析 
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视角来看，6 位受访者普遍表示，博物馆内缺乏系统化的有声地图导览服务对游

客体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指出，有声地图的缺失使得游客在参观过程中难以形成连贯的文化认知，

从而影响了对绍兴黄酒文化的深入理解。工作人员强调，引入有声地图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

还能有效增强非遗文化的传播效果。 
在针对游客的调查中，其反馈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 30 位受访者中，超过 70%的游客表示，现有的

语音导览服务无法满足他们深入了解绍兴黄酒文化的需求。他们认为，微信公众号上的语音导览内容过

于零散，且与博物馆内实际场馆的结合度不高，导致他们在参观过程中感到迷茫和困惑。此外，部分游

客还提出了增加互动体验、丰富导览内容等改进建议，以期获得更加沉浸式的参观体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与有声地图建构的融合策略，本课题小组还邀请了 4 位非遗文化专家进

行深度访谈。专家们指出，绍兴黄酒博物馆作为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其导览系统应更加注重文化

内涵的深入挖掘与精准呈现。他们建议，在有声地图的建构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博物馆内的实际场馆

布局和展品特点，设计具有层次感和连贯性的导览路线。同时，专家们还强调了互动体验的重要性，认

为通过增加问答、游戏等互动环节，可以有效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综上所述，本课题小组的访谈结果显示，绍兴黄酒博物馆内非遗文化与有声地图的建构存在明显的

缺失和不足。未来，博物馆应积极探索有声地图的引入与优化策略，以提升游客体验、增强非遗文化的

传播效果。同时，还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与精准呈现，为游客提供更加沉浸式的参观体验。 

3.3.2. 调查问卷法结果及分析 
从结果来看，在受访者国籍分布上(见图 2)，中国受访者占比 75%，其他国家中韩国、日本、德国等

也有一定比例，这反映出绍兴黄酒文化在国际上具备一定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多语种有声地图建设对于 
 

 
Figure 2. Nationality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图 2. 受访者国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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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requency of respondents’ use of the “Audible Map” service of 
Shaoxing Rice Wine Museum 
图 3. 受访者使用绍兴黄酒博物馆“有声地图”服务的频率 

 

 
Figure 4. The “audio map” service of Shaoxing Rice Wine Museum needs to be improved 
图 4. 绍兴黄酒博物馆“有声地图”服务需改进之处 
 

 
Figure 5. Reasons for adding Shaoxing dialect 
图 5. 增加绍兴方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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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国际受众群体的重要性。在使用频率方面(见图 3)，经常使用的用户占比相对较低，说明有声地图在

推广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关于服务需改进之处(见图 4)，78.75%的受访者认为内容深度有待提升，52.5%
希望增加语言种类，有效说明了后续地图内容优化和多语种拓展的重要性。而在增加绍兴方言的理由调

查中(见图 5)，超 70%的受访者认为有利于绍兴本地非遗多语种传播，近 60%认为方便绍兴本地老年群体

使用，这凸显了融入绍兴方言对传承本地文化、服务特定群体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系统分析，

团队从受众特征、应用现状、用户期望等多个维度得出了此项研究针对性的优化依据。 

4. 绍兴非遗多语有声地图建构 

4.1. 前期调研 

为确保“有声地图”设计能够精准匹配绍兴黄酒博物馆的非遗文化展示需求，团队开展了多方调研。

项目团队先对博物馆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记录了现有的展品和文化场景，并发现现有的语音导览系统

存在几大关键问题：一是导览内容过于简略，未能详细介绍黄酒的制作过程；二是现有系统仅支持普通

话，无法满足多语种游客的需求，且缺乏互动性和沉浸感。此外，我们还参考了杭州西湖景区的有声导

览系统，分析其在双语支持、互动性以及个性化推荐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借鉴其技术优势。在此基础上，

绍兴非遗多语有声地图项目在文化传承、地方语言支持和内容个性化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特别是

通过绍兴方言的融入，增强了本地游客的文化亲和力和体验感。 

4.2. 设计方案与技术实现 

基于前期调研的结果，团队制定了“绍兴非遗多语有声地图”系统的设计方案，并在技术实现上进

行了细致规划。该系统不仅提供语音导览服务，还支持多语种切换、实时位置识别和个性化推荐，旨在

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深刻且智能化的文化体验。系统采用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如科大讯飞和百度语

音识别平台，支持普通话、绍兴方言、英语等多种语言切换，以便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游客提供无障

碍的服务。在设计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对绍兴方言及其他地方口音的适配问题，确保系统能够准确识

别各类语音输入，从而提高语音识别的准确性和用户的满意度。 
除此之外，系统集成了基于游客实时位置的语音导览功能。通过蓝牙、Wi-Fi 和 GPS 等定位技术，

系统能够实时识别游客所在的位置，并为游客提供与当前所在展品相关的详细讲解。例如，当游客接近

黄酒酿造展示区时，系统将自动播放与该展品相关的文化解说。此项设计充分考虑了博物馆的实际场馆

布局，确保游客始终能够得到与其当前位置匹配的导览内容，从而提供更流畅、更自然的参观体验。 

4.3. 专利设计与法律保护 

本项目的外观设计已获得专利保护，专利涵盖了“有声地图”系统界面的设计、互动功能的视觉呈

现以及多语种切换的界面布局(见图 6)。专利的获得确保了项目在技术实现和产品化过程中的独特性，并

有效避免了与同类项目的重复和侵权问题。除此之外，专利的保护还为项目的后续资金支持和市场推广

提供了可靠保障。 
具体来说，该有声地图外观设计专利依托数智技术，以绍兴黄酒博物馆为核心场景进行构建。其原

理基于多语种交互系统与定位感知技术的协同运作。多语种交互系统内置丰富语言包，涵盖中、英及绍

兴方言等，能够根据用户选择精准输出对应语言的语音导览内容，满足不同语言背景游客的需求。定位

感知技术借助传感器或 GPS 等定位手段，实时获取用户在博物馆内的位置信息，与预先设定的地图数据

和导览内容进行匹配，从而实现当用户抵达特定展区，如酒文化展区、酿酒工艺区时，自动触发相应的

语音讲解、VR 体验引导等功能。同时，结合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在地图界面直观展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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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布局、展品分布、绍兴黄酒酿造工艺流程等关键信息，为用户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体

验[16]。 
 

 
Figure 6. The inside page of the design patent 
图 6. 外观设计专利内页 

4.4. 产品化与优化方向 

尽管绍兴非遗多语有声地图的系统设计原型和技术框架已经完成，但由于资金问题，产品化进程尚

未全面展开。未来，随着资金的到位，项目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语音识别技术的准确性是提升用户体

验的核心之一，未来我们计划对绍兴方言及其他地方口音的适配性进行更深入的优化，确保不同地区的

游客都能顺利使用该系统。未来系统将扩展更多语言的支持，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的主要语言，以便满

足国际游客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优化系统界面方面，未来我们将提升操作流畅性和视觉效果，确保界面的简洁性和美观性，以提

高用户的操作体验。同时，为了增强游客的文化沉浸感，计划引入增强现实(AR)技术[17]，使游客不仅通

过语音了解展品，还能通过手机屏幕看到虚拟的黄酒酿造场景。这一技术的引入将大大增强游客的沉浸

感，使其更加深刻地理解绍兴黄酒的文化和历史。 

5. 预期产品与未来展望 

5.1. 预期产品功能 

未来，我们预计打造一款多功能、智能化的导览系统，提供核心功能包括多语种支持、个性化推荐

以及实时位置更新。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任意语言进行导览，系统可以在语音导览过程中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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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展览和文化背景。通过实时位置识别技术，系统能够根据

游客的实际位置，自动更新导览内容，确保每位游客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得到相关展品的详细讲解。此外，

博物馆管理者可通过云端平台实时更新展览内容，确保游客始终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展览信息，进一步提

升游客的文化体验。 
为了提升互动性和文化沉浸感，系统还设计了语音提问、情境再现等互动功能，游客在语音提问的

过程中，系统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理解游客的需求并提供回答。增强现实(AR)技术的引入也将

进一步丰富游客的体验，通过手机屏幕，游客不仅可以听解说，还能看到虚拟的场景呈现，有效增强了

文化体验过程中的沉浸感。 

5.2. 市场前景与推广策略 

本项目在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保护与体验方面具有显著创新点。首先，我们首创了“双轨声景引

擎”，通过多语言与方言双轨导览技术，有效攻克了非遗文化跨语际传播的难题。该引擎实现了多语言

实时互译，保护了方言基因，并构建了全球声景网络，极大地提升了非遗文化的全球传播力。其次，我

们构建了文化遗产的“数智生命体”，通过“感知–认知–决策”智能保护体系，重塑了非遗活态传承的

范式。这一体系包括动态数字孪生、智能诊断系统以及可持续活化路径，为非遗文化的长期保护与传承

提供了科学、智能的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开发了文旅融合的“超个性化服务矩阵”，通过“需求–场景

–情感”精准匹配引擎，定义了非遗体验的新标准。该矩阵包括 AI 画像导览、虚实共生交互以及社群共

创生态，为游客提供了深度、个性化的非遗文化体验，推动了文旅融合的新发展。这三项创新相互支撑，

共同推动了非遗文化的现代化保护与全球化传播。基于此，项目在多方面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首先，在文旅产业推广方面，本研究构建的多语“有声地图”系统不仅适用于绍兴黄酒博物馆，还

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其他非遗景区进行推广，如苏州昆曲馆、北京京剧博物馆、福建南音艺术馆等。这些

非遗场馆同样面临数字化导览资源不足、游客互动体验有限等问题，而本研究提出的“双轨声景引擎”

技术能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提供精准的语音导览，实现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传播。此外，本研究的“超

个性化服务矩阵”可根据不同景区的非遗特色和游客需求进行灵活调整，推动各地非遗场馆的智能化升

级，提升整体文旅服务水平。 
其次，在提升非遗国际影响力方面，本研究借助多语言导览技术突破了传统非遗传播的语言壁垒，

使国际游客能够以母语或熟悉的语言深入了解中国非遗文化。结合全球声景网络构建模式，该系统能够

为国际非遗爱好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文化体验，同时增强中国非遗在国际平台上的可见度。每年前来绍兴

游玩的外国游客数量逐年增长。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2024 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 146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7%，其中通过免签入境 854.2 万人次，占比 58%，同比增长 190.1%。此外，绍兴

在 2024 年“五一”假日期间接待游客 313.4 万人次，较 2023 年同比增长 19.67%，绍兴高于全省平均 14.7
个百分点，增幅名列全省第二，过夜游客人数大幅上升，同比增长 34.48%。绍兴的旅游吸引力不仅体现

在游客数量的增长上，还体现在旅游市场的繁荣和游客的高满意度。绍兴的各大景点如鲁迅故里、沈园、

柯岩风景区、安昌古镇等在“五一”假期期间均出现了游客量井喷的现象，多个景区游客接待量呈现饱

和状态。此外，绍兴的古街古镇游也异常火爆，仓桥直街、鲁迅故里步行街、书圣故里等地游人摩肩接

踵。绍兴还通过多平台推广和海外媒体合作，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绍兴依托 Twitter、Instagram、YouTube、
Facebook 等多平台，策划了“China Travel”之绍兴游线、海外友人探“越”计划、全球邀请函等多主题

的中英文专题推广，为到访绍兴的入境游客提供详细的旅游攻略。此有声地图的推出，响应了绍兴“文

旅融合”的需求，个性化的定位与导览服务，更可以大大减少外国游客前来游玩时的语言障碍，增加了

绍兴景点的体验感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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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方面，本研究提出的“数智生命体”建构理念，通过智能导览系统重塑

“感知–认知–决策”三层保护体系，使年轻群体能够更直观、更生动地体验非遗文化。传统的非遗传

播模式往往依赖口述传承，存在传播断层的问题，而本研究的动态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对非遗技艺进行精

准记录与实时交互，形成可持续活化路径，确保非遗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得到有效保护。同时，该系统

所构建的社群共创生态能够吸引年轻用户参与非遗内容创作，可以提高他们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兴趣，

从而推动非遗的长期传承与发展。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文化传播和智能化旅游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除了在绍兴

黄酒博物馆推广系统以后，其范围还将扩展到其他文化遗产保护场所和旅游景区。随着文化旅游行业的

快速发展，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趋势日益显现，本系统将成为提升文化体验、增加游客互动、加强文

化传播的重要工具。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系统将在语音识别、个性化推荐和用户体验方面不断提升。

未来，人工智能、增强现实(AR/VR)等新技术的引入将使系统的功能更加丰富，游客的文化旅游体验也将

更加沉浸和个性化。 
通过后续的市场调研和不断优化，我们预计该系统将在国内外文化旅游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将

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数智技术与绍兴非遗文化的深度融合，探讨了多语种“有声地图”在非遗保护与传播中

的创新价值。以绍兴黄酒博物馆为初步实践载体构建的“有声地图”系统，通过多语种导览、实时定位

与个性化推荐功能，显著提升了游客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有效解决了传统导览中语言障碍、文化认知碎

片化等问题。研究表明，数智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非遗文化的传播效能，还通过绍兴方言的融入强化

了地方文化认同。该模式为其他非遗场馆的数字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推动了文旅融合与非遗活

态传承。未来团队将进一步优化语音识别精度，拓展多语种覆盖范围，并探索 AR/VR 技术深度集成，为

促进非遗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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