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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AR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现实场景，给予文旅产业发展无限可能。钦州老街具有独特的历史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促使老街的“旧”与新时代的“新”相结合，本文梳理了钦州老街面临

的保护和发展困境与AR所展现出的可实现的机遇。通过虚拟现实(AR)技术在提供沉浸式体验、帮助观众

在不接触实体文物的情况下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优势，创建三维模型和模拟环境，创建钦州老街的三

维数字模型，允许用户在家中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参观老街，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和参与度，同时展望了其

未来的发展前景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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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being applied in real-life scenarios, providing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Qinzhou Old Street has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ld” of the old street with the “new” of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aced by Qinzhou Old Street and the achievabl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2055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2055
https://www.hanspub.org/


陆艳艳 等 
 

 

DOI: 10.12677/sd.2025.152055 197 可持续发展 
 

AR. By utilizing virtual reality (AR) technology to provide immersive experiences, help the audience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th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heritage without physical contact with cultural 
relics, create 3D models and simulation environments, create a 3D digital model of Qinzhou Old Street, 
allow users to visit old streets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devices at home, and enhance the experience and 
participation of touris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looked forward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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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钦州老街，作为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历史文化名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独特的文化底蕴，是城

市发展的重要见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老街文化遗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自

然侵蚀、人为破坏等。传统的保护方法往往局限于物理修复和文献记录，难以全面、生动地展现老街的

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然而，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新兴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AR 技术作

为一种具有创新性和潜力的手段，为钦州老街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旨在基于 AR 技

术，对钦州老街的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深入研究。通过 AR 技术、高精度扫描和摄影测量技术，设计具体

的实现内容及过程，并探讨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可能性，以期实现对老街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传承。同

时，本文还将结合现实情况对 AR 技术应用于保护老街文化遗产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研究

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使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绽放光彩，为后人所领略和珍

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向新的高度。 

2. 概念界定 

AR 技术是一种新兴技术，它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用科技给未来带来无限可能。而钦州老街

文化遗产是钦州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承载着钦州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更是后代学习和理解钦州历史文

化的指引者。 

2.1. AR 技术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技术是借助光电显示技术、交互技术、多种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机图

形与多媒体技术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与用户周围的现实环境融为一体，使用户从感官效果上确信虚

拟环境是其周围真实环境的组成部分。增强现实具有虚实结合、实时交互、三维注册的新特点[1]。AR 技

术在现代社会中有广泛用途，尤其是在旅游业上发挥着它独具特色的作用。利用 AR 技术，可以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使之形成数字文化内容(如数字动画、数字影像、声音、文本等)，并

实时叠加在现实场景中，可以与用户进行实时交互，达到一种互动体验[2]。 

2.2.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较高文化、历史、艺术或者科学价值，并以特定实物或者非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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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存在的人类创造物。钦州老街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悠久的建筑风貌、传统粤剧表演、

糖画、剪纸、坭兴陶、猪脚粉等，以及整体沿钦江西岸分布的城内街、占鳌巷、竹栏街、中山路 4 条街

道及周边的传统街巷，除此之外还有苏廷有旧居、刘永福旧居、中山路骑楼街、广州会馆……这些古老

的建筑都是钦州老街有名的代表景点。 

3. 钦州老街面临的困境状况 

由于老街居民缺乏对老街文化内容的了解和保护意识较为薄弱等原因，产生了一些问题，第一，老

街的街区建筑和设施老化，导致人烟稀少；第二，传统商业区模式化，失去了原有的人文氛围和生活气

息，追求“网红化”，居民文化记忆模糊，导致老街传统文化的气息正在逐渐淡去；第三商业店铺种类杂

而多，凸显其商业功能的同时，又使得原有的文化遗产得到开发和传承较少，进而导致可持续性发展的

文化创意产业缺失。况且，现有的保护机制不健全，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文化，但在

实际操作中，由于资金、执行力度不足等原因，保护效果并不十分有效。 

4. AR 技术在钦州老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在当前的科技背景下，AR 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大趋势，AR 技术以更直观、

更灵活的形式呈现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有利于钦州老街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传承与展示。 

4.1. AR 技术有利于钦州老街建筑和文物的数字复原 

通过三维建模和虚拟仿真，我们能够利用 AR 数字复原技术重建已损或消失的历史建筑和文物(如百

年骑楼)，让人们跨越时空的界限，身临其境地领略老街昔日的辉煌。这种数字复原不仅有助于保存和再

现老街的历史记忆，还能为学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数字信息库及时收录这些信息，

与原有信息相整合，在展示钦州老街文化之美的同时，保护文化遗产的样貌。 

4.2. AR 技术有利于钦州老街文化的沉浸式展示与繁荣发展 

AR 技术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文化遗产的展示形式，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静态展示，而是以动态、互动

的形式吸引人们。通过为人们提供虚拟导览和交互体验，AR 技术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老街的历史

和文化内涵。无论在线上观赏还是在线下的游览，这种沉浸式的展示方式将极大地提升人们的参与感和

体验感，使文化遗产保护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AR 技术发展速度加快，也得到许多国家和大众的关注；钦州老街文化遗产丰富，给文物一个被看见

的机会是加强大众对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的重要方式。随着 AR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其在钦州老街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一方面，随着传感器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和显示技术的不

断创新和发展，AR 技术将能够实现更加精准、逼真的虚拟与现实融合效果，为人们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

体验，有利于钦州老街文化的复原和输出，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也将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与完善。另一方面，

随着数字信息与高新技术的发展，AR 技术将与更多的领域相结合，形成跨界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模

式。它打破了文创产品平面、单一的局限，使其能够承载丰富多彩的虚拟内容[3]。例如，通过 AR 技术

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可以将老街的文化元素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让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贴近大众。同

时，AR 技术还可以与旅游、教育等领域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文化遗产保护产业链，推动老街的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 

5. 老街文化数据平台设计研究 

钦州老街拥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这些珍贵的文化正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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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威胁到其传承，还影响到文化的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AR 技术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而钦州老街文

化却有着深厚的历史痕迹，二者存在不同，但也有其共通之处。平台设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evelopment model diagram of integrating AR technology into the of Qinzhou Old Street heritage protection 
图 1. AR 技术融入钦州老街遗产保护发展模式图 

5.1. 数字复原与资源整合，搭建数字化数据平台 

AR 技术是数字技术的一个具体应用分支。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存储、传输信息的技术对钦州老街的

历史建筑风貌进行复原重建，对于传播和展示古建筑文化有重要意义。在复原环节通过对老街建筑现状

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和测绘，结合文献资料提供的描述，绘制出图纸，再进行三维空间建模，完成复原后，

可以用光电显示技术、交互技术、多种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机图形与多媒体技术等 AR 技术以及相关渲染

软件完成效果图渲染，也可以生成动画视频，结合文字、配乐等对动画进行剪辑，形成多样的视频成果；

还可以将老街建筑的三维空间导入虚拟引擎中，如头戴式 AR 设备，让游客们在虚拟体验中感受到老街

建筑的魅力，重现古建筑的风貌[4]。数字复原技术能够有效地展现出钦州老街原有历史风貌，带动了数

字信息库的建立，通过复原和收录钦州老街渐渐被遗忘的、未被发现的文化知识，融汇到钦州老街独属

的数字信息库之中，为游客提供一个巨大的信息库，供他们学习和参考老街文化遗产知识，选择自身感

兴趣的知识点进行学习，钦州老街模糊的面纱正被一点一点摘下，减少人工损害和干涉的情况下，AR 复

原技术也为钦州老街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带来新思路。以现有科学技术、互联网技术为大众带来的便利，

打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符合游客需求的展示模式，为游客深入了解钦州老街文化遗产提供了有效途径。

通过 AR 复原老街原有历史图像，与现有老街情境相结合，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对钦州老街的进一步破坏，

更好地保护钦州老街内脆弱的、具有丰富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 AR 数字化数据库的搭建中，可以通过绑定不同身份实现不同模式的网页跳转，共分为三种模式，

分别为“居民”、“专家”和“游客”。居民模式为了解钦州老街文化本地居民登入，实现本土居民将代

代相传的老街文化遗产知识、传说上传至数据库。专家模式为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学者，通过接收钦州

本土居民所上传的信息，进行选择、考证、融汇等工作，结合已有技术与研究将这些信息凝练与整合，

最后上传到公众所看到的页面进行科普。游客模式即为游客及对钦州老街文化感兴趣的人群登入，通过

扫描二维码查看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了解钦州老街文化遗产历史渊源及发展现状。该设计具有时效性，

能根据时间的变化以及上传信息的不同时间进行高效协作，与时俱进更新研究成果，实现资源共享。

三种模式共同发挥作用，构建起一个老街旅游文化新平台。在建立数字信息库方面，能够将钦州老街

零散的文化信息、资源充分调动，将钦州老街所具有的一系列文化遗产系统化、规范化，极大程度上避

免文化的失传与模糊，为其历史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及便利。再者说，利用物联

网对钦州老街街区文化、特点以及文物历史等为本土居民、游客、专家等提供文化解读，有助于本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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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游客、学者查询、补充钦州老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囊括钦州老街的文化资源，推进智慧街区服

务，游客对文物的接触由以现实为主转向虚拟化平台，极大程度上避免人工和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钦江古龙窟为例，可以在古龙窟外部设立数字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钦州老街文化

遗产数据库，通过关键词的搜寻能找到自身想要了解的文化信息，届时数据库也将对该文化信息进行

解读与延伸。 

5.2. 构建虚拟沉浸式体验，实现在线旅游带来的视觉冲击 

钦州老街文化遗产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旅游景区仅通过人工提醒和制止游客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已

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多样化与常态化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新的航向标。通过

AR 技术利用计算机生成或搭建数字虚拟影像平台，与钦州老街现实场景相联合，打造虚拟与现实交融的

环境为可行方式之一。数字化文化遗产虚拟信息与文化信息相互叠加，再加上在线实时交流与学习，丰

富了文化遗产的信息来源，扩大了文化遗产的文化交流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大众共享研究、交流的学习

模式，提供了更丰富的载体，使文化遗产信息内容更有效地被大众接受[5]。借助虚拟技术，构建个性化

文化发展传承，提供丰富逼真的人像化，其多感知性让使用者能够直接通过互联网了解老街文化。购物

交互模块是系统与用户交互的核心部分，负责用户在虚拟商业街中的购物体验[6]。不仅如此，三维具象

化的虚拟导游可以和游客看到同样的事物，从而更好地进行数据分析，还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进行景点

建筑讲解，游客们通过头戴式 AR 设备进行亲身体验建筑的虚拟游览，哪怕游客是独自旅游，一个虚拟

导游实时具象陪伴全程也可以减少旅游的孤独感。AR 技术人机交互的过程中，游客能够愉悦地享受老街

独特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惬意，亦能够轻松地感受到符合自身喜好的 3D 立体动画导游的亲切感，给旅行

者带来奇妙的体验。同时，AR 技术能通过扫描识别具体文物实物，生成虚拟式的动态动画，仅需将该

动画与实物叠加观看，对现实的情境增强，实现游客更直观、更深层了解文物历史图景、文化内涵等信

息，构建一个模拟现实的场景，给游客带来视觉上的享受与冲击。这项技术能使游客减少触摸、破坏文

化遗产的现象，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原有文化遗产的美丽与现实下文化遗产逐渐破败、凋敝的情境

的强烈对比，带来全新的交互模式体验，同时伴随数字化的讲解与保护意识的渗透，根据 SOR 理论，

该举措能够激发游客内心的责任意识，自觉树立起对钦州老街一系列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同时可以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当中，宣传新时代文物保护意识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意识，

增强文化自信与责任感。 

5.3. “互联网+”背景下的元宇宙技术，推进在线旅游服务 

互联网我们并不陌生，而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互联网技术与其他技术共同发挥合力构建数字结

构网是一个新的尝试。且元宇宙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各行各业的热点话题，“互联网+”背景下的元宇宙

技术的应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是一种新的可能。元宇宙技术中的 VR 系统的关键组件包括头戴式显示

器、位置追踪系统和输入设备，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能够与计算机相结合，操控形式多样且便捷。结合 AR
技术、VR 技术、交互技术以及三维建模和可视化技术，使图片、视频“活起来”，进行数字化转化以及

现实场景构建，实现人机交互设计，虚拟与现实交织，互动反馈结果汲取，最后利用大数据等互联网技

术结合现实调整再调整，实现三维空间的搭建与展示。 
在元宇宙中，通过交互式体验，用户可以直接影响和塑造虚拟环境，与真实空间互动反馈[7] [8]。通

过现场拍照或扫公众号、文章等二维码，在互联网上传钦州老街文化遗产的相关照片、视频等方式，观

者可以直观地通过 3D 动画以及 VR 系统的使用看到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景“动起来了”、“活起来

了”，跳出屏幕与观者互动，辅之文物可视化技术带来奇妙的感官体验与冲击。3D 动画的趣味性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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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对象群体，无论是年长者亦或是还孩童，都可以通过模式选择适宜的方式线上游览钦州老街。以刘

永福故居为例，体验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看到刘永福故居的图片，结合 AR 技术，似到达现场观赏，

打破传统互联网知识信息量大难消化的问题，带来直观的冲击。再加上今后 AR 技术对视觉、听觉、触

觉等感官的改进升级，综合 AR 技术与元宇宙各技术的优点，在 5G 时代的互联网发展下，体验者能拥有

更多接触文化知识的机会，该领域发展潜力无限。 
利用 AR 技术能够很好地保留原有钦州老街文化遗产的生机，减少实际接触，构建虚拟化场景，与

现实场景相结合，打造虚拟与现实相统一的境界，解决文化街区在传统旅游模式上的弊端与不利条件。

在此基础上，AR 技术能够与当下互联网时代相接轨，为钦州老街焕发出新面貌作出引领，推动老街发展

向数字信息化发展，与时俱进。同时，Bhaskara 等[9]的研究也表明，AR 技术在虚拟和现实场景中的应用

能够很好地增强游客体验感与参与感。有了 AR 技术对当下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就可以使许多不可能在

现实中呈现的设计添加到老街中，可以在平台上依据老街的风貌和时节的不同更换不同的设计，还可以

在节气或节日时为老街进行虚拟主题装扮，从而减少现实装饰品资源的浪费。AR 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

合，为游客量身打造一套哪怕足不出户亦能了解到丰富且生动的钦州老街文化知识。AI 机器人的投入使

用也为钦州老街现实场景的构建出了一份不可忽视的力量。AI 机器人除充当旅游向导作用外，还可提供

虚拟经济服务，带动钦州老街文创产品、体验衍生品等经济产品的售卖，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元宇

宙技术中的 VR 技术、交互技术以及三维建模和可视化技术等与 AR 技术结合，环节与环节巧妙衔接，

任务与任务合理搭配，加之以 AI 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多方力量齐发力，其中所带来的新奇体验的极致享

受是钦州老街的游客们乃至各地的人们所难以抗拒的。 

6. 结语 

在新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下，钦州老街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现代社会技术的支持以及数字信息技

术的进步。AR 技术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为老街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可能。AR 技术

通过其人机交互模式和虚拟现实技术，极大范围内复原钦州老街原有的繁华景象，为大众带来视觉上的

冲击与内心独特的情感体验，让更多人认识老街、了解老街、保护老街，共同为老街文化遗产的持续发

展而做出努力，对保护钦州老街文化遗产以及今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带动钦州地区文化产业事业发展

新方向，为其他历史文化街区作出表率与示范。 
总之，AR 技术为钦州老街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手段。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和应用

上的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相信 AR 技术将在未来为老街文化遗产保护

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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