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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的 意义 是 推 动 建 设 、 施 工 以 及 设 计 单 位 强 化 管
理，让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并
将自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挥最大。所以，落实
好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对于确保经济不断发展有着
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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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与AR技术在非遗传播与传承中的运用
——以广西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为例

 

□  于   虹 

[摘   要] 探讨运用VR与AR技术，将广西非遗文化“壮锦”元素运用于室内设计，既展现广西民族元素的价值审美，又传播与传承广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将VR（虚拟现实）与AR（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将传统室内装饰设计通过仿真设计和交互操作，使用
户体验具有广西壮族特色的家居环境，给予用户感官和视觉上的冲击，为用户创造一个接近真实的生活场景。最后指出壮锦的文化
传承需要“形”“意”“神”相结合，不可流于表面的科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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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遗产亟须
保护和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为其提供一种崭新途径，通
过数字存储、信息检索、虚拟现实、可视化展示以及数
字媒体等技术保存、再现、传播和开发各国民族文化遗
产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保护和传承民
族文化遗产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
遗”）数字化保护迫在眉睫，非遗元素在现代的创新运
用方兴未艾。

若要令我国室内设计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加强
国际竞争力则需运用创新思维，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
环境艺术设计结合，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设计成
不仅具有壮族的民族特色，又符合地方市场审美的室内
设计作品。壮锦作为壮族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
科技手段将其“数字化”保存后，可以更好地运用，进
而促进壮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VR与AR技术运用计算
机技术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环境相仿的、用户可以亲身体
验的模拟环境[2]，如利用VR技术采集、整理、建立具有
壮锦元素的素材数据库，完成虚拟居家展示、虚拟空间
效果等数据的采集以及交互设计；使用AR增强现实技
术，将室内设计空间结构影射于三维虚拟空间，让用户
用感官体验装修风格、空间大小和颜色等，并根据使用
者个性化需求，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室内设计作品。

1  广西壮锦元素的发展现状
壮锦属于广西非遗文化产品中的一种工艺品，颇具

代表性，是壮族民间妇女传统的工艺品，与四川蜀锦、
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并称四大名锦。壮锦一般以红、
黄、蓝、绿为主要色彩，艺术风格浓艳豪放，对比强
烈，被广泛使用于生活环境或艺术设计中，其中的几何
纹样丰富多彩, 常见的纹样主要有雷纹、云气纹、水波
纹、回纹、万字纹等[3]。

壮锦的编织工艺独特，因生产周期长、容错率低、
利润微薄，曾一度面临传承困境。现代人生活节奏加
快，“快”文化盛行，很少有年轻人主动了解或学习这
一门技艺，政府的扶持只是暂时，并非长久之计。中国
唯一的壮锦技艺传承人谭湘光认为，“只有让壮锦融入
日常生活，紧跟社会潮流，才能赢得市场认可，才能给
壮锦匠人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样自然就有更多人愿
意传承这门手艺”。如何激发壮锦的文化活力，值得我
们思考和研究。

壮锦诞生之初，受生产技术限制，品种和样式单
一，随着文化的推广带动工业化生产和普及，极大地丰
富了壮锦元素的种类和样式，在保留被面、床单、沙发
巾、坐垫、挎包、背带等生活用品的设计之外，还陆续
推出壁挂、锦屏、绣球、香花等工艺品 [3]。“科技改变
媒介，媒介更新人文。”随着时代的前进，壮锦文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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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d～2d内不要在邻近区域实施爆破。对于底板下硬
质岩的情况，抗浮锚杆的计算长度远小于按构造最小长
度。因此，在锚杆的上段把岩面凿出一个凹槽回填土，
锚杆上端外周包裹土，形成可侧向变形的区段，或许能
释放部分底板混凝土水化收缩变形，降低裂缝概率。对
于跨越溶洞的基础，宜对周边增加沉降观测点，对比沉
降差异有无异常。由于无沉降数据分析，对负5层人防
墙身延绵数跨的单向斜裂缝原因无从判断。

5  结语
在裂缝研讨会上，施工方介绍情况时表示工程均

按图施工，提出是否是配筋不足而受力开裂。经分析可
以排除以上情况，仍以现场施工管理存在的问题为主；
且对于专家提出补充查验项也无反馈，商品混凝土处在
更换原料、调整配比阶段；另外，设计文件细节考虑不

周，未能明确指导和约束施工操作。裂缝的成因具有多
样性，除了无沉降数据分析的沉降裂缝和无明确指证的
混凝土配比、选材缺陷导致的裂缝，多数裂缝是收缩裂
缝和温差裂缝，一般混凝土结构多依靠构造措施和施工
工艺来控制裂缝，望以此为鉴，减少类似项目底板开裂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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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再局限于丝织品这一载体，有了新的设计应用。如
南宁市民卡与“壮家清穗”合作，制作壮锦纹样的纪念
卡；广西艺术学院校门墙上的建筑设计, 采用了壮锦的
图形元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 壮锦图形
的围饰装点着城市的灯柱[4]。将壮锦元素与室内设计结
合，拓宽了壮锦的应用领域，有利于壮锦文化的传播，
不仅让中国认识和了解广西的非遗元素，更把具有壮族
特色的广西非遗文化推向世界。

2  利用VR技术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的优点
目前室内设计一般采用VR技术，构建立体的室内设

计三维模型，根据VR技术构造的室内设计风格，用户可
做出更好的选择。

2.1  满足用户需求
利用VR技术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满足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广西人口众多，对于壮锦元素认同感强，
有的用户对壮锦元素有特别的执念。壮锦元素除了美学
享受之外，其文化寓意吉祥美好，给人以精神上的满
足。对于有特别需求的用户，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
可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为其带来便捷的沉浸式体验，
享受壮锦元素的设计效果，通过感官体验了解设计方
案，更便于双方的交流和沟通。 

2.2  传播非遗文化
将VR与AR技术导入壮锦文化的传承，在形式上吸

引众多年轻群体。VR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想象性体
验，可充分调动受众的视觉，体验者通过选择壮锦方案
参与室内设计，能够跨时空与创作者以及文化历史进行
对话，感受壮锦的特殊魅力。

2.3  节约设计材料成本
VR与AR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设计材料成本，利用

现有素材库生成方案，节约时间成本。系统本身自带预
算计算系统，能为用户提供系统、准确的预算。

3  利用VR技术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3.1  构建壮锦元素的素材库
在利用VR与AR技术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前，

需要采集、整理、建设壮锦元素的数据库，主要采用数
字摄影测量技术。一是对已有的壮锦实物进行采集，可
使用数码相机拍摄数字图像，并对景象进行数字化处
理；或使用扫描仪从印刷品上扫描获取图像，为获得立
体多元化的效果，需进行电子绘图，绘制出对应的电子
素材。二是用电脑软件直接对素材进行色调、纹样的分
类，构建出高清的电子模型并进行素材储存。三是利用
X3D在线虚拟现实技术，将图像建模和图形建模进行融

合，共同构建出虚拟室内场景。
3.2  壮锦元素在VR技术上的展示与应用分析
在素材库资源输出后，根据室内设计的硬装产品和

软装产品，分别对地角线、屋顶、地面、窗帘、家具、
沙发等家装产品，运用3D MAX三维设计软件结合VR虚
拟现实技术，将资源库系统在内容展示上用高清精美图
片、文字说明、声音解说、高清视频、360度全景、三
维互动等多种手法呈现，实现多角度、全方位展示具有
壮锦特色的三维建模产品，同时让用户能够在室内设计
中构成三维效果中去感受完整的设计成果，看到空间和
虚拟空间的结合，对应上空间位置以及时间节点的变
化，提供一个接近真实的三维效果。

图1 基于广西非遗元素的室内设计虚拟仿真体验系统

此外，运用AR增强现实技术，把居家空间的设计效
果影射于虚拟三维空间，用户身临其境感受了解装修风
格、空间大小、颜色等，并体验融合壮锦元素的民族空
间和氛围。VR与AR技术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应用集中体现
在虚拟空间效果、虚拟居家展示、数据的采集以及交互
设计项目等内容[5]。

3.3  壮锦元素运用AR技术在室内设计中的展示与应
用分析

虚拟仿真系统主要构建不同的空间结构和非遗素材
库，当用户调入不同的空间结构和非遗元素时，系统可
以准确快速分配信号至不同的空间结构，并通过三维模
型的移动，即时呈现虚拟现实的立体效果。AR技术主要
是将室内设计更加直观地展现在用户面前，增强用户的
真实体验感，让用户参与和了解设计师设计的效果，对
不满意的地方参与修改，直到满足自身需求为止。

在创新设计中，还增加了不同场馆的设计体验，系
统可以根据场馆的尺寸参数完成结构空间的设置，并感
受和体验壮锦元素运用于室内建设场馆的文化氛围和民
族气息，提升民族自信。

AR技术可硬装和软装的材料价格对比，便于了解装
饰材料的价格和装修预算，保证用户在合理预算内降低
装修成本。

4  利用VR技术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的局限性
从实用性而言，目前，高成本是阻碍VR技术广泛

应用的主要原因。VR技术自有设备和技术成本，除此
之外，壮锦的数字化建设开发较晚，VR技术传播的内容
需要人工三维建模，进一步增加成本。如何消除此类壁
垒，也亟须面对。

从审美性而言，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
利用现成的素材库进行室内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

约了成本，但可能会使设计变得“傻瓜化”“机械化”
和“雷同化”。如果能研制出壮锦纹样的随机生成技
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设计的僵硬程度。

5  结语
科技与文化结合，传统与现代碰撞，科技为人们

的生活提供了便捷，VR与AR技术大大有利于非遗传
播与传承，并为非遗元素的运用提供了崭新的渠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壮锦的应用面日益拓宽，壮族
文化元素延伸至室内设计，给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
入时代的新鲜血液，激发更多年轻人参与继承的积极
性。此外，我们要不断挖掘、体会壮锦的文化内涵，
“形”“意”“神”结合，共同促进壮锦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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