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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规划馆数字展示交互设计探讨
 

□ 李灿房

[摘   要] 城市规划馆作为政府部门统筹、规划、管理与市民沟通的载体，是市民了解参与以及监督城市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城市规
划馆中使用数字展示交互技术，可以将展示信息有效传达给观众，同时提供更多的趣味互动。本文基于数字展示交互设计研究
背景，结合广西规划馆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数字展示交互设计案例，从数字展示技形式、交互设计方式
两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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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现状
随着5G技术和现代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

展示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当前展览馆
的信息传播方式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城市规
划馆在其展览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结合数字展示
和交互体验方式，增添趣味性。广西规划馆作为全国最
大的省区级规划馆，其展示形式大多以传统的展品、图
片、文字等静态展示为主，在数字展示方式上有许多亮
点但也有不足。基于此，本文围绕数字展示交互设计作
选题与探讨。

2  广西规划馆概况
广西规划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五象新区，

总建筑面积4.6万m2。规划馆由展示区域、公共活动区
域、管理区域、附属设备区域和主题式城市广场5部分
组成。广西规划馆的外部建筑规划设计以抽象、简化的
城市形态为基础，充分展示广西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未
来总体规划，为传达城乡建设规划和未来发展趋势起到
关键作用。

2018年12月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成就展”在广西规划馆展出。展示区域共分两层，由8
个部分组成，广西规划馆3楼是东盟厅、美丽广西厅与
未来3D影院等。

3  数字展示与交互设计
数字展示是指以三维数字图像作为具体内容，根据

触摸屏、传感器及其投影的硬件配置进行显示的方式。
数字展示最重要的特性是将数据可视化，无论是文字素
材还是设计方案创意，都可以基于三维数字图像进行可
视化，让观众更快地获取信息[1]。

在数字展示中，观众可根据自己的身体姿势反馈

信息并与展品进行互动，从中获取大量有效的信息和内
容。数字展示还可以展示现实世界的虚拟形象，让观
众沉浸其中，获得更有冲击的视觉体验。数字展示技术
与规划展厅的融合，使得规划展厅区分了实体展示和虚
拟展示。规划展厅内的实体展示以图文以及实体展品为
主，利用时间、主题和内容为基础开展的展示设计信息
内容传播渠道。规划展厅内的虚拟展示是电子信息技术
发展趋势下的非实体性展览。它以互联网为媒介，将虚
拟展厅中展览的内容或实体展厅的三维界面构成一个数
据展示服务平台，观众只需通过电脑或其他移动智能终
端即可进行浏览。

交互设计是定义和设计人工合成系统软件的个人行
为设计领域。其定义两个或多个交互个体之间交流的内
容和结构，使他们相互合作，共同完成某个目标。交互
控制系统设计的总体目标可以从“易用性”和“客户体
验”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关注以人为本的用户需求[2]。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交互设计在展览展示空间的
使用亦愈发普遍，呈现新的升级发展趋势。交互设计是
一门新兴学科，其可进一步提高用户之间交互的有效
性，并为用户互动的全过程和主体感受提供良好的体验
和氛围。展览展示空间中的交互设计不仅完成了多方位
的交流与交互，还使得展览空间中的观众个人行为和展
览内容等能更有效地进行传播。

4  广西规划馆中的数字展示形式和交互设计分析
4.1  互动投影
通过实地调研广西规划馆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

立60周年成就展”以及美丽广西厅，可知广西规划馆
中的互动投影主要包括环幕投影、虚拟场景投影、体感
投影以及3D影院等方式。环幕投影是利用多台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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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技术设备组成弧形投影屏幕，是一种沉浸在影视纵横
比中的虚拟显示设备。规划馆中的概况篇则是利用该技
术，通过环幕的广阔画面，全方位立体声与广西概况影
片相辅相成，搭配使用地形地貌投影，为观众带来“真
实”的现场感。

虚拟场景投影主要利用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将场景
进行虚拟播放，更大限度地还原场景本身，观众可通过
实地感受场景的动态。虚拟场景投影方式利用海水以及
项目实景的虚拟视觉效果，使观众沉浸在虚拟的场景里。

花山岩画体感投影设在规划馆中的成就展第六篇，
观众进入感应区后，摆出各种姿势，花山岩画上将同步
呈现姿势剪影，利用体感互动方式使岩画展示变得更加
丰富有趣。

4.2  VR虚拟现实体验
VR虚拟现实技术是由电子计算机和交互式传感器的

融合所引起。VR虚拟现实技术特性为城市规划馆提供了
一种全新升级的展示方式。该技术是基于虚拟视觉效果
对体验者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刺激，使体验者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广西规划馆中的VR全景体验利用VR眼镜
等设备，体验者不仅可通过虚拟现实系统身临其境地感
受项目的真实性，还能打破时间与空间等客观因素的限
制，获得更深层次的沉浸式体验。

4.3  触控展示
触控展示是最原始的数字交互展示形式，其展示方

式一般为点式触控，用户通过交互界面完成人机交互，
传达信息或完成人与展品的交互过程[3]。观众可通过触
摸显示技术从显示屏上获得展品各方面的信息和内容，
电子设备的视频和音频，加上照片和视频的解读，可以
让观众获得较好的感官体验，更深刻地掌握展示的文化
特点和艺术价值。

广西规划馆序厅中的“触摸屏笑脸拍照”则是利用与
参观者的互动，参观者可通过点击触控面板界面上的拍照
按钮，进行倒计时拍照；倒计时完成后，照片将自动上传
并显示在LED大屏幕上。展厅序言由大弧形LED显示屏通
过播放各民族的人物形象，组成有节奏、有韵律的视觉呈
现；大圆形球体屏播放绣球纹样，以动态旋转形式呈现。

4.4  智能交互
人与自然环境的交互是展陈空间中交互设计不可

缺少的内容[4]。广西规划馆中的高铁场景互动体验，则
利用了高铁复兴号的实体模型。列车模型前端搭配电子
显示屏，循环播放着关于广西高铁路网的信息，而列车
模型窗户部分则将高铁行驶画面运用电子显示屏进行播

放，使参观者能有更真实的体验。
在广西规划馆重点实体模型区，大型沙盘模型采用

舞台灯光设备、LED屏幕等集成设备，利用动态展示效
果全方位展示广西行政区划和地质构造。

阅读体验互动区域，滑轨书架内容根据界面书架上
的按钮，参观者点击移动滑轨屏，点击书架上的书籍进
行阅读；此外还有互动翻书效果等。

壮族服饰虚拟换装互动装置，是将具有壮族纹样
的服饰制作成图片等有效数字展示信息，通过多媒体设
备上的摄像机拍摄互动者的样貌，将互动者的人脸信息
通过数字化整理并上传，互动设备即可将虚拟的壮族服
装穿到互动者身上，留下穿有虚拟服饰的互动者个人照
片，以达到互动效果。

在规划馆内还有声控互动区域，该互动方式主要利
用铜鼓作为实体模型，参观者可通过拍打铜鼓制造出音
量，墙面将出现由投影照射出的影像，影像会随着音量
分贝大小发生变化。

4.5  线上展厅
广西规划馆线上展厅是利用新媒体平台搭配3D虚拟

技术，利用交互式多媒体添加文字、图形、音频、视频
等，产生360°的全景展览现场。参观者可通过电脑或手
机，浏览线上展厅进行沉浸式体验，深刻感受广西壮族
自治区成立60年的辉煌历程。其中，线上展厅在每个展
览区域都单独设有语音导览系统，并配备专业的人声讲
解。同时，市民除了可在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上进
行线上浏览外，还可佩戴VR眼镜体验更具趣味性的沉浸
式虚拟体验。

5  广西规划馆的现状与思考
广西规划馆中的数字展示交互设计案例，一是在

展陈设计、互动体验、文化内涵表达等方面充分表达展
示信息，但在展陈手段还缺乏创新，展示形式也较为传
统，程序化的展示形式无法长期吸引观众。二是数字设
备问题，由于长时间使用数字展示设备，导致有些设备
出现问题，无法满足参观者的使用体验需求。三是规划
馆内的数字展示技术手段较单一，交互体验在其中虽能
鲜明地与民族特色相结合，但是缺乏一定的艺术性和前瞻
性。展厅顾及的不仅仅是观众的意愿和需求，更多是理解
规划馆内的展示内容以及结合时代发展所需的文化内涵。

以此现状提出几点思考：一是展示形式除了采用
传统的图文、视频、触摸屏等，在采用新技术时除了考
虑展示内容与展馆的适应性，更应考虑如何应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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