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VR）等

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沉浸式文旅项目

在各地不断涌现，沉浸式展览受到广泛关注。

沉浸式展览将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新体

验，又如何促进文旅深度融合？记者进行了

采访。

北京世园公园植物馆—
与 白 垩 纪 动 植 物 来

个“亲密接触”

58 种古今动植物、50 台投影设施营造震

撼沉浸感、1000 余个动画效果通过互动触发

……走进位于北京世园公园植物馆内的“亿

年进化——植物历险记”探索体验展厅，一个

由远古植物、动物以及水生动植物组成的奇

幻光影世界扑面而来，观众仿佛置身于白垩

纪时期，沉浸在好玩、好看又长知识的“植物

历险记”中。

“植物历经亿万年的进化，才成为今天的

模样。然而，植物不会说话，怎么面向儿童开

展生动的科普教育，我们一直在探索。”北京

世园公园植物馆馆长刘英凯说，1000 平方米

的沉浸式空间，呈现了重大考古发现——辽

宁热河生物群。通过互动式、情境化的参与，

将白垩纪前后中国北方的丰富植被和生态环

境以数字化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两年前，展览首次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小

朋友，“沉浸式、交互化”成为这个展览的鲜明

标签——地面、墙面感应雷达系统，能针对观

众的动作，实时给与视觉和声效反馈，可让观

众充分与场景内各处角色和物体对象互动，

从而获得独特的反馈体验。

记者在现场看到，孩子们置身其中，用手

碰一碰、用脚踩一踩、用智能道具贴一贴，就

能变身为探险队员穿越到白垩纪，与喜欢的

恐龙和远古植物“零距离”接触。

“整个历程可游、可触、可观、可听，而且

整体的故事场景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通

过趣与美的体验来激发好奇、引导探索、学习

知识，让化石和植物科普知识活起来。”刘英

凯表示，体验展实现了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意

的深度融合，受到观众普遍青睐。未来，该展

览还将开放场馆合作，启动全国巡展，继续扩

大影响力。

上海天文馆—
以 沉 浸 式 场 景 感 受

宇宙之美

满天繁星笼罩下，硕大的地球和月球呈

现眼前。地球表面上演着四季交替、风云变

幻，月球表面则仿真显示坑洼不平的场景。

不远处，巨大的投影屏上有一个红彤彤的大

火球，靠近时，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在

已开馆两年的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家园”展区，参观者宛如置身浩瀚宇宙。

通过宏大的沉浸式场景设计、3D 打印高

仿真立体模型、极具视觉冲击的视觉影像、

AR 互动及大型 OLED 曲面交互媒体等技术

手段，“家园”展区生动展现了日、地、月的关

系，带领观众从宇宙视角重新审视地球家园。

“我们是在创造一段体验。”上海天文馆

天文研究中心主任林清说，天文馆设计建造

之初就秉持这样的理念，更重视观众的体验

感，因此沉浸式体验项目比比皆是。

充分体现流线之美的建筑，充满宇宙元

素的展区展品……上海天文馆巧妙运用环境

氛围、灯光音效和高仿真场景模拟手段，全景

展现宇宙浩瀚图景；采用体感互动、数据可视

化、AR、VR 等先进展示手段，集视、听、触于

一体，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和感官，从而带来

全新的游览体验。

林清列举了一些很受观众喜爱的沉浸式

体验项目：在“天象厅”，躺在沙包上，仰望璀

璨星空，静听蛙声蝉鸣，仿佛置身野外；在动

感剧场的科幻影片“飞越银河系”里，坐上自

动驾驶的“太空飞船”，体验驾船升空场景，模

拟进行宇宙探索。

除了常设展览，临展也时常带来惊喜，比

如情境式原创展览“生活在火星”，以未来人类

的火星生活为主线，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火星

上的衣、食、住、行。当前正在展出的“拾光寰

宇”展览，则让观众置身如梦如幻的光影世界。

林清表示，今年底，上海天文馆将与敦煌

研究院合作，推出临展“敦煌的星空”，运用科

学与艺术手段，呈现一场以星空为主题的古

今对话。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用 层 层 解 谜 的 方 式

来观展

“在一路通关中，我不知不觉就了解到许

多运河文化知识。”不久前，江苏南京的初一学

生刘思遥和同学一起到扬州玩，第一站就参观

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其中，最让他感到

惊喜的，是“运河迷踪”的沉浸式展厅。

展厅以游历大运河为背景，在剧情及道

具的引导下，用层层解谜的方式来推演答案、

推进情节。在这个过程中，刘思遥和小伙伴

们需要梳理大运河简史，了解与大运河有关

的知识，感受因运而兴的城市发展，在展厅中

学习知识、回答谜题，最终通关。

“在其中一个单元，我们通过大运河从码

头进入扬州城，街景、市集，一一呈现在眼前，

身临其境解答关于驿站、码头的谜题；在‘逆

水行舟’单元中，我们结合视频，还学习到了

简单的物理学知识。”刘思遥说，当最后一块

证 据 终 于 拼 上 、使 命 完 成 时 ，他 们 都 激 动

极了。

刘思遥母亲姚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在“解

谜”时，她参观了“运河上的舟楫”等其他几个

沉浸式展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们站立

在实景的沙飞船上，感受潮流涌动，看着眼前

的视频影像，听着两岸的说书声、叫卖声，那

一刻，仿佛置身于大运河上，切身感受着运河

生活。”

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沉浸式展览

随处可见：“河之恋”展览以“水”“运”“诗”

“画”四个章节，运用“科技+艺术+文化”，将

写实的自然人文风光与抽象的视觉艺术融

合，体现“流动的文化”这个主题；“运河上的

舟楫”展览结合实体体验和数字虚拟体验，讲

述运河舟楫的演变、运河生活的变迁。

“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如互动游

戏、数字化表达等，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展陈知

识，很受参观者欢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馆长郑晶告诉记者，文化场所知识点多、

信息量大，分众化、差异化、轻松愉快的

沉浸式展陈不仅可以缓解视觉疲劳，

还能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愿意

来、待得住、印象深、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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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各地沉浸式文旅项
目不断涌现，给人们带来全新的
游览体验。其中，使用新型数字
展陈技术的沉浸式展览，把知识
的传递与获取，变成了可观、可感、
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

新技术加持下，科学文化知
识与新潮视听形式结合，观展愈
加新鲜有趣，也进一步推动了文
旅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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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大力推动生态保护和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丰富旅游业态、延长产业链条，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 年 以 来 ，全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1526 万 人

次，旅游总收入达 149 亿元。图为近日游客

在荔波县小七孔景区古桥游玩。

本报记者 伊 霄 宋 宇摄影报道

碧水映古桥

本版责编：纪雅林 吴 燕 邓剑洋

▲北京世园公园植物馆

的“沼泽秘径”场景。

北京世园公园供图

▶▶上海天文馆上海天文馆““家园家园””展区展区。。

高千峻高千峻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游客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游客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内参观馆内参观。。孟德龙孟德龙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8 月 31 日，为期 62 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8.3 亿人次，创暑

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达 1569 万

人次，铁路 12306 单日最高售票量达 1910 万张。

“今年暑运，铁路运输需求客货两旺，学生流、旅游流、

探亲流叠加，电煤、粮食等重点物资保供任务繁重。”国铁集

团运输部门负责人说，铁路部门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

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和运输效率，全力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和物流服务需求。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269 列。针

对暑期学生、旅游旅客集中出行实际，开行 36 列学生专列

和红色游、研学游、生态游等特色旅游列车。针对跨境需

求，加强跨境旅客运输组织，中老铁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分别发送跨境旅客 2.6 万人次、472 万人次。

暑运最大的特色是学生流集中。为此，铁路部门升级

功能、提升服务，多措并举保障学生旅客出行。南铁福州客

运段专门在学生乘客多的列车上开设列车课堂。国铁集团

上线学生票优惠资质线上核验功能，暑运期间完成学生线

上核验 400 万人次。优化完善 12306 旅客信息服务功能，增

加候补同方向增开临时旅客列车、晚点提示、检票地点变更

等服务场景。

针对电煤列车，郑州局集团坚持快接、快解、快编、快

发，确保电煤高效送达；沈阳局集团与上下游企业建立煤炭

产需运协调联系机制，加速电煤周转，日均装车 3362 车。

暑运期间，全国 371 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 7400 万吨，同比增

长 16.5%，助力各地平稳迎峰度夏。此外，铁路部门还精心

组织夏粮、石油、铁矿石等重点物资运输，有力保障经济平

稳运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今年铁路暑运创历史新高—

累计发送旅客 8.3亿人次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新时代·企业新风采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吕祥仁兴奋不已。拿上电脑，

穿上雨衣，他和团队技术人员快步冲进雨中，开始对户外无

人驾驶牵引车进行雨天条件下的程序测试和数据采集。

“这款产品可以为工厂园区、机场、港口等提供物料运

输的无人化解决方案。由于户外工作条件更为复杂，我们

除了融合多种传感器导航技术，还要利用智能算法，识别、

滤除雨水等干扰因素产生的影响。”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移动机器人事业部研究院副院长吕祥仁介

绍，“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进行技术储备，原本预计明后年会

有市场需求，没想到今年初就接到了订单。”

这样的研发攻关场景，在新松公司并不鲜见。作为一

家提供机器人技术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新

松公司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创造了中国机器人发展史上

百余项行业第一。

汽车自动化生产线上，底盘合装机器人动态跟随车身，

将发动机、后桥举起，对接底盘，完成拼合；新能源电池生产

线上，机器人精准将电池卷料送入加工设备，精度达 1 毫米

……近年来，新松公司研发生产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应用于

不同行业、不同场景。

入职新松公司 10 余年的吕祥仁，从软件工程师成长为

移动机器人事业部研究院副院长，经历了产品和技术快速

迭代的过程。

“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智能制造水平整

体提升，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吕祥仁说，“现在我

们面临的常常是各行业头部客户提出的前沿问题，身上肩

负的，不仅是研发机器人产品，更是可能推动一个产业发展

的责任。”

新松公司始终坚持以先进技术手段解决行业痛点，

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目前已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类产品，并围

绕国家战略方向孵化出半导体装备、协作机器人等多个

新兴业务。

今年 3 月，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研发团队遇到了一个难

题：点焊工作站焊接效率一直无法提升，如果软件方案解决

不了，只能重选硬件，这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和失去市场

的可能。“仿真数据没问题，现实中却发生了抖动，说明超出

了硬件极限，如果把程序再写简单一点，就有可能解决这个

问题。”经过反复推演，团队负责人王晓峰灵感闪现，团队连

夜修改代码，一大早上真机试验成功，最终攻克了汽车点焊

领域的高端技术。

这支研发团队由新松公司中央研究院和工业机器人事

业部抽调人员组成，专门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种机

制让我们能够跳出既有工作思维看问题，回到创新的原

点。”王晓峰说。

时不我待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松公司成立以

来，已累计完成国家重要科技攻关 800 余项，拥有专利 1300
余项。

创新创造离不开人才支撑。35 岁的孙铭泽，今年初被

任命为新松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也承担起“传帮带”的

责任。“公司一直延续导师制度，今年研究院新入职的毕业

生，均由技术骨干‘一对一’指导。”孙铭泽说。

为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新松公司构建起多元化人

才激励机制：首期 800 余名员工获得股权激励，与企业共享

发展红利；设立优秀员工奖、突出贡献奖等年度表彰奖项，

最高奖金达 10 万元……目前，新松公司的研发团队占员工

总数 70%左右，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

“做好做强中国机器人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久久为功，始终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

在 自 己 手 里 。”新 松 机 器 人 自 动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裁 张

进说。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做好做强中国机器人产业
本报记者 刘成友 胡婧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