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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lti-modal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nd AI+AR display construction space art system is a rational and logical system, and it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orm is open logic, and it maintains an inclusive position in the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generation of the 
design	connotation	system.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field	of	modern	art,	multi-modal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nd	AI+AR	display	
art space,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modern art, aims to integrate artworks, audiences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 behind them through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creating	a	unique	and	in-depth	artistic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many	outstanding	artists	and	theorists	have	
put forward their unique insights and works, which have greatly enrich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hibition ar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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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展示建构空间艺术系统是一个理性而有逻辑的系统，其设计建构形式是开放性的逻辑，在设计内
涵系统的结构组织、秩序生成上保持包容性的立场。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论而言，将复杂内容与过程进行设计——人的
分解加强实施的可操作性，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展示艺术空间，作为现代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通过空间的
规划与设计，将艺术作品、观众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相互融合，创造出一个独特而富有深度的艺术体验。在这一领域中，
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提出了他们独到的见解和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展示艺术空间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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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建构空间艺术在艺术表

现中存在显性和隐性：遵循艺术创作中“内涵优先”的导向

策略——从设计主体系统深层的结构、内涵、功能、意义这

四大隐性（理性）子系统“建构逻辑”出发，进而在呈现系

统表层的形象这一显性（感性）子系统上依据“建构逻辑”

进行材料构造与数字媒介编配，在本质上从隐性到显性——

从抽象逻辑到形态呈现——是一个理论假设层面的程序递

进过程，是建立在建构逻辑的基础之上，进行设计、融合与

创新的。在实际艺术展示空间创作过程中往往以显性的形态

呈现。

AI+AR 展示“沉浸式体验”强调，展示艺术空间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能够让观众完全沉浸其

中，与艺术作品产生深度互动的心理空间。艺术家通过巧妙

运用灯光、色彩、声音、材质等多种元素，营造出一种独特

的氛围，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和

审美体验；巧妙地运用光影效果和空间结构，打造了一个充

满梦幻感的艺术空间 [1]。观众进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梦

境之中，与艺术作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和共鸣。这种沉

浸式体验不仅让观众对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也极大

地提升了艺术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交互式叙事”展示艺

术空间应该具备一种叙事性，通过空间的设计和布局，将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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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的故事性和情节性充分展现出来。观众在参观过程

中，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作品本身的美，更可以通过空间中

的线索和提示，逐步解开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深层含义。通过

精心的空间规划和设计，将一系列艺术作品串联起来，形成

了一个完整而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观众在参观过程中，需

要不断地观察和思考，才能逐步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和

意义。这种交互式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

验感，也使展示艺术空间成为了一个充满智慧和启示的艺术

殿堂。

2 基于空间信息采集技术的模型建构

本次研究的首要环节是对案例空间的三维空间信息进

行采集，建构可移动远程交互式数字展览数据多维展示接口

技术，研究分别借助数据采集技术、实景建模平台、模型编

辑平台，主要用于远程交互式展览，远程调用巨屏等展示窗

口，做到开箱即用，有效减少投入、维护成本 [2]。

2.1 数据采集技术
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空间数据的采集是空间

建模的首要步骤。随着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获得更高

分辨率的遥感图像，这些图像提供了丰富的地表信息。同时，

GPS 技术的应用也使得能够获取到更为准确和精细的地理

坐标数据。除此之外，地形地貌数据、气象数据、社会经济

数据等也是空间建模中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在数据采集之

后，数据的预处理和清洗是确保数据质量和准确性的重要环

节。这包括对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坐标统一、异常值处理等

操作，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同时，还需要对数据

进行质量评估，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选择合适的建

模方法是空间建模的关键。不同的建模方法适用于不同的问

题和数据类型。例如，对于分类问题，可以选择使用支持向

量机、决策树等机器学习算法；对于回归问题，可以选择使

用线性回归、随机森林等算法。此外，深度学习算法也在空

间建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卷积神经网络（CNN）在

遥感图像分类中的应用。

在选定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建模方法之后，

需要利用选定的模型对数据进行训练和验证。通过不断调整

模型的参数和结构，优化模型的性能，提高预测或分析的准

确性。同时，还需要对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模型

进行交叉验证和测试集验证，以确保模型的泛化能力。

在模型训练和验证之后，利用多模态智能导览、

AI+AR 展示模型的输出结果进行解释和应用。通过对多模

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模型输出的可视化展示和解释，

更好地理解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从而支持决策制定、

资源管理、城市规划等领域的需求。例如，在城市规划中，

利用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空间建模技术预测城市

的发展趋势和人口分布，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在资源

管理中，利用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空间建模技术

监测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变化，为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决策

支持。

2.2 实景建模平台
一是系统设计。立足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空

间场馆，解决目前的困境。二是技术开发。依托多模态智能

导览、AI+AR 展示空间场馆文化自信，通过智能交互个性

化体验设计，为当前困境开发赋能增效。三是多元驱动。多

学科专业交叉融合，通过交互技术实现线上线下参观的“临

场感”，真实再现个性化交互。特殊时期特殊参观，开启了

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文化馆与公众新的交流渠道，

建立动态权威的、涵盖特殊情况的观展技术路径，深化对个

性化观展的挖掘研究，规划观展路径，与分众化之间搭建一

座高效便捷的技术沟通桥梁，融互动、智慧个性化体验于一

体的观览。

3 还“内涵”的本来面目

在展示设计领域，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空间

的内涵研究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创新，更在深层次上改变了受

众与展示内容的互动方式。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认识到，

这些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更是连接展示者与受众的桥梁，是

提升展示效果、增强受众体验的关键。首先，需要关注展示

内容的创新。在数字化和互动性的基础上，展示内容应更加

丰富、多元和有趣。通过引入 AI 技术，可以根据受众的行

为和喜好，实时调整展示内容，实现个性化的展示体验。同

时，结合 AR 技术，我们可以将虚拟内容与现实世界无缝融

合，为受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其次，需要加强跨学

科合作。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空间的设计涉及到

计算机科学、艺术设计、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通过跨

学科合作，我们可以将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融合，共同

推动展示设计领域的发展。例如，心理学家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受众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艺术家则可以为我们

提供独特的创意和视觉表达方式。此外，还需要关注可持续

性和环保性。在展示空间的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环保因素，

采用环保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同时，展示内容的呈现方式也

应体现环保理念，例如通过 AR 技术模拟真实环境，减少对

实际环境的破坏 [3]。

在具体实施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受

众行为分析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受众在展示空间中的行为

数据，可以了解受众的喜好和需求，为展示内容的创新和优

化提供有力支持。设计多功能互动装置：互动装置不仅要具

有吸引眼球的外观和有趣的功能，还要具备强大的实用性和

稳定性。可以借鉴游戏设计、交互设计等领域的经验，设计

出既有趣又实用的互动装置。整合多种技术手段：在展示空

间的设计中，可以整合投影技术、交互式触摸屏、VR/AR

设备等多种技术手段，为受众带来更加丰富的互动体验。同

时，打造独特的展示环境：通过巧妙的布局、装饰和照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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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以为受众创造一个独特的展示环境。在这个环境中，

受众可以沉浸在展示内容中，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

共鸣。总之，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空间的内涵研

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展示设计领域。通过深入研

究受众行为、设计互动装置、整合技术手段和打造独特的展

示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可以为受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展示

体验，推动展示设计领域的发展 [4]。

4 “内涵”的作用机制——“原型与投影”

随着作为游客——“人”的地位提高，多模态智能导览、

AI+AR 展示博览展示空间也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参与来增

强展览活动的活跃度，进而提升对展品的认识。多模态智能

导览、AI+AR 展示互动式博览展示空间中的展示活动受多

方面的因素影响，努力调动游客的所有感官参与到展品的信

息传播过程中，使游客拥有描述展品内容并自我表述的可能

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案。教育与信息传递：展示空间活动可能

旨在教育、传递信息或展示特定主题。无论是展示空间、科

技展览、艺术展览还是其他形式的展示空间，其目的都是向

受众传递特定的知识、历史、文化或艺术信息。

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展示手

法和模式。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有更多

的可能性来创新展示空间，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首

先，多模态智能导览系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通过结合

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体验，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全面

和深入的展品信息。其次，AI+AR 展示技术为展示空间带

来了全新的可能性。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游客可以看到超越

现实的展示内容，获得更加真实和生动的体验。AI 技术的

加入，使得展示内容可以根据游客的行为和反馈进行实时调

整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最后，在

教育和信息传递方面，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技术

可以更加生动和直观地展示知识、历史、文化或艺术信息。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事件、艺

术作品等，获得更加深刻和真实的感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方式，不仅可以提高游客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理解和记忆展示内容。在文化交流与社交互动方面，多模

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技术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和

有趣的社交互动体验。通过虚拟社交平台，游客可以与其他

游客进行实时交流和互动，分享自己的参观感受和体验。这

种社交互动不仅可以加深游客之间的友谊和联系，还可以促

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在娱乐和体验方面，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技

术可以为游客带来更加刺激和有趣的体验。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游客可以参与各种虚拟游戏和互动体验活动，获得更加

真实和刺激的体验感受。这种娱乐方式不仅可以为游客带来

愉悦和放松的感觉，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

商品展示与销售方面，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技术

可以为商家提供更加直观和生动的产品展示方式。最后，在

社会意识和变革推动方面，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

技术可以更加直观和生动地展示社会问题和变革需求。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游客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和紧迫性，从而引发他们的关注和思考。同时，AI 技术还

可以根据游客的反馈和意见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为相关机

构和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

总之，多模态智能导览和 AI+AR 展示技术为展示空间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和创新。它们不仅可以提升游客的参与

度和体验感受，还可以促进教育和信息传递、文化交流与社

交互动、娱乐和体验以及商品展示与销售等方面的发展。未

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相信这些技

术将会为展示空间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可能性 [5]。

综上所述，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数字技术

沉浸式体验是一种力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来自“间”创造

的张力，它不仅“对拥有这种结构的展示内容本身具有意义，

而且在于它对于一般的现实展示内涵和虚拟体验空间均有

意义”。在多模态智能导览、AI+AR 展示过程中，通过原

始框架体系的内容做超量加强，包括增加展品深度、更丰富

的多维感知数字化技术与富媒体内容，超量框架内容通过交

互形式形成“间”，通过与身体经验相关的“能量”，将人

带入设计所表达的情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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