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演出到博物馆，沉浸式体验
重新定义“在线”和“到场”

演唱会气氛正酣， 女子偶像组合

THE9 脚下的石台忽然动了起来， 载
着她们迅速穿过背后巨大的金字塔石
门———在爱奇艺通过扩展现实 （XR）

技术呈现的这场 “沉浸式虚拟演唱
会” 中， 粉丝们见证着爱豆们的 “上
天入地” “穿越古今”。 据不完全统
计，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文旅产业
复苏回暖中， 以各种数字虚拟技术推
动的演出、 游览、 展会等沉浸式文旅
项目不下 20 场， 其中武汉 “满城樱
花” 数字光影秀、 河南卫视的 《清明
时节奇妙游》 引得无数网友点赞。

随着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 （AR）、 扩展现实（XR）、5G

通信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成熟，数
字化的虚拟世界将与真实世界深度融
合。专家认为，这种技术推动的沉浸式
体验为消费者带来从“在线”到“到场”

的感知力重塑， 将催生更新的消费模
式和更新的业态。

沉浸式演出让观众
经历从“在线”到“到场”
的感知力重塑

历史可以被触摸、 可以被亲眼看
到吗？当代人可以行走在历史之中吗？

沉浸式演出可以为观众带来这种体
验。 例如在《乐动敦煌》上，沙漠戈壁、

驼队驼铃、敦煌飞天、上元灯会……观
众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行走在变换生
动的场景中，和剧中角色以及场景“零
距离”接触。 在这一切的背后，创作团
队使用了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三维实境、多通道交互技术或机
械数控装置等新科技， 为文化内容的
表达提供了新的形式。

沉浸式体验不仅惠及线下演出， 更
为线上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今年

3 月底， 女子偶像组合 THE9 的线上演
唱会运用扩展现实技术取代了传统的道
具和舞台布景 ， 让艺人在森林 、 金字
塔、 外太空等各种不同变换的场景中表
演， 让粉丝大呼过瘾。 作为数字文化产
业的一种新兴模式， 沉浸式体验带来了
巨大商业增长空间。 据《2020 年全球沉
浸式设计产业发展白皮书》 数据，2019

年沉浸式娱乐行业的规模高达 61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4%；其中 VR 市场估值约
为 59.7 亿美元 ，AR/MR 合计估值约为

20.6 亿元。

随着沉浸式文旅市场扩张迅速，技
术引领之后对内容创作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 “如果形式大于内容，也很容易让人
陷入注重声光电等视听特效的技术秀。

沉浸式演出不仅仅有氛围感， 更应该花
大力气让文化传递和情感表达方面跟上

技术进步的脚步。”爱奇艺首席技术官刘
文峰说。

沉浸式体验让人在游
戏里逛博物馆，或在博物
馆里玩游戏

在家就能“云游博物馆”无疑更方便
快捷， 也增加了博物馆馆藏珍宝的曝光
度，因此在全球范围变得越来越流行。今
年 1 月，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了
“The Met Unframed”（大都会无限游）沉
浸式虚拟艺术和游戏体验， 观众只需要
坐在家中， 用移动互联网上网就可以借
助增强现实（AR）技术观赏馆藏的各类
艺术品， 甚至还可以玩些问答、 谜语和
“放大与找寻”等小游戏挑战下自己。 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马克斯·霍莱因表
示 ，The Met Unframed 拓展了人们理

解、体验和欣赏艺术的方式；日前，法
国卢浮宫博物馆宣布， 将馆藏所有的
近 50 万件藏品放到线上供公众免费
浏览。 国内出现的“云游博物馆”甚至
比国外更早。 去年 4 月故宫博物院就
推出 “云赏春”直播活动，9 月份又为
故宫 600 年大展提供了 8 小时的沉浸
式直播。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
院等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更是常年为观
众提供在家逛博物馆的服务。 故宫博
物院资料信息部副研究馆员吴萌认
为，未来的博物馆将重塑线上服务，实
现海量知识的时空复用， 更好地满足
多元化需求。

足不出户 “云游博物馆” 固然方
便， 亲身走进博物馆仍然会带来完全
不同“升级版”沉浸式体验。今年年初，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 360°多媒体循
环剧场的形式重塑古代场景，通过“知
识展示+密室逃脱”的有趣互动体验，

让观众在快乐中全面感知中国的悠久
历史和旺盛的文化生命力。 而去年 10

月份由国家文物局指导, ?讯主办的
“互联网+中华文明” 数字体验展里，

分布在 5 个“时空”里的 100 件文物以
数字影像的形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尤为特别的是，借
助 3D mapping（3D 投影技术 ）、全息
投影和体感互动技术， 观众可以在素
纱单衣的动作捕捉全息投影中欢快起
舞， 也可以凌空挥手解锁一件青铜器
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或者“演奏”《广陵
散》。这种通过技术手段革新的观展体
验受到好评。

专家指出， 科技赋能， 为博物馆
提供知识的本质职能打开了更多的可
能性。 吴萌表示， 未来的线下博物馆
游览形态将被重塑， 为游客提供更加
个性化的主题游览路线； 同时， 博物
馆内的文物数字化后将为展览带来更
加流畅的知识架构和叙事逻辑。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游戏会成为科普“破圈”的下一个“蓝海”吗？
上海科技馆两年推出原创线上游戏43个，全球科普游戏相关论文数量飙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一款蛋白
质折叠电子游戏马上更新新冠病毒谜
题，吸引了 20万游戏玩家活跃在线；从

2019 年 1 月上线第一款科普游戏开
始， 上海科技馆已推出原创线上游戏

43个；2020年， 全球以科普/科学游戏
为主题的论文数量飙升至近 600篇，而

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个位数……

提到科普， 如果你脑海中浮现的
还是展板、 图书或视频， 那你大概率
已经 “落伍” 了。 日前举行的以 “科
普产业的创新与变革” 为主题的中国
科普游戏大会上， 专家从多个角度探
讨了当下科普游戏火热的现象。

数字游戏的介入， 是我国多元化
科普之路的又一有益尝试。 凭借其强
大的包容性、 跨界性和独一无二的沉
浸感 ， 游戏或将成为未来科普 “破
圈” 的下一个 “蓝海”。

科学与游戏在“唤
起好奇心”上殊途同归

“我的研究有时也像玩游戏， 谁

能知道一铲子下去能不能挖到化石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说。 作为古鸟类
学家， 他常年要和挖掘现场打交道， 而
当下考古在游戏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
高。 通过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手段，

普通人也可身临其境地模拟一把当考古
学家的感觉。

在周忠和看来， 之所以有越来越多
的科普项目选择了游戏作为载体， 是因
为其强大的沉浸式体验。 有什么比角色
扮演更能切身了解事物呢？ 而借助 5G、

数字孪生、 虚拟现实等技术， 很容易模
拟出火山、 泥石流、 太空等特殊环境和
场景。

《野狼迷踪 》 是美国明尼苏达州
动物园开发的一款关于狼生态的野生
动物模拟游戏 ， 由专业动物研究者和
游戏制作者合作开发 。 玩家扮演一只
出生在黄石公园北部山脉的两岁灰狼，

学习狼的生活方式 ， 包括寻找食物 、

寻找伴侣 、 建立领地等 。 想了解飞行
的奥秘， 不妨去微软公司开发的 《微软
飞行模拟》 中体验一番， 无论速度、 音
效还是操作界面， 都与真实的飞行体验
无二。

“游戏的目的是满足好奇心， 这一
点与科学殊途同归。” 周忠和非常强调

科普游戏的趣味性 ， 甚至激发学习欲
望、 培养合作竞争意识、 助力科学研究
等都排在 “好玩” 之后。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也
说， 不要以 “写公式、 背答案” 的方式
来教科学， 这样习得的知识难以激发学
生的兴趣， 而要用艺术、 历史、 文学、

大自然现象来传递科学知识， 培养科学
探索的态度。

科普与游戏相互渗
透，不断拓展生存边界

《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
告》 显示， 我国公民每天通过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来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高达

64.6%， 这一数字促使越来越多机构将
互联网作为科普主战场， 而老少咸宜的
游戏成为重要载体。 《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也提出， 推动科
普游戏开发， 加大科普游戏的传播推广
力度。

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上海科技馆在科普形式探索方面一直
走在前列 。 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表
示 ， 上海科技馆正在持续开展科普游

戏的设计开发 ， 目前已推出原创线上
游戏 43 个 ， 其中手游 15 个 。 比如 ，

去年上线的首款科普游戏 《探索鲸奇
世界 》 是一款鲸豚养成手游 ， 游戏中
有 15 种鲸豚等待玩家喂养与救助。 它
们形态各异 ， 生境不同 ， 在游戏的过
程中 ， 玩家将通过航海 、 答题等有意
思的小环节， 了解各种鲸豚的生活习性
及特点。

波克城市 、 完美世界等游戏厂商
也将科普作为拓展网络游戏边界的一
次有益探索 。 波克城市先后主导并参
与了 “垃圾分类大作战 ” “人民战疫
总动员 ” 等公益游戏的开发和运营 。

其中 ， “垃圾分类大作战 ” 上线 10

天 ， 影响人次就超过 500 万人 、 活跃
用户达 300 万 ， 高效传播了垃圾分类
的知识和理念。

“未来 ， 数字游戏跨界研究将逐
渐转向人机交互 、 心理学 、 社会学 、

文化等方向 ， 带来更全面 、 更深入的
交叉融合 。” 王小明说 ， 不久的将来 ，

当人们畅游科普场馆 ， 或许将化身
“鸟类侦探事务所” 里的一员， 聆听一
个个动物朋友的困扰； 也可能 “穿上”

潜水服潜入深海， 一探 “蛟龙号” 眼中
的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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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上“中国科技”的声音此起彼伏

上海市科普讲解大赛报名人数同比增长42%，
首设科技青年赛区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款国产人
工心脏，它填补了国内人工心脏领域的
空白”“我的演讲对象是我国刚刚研制
成功的单孔机器人手术系统，它比‘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 的创面还要小”……

昨天，第八届上海市科普讲解大赛复赛
在上海科普公园举行， 全市 200 多名
“科普达人”在赛场上一展风采。

今年的科普讲解大赛赛场上，为中
国科技成果 “代言 ” 的声音此起彼
伏———既有北斗、探月、深潜等国之重
器，也有海水稻、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
等最新科研成果。中国科技的每一次“刷
屏”， 都为科普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空间，

而科普大赛上不绝于耳的 “中国创造”，

正是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是刚查完病房， 赶过来参赛
的。”瑞金医院普外科医生叶枫说。今年
大赛的舞台上，像他这样的非专业选手
还真不少， 进入复赛的就有 185 人，占
复赛人数的 78%，其中不乏高校学生、

教师、军人、医生等。今年大赛首次为非
专业选手开辟了科技青年赛区，叶枫就
是通过这一选拔途径站上科普讲台的。

初赛以“一颗胆结石的旅程”惊艳
评委，叶枫将复赛的目光投向了身边的
科技。他讲述的“单孔腔镜机器人手术”

是我国首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真
正意义上的纯单孔（即皮肤开口不大于

3 厘米）腔镜机器人手术 ，标志着国产
手术机器人打破了达芬奇单孔腔镜手
术机器人的垄断地位。 不久前，它刚刚
完成了一台前列腺癌根治手术。

决定这个选题，对叶枫来说只是一
分钟的事。 “我本身对医工交叉很感兴
趣， 也曾经用达芬奇机器人做过手术，

当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正在牵头研制国
产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后，我时刻留意
着它的进度。”因为兴趣，叶枫仅用一个
晚上就完成了脚本、 做好了演示文稿，

对他来说，这些内容早已烂熟于心。

自 2014 年上海在全国率先举办科

普讲解大赛以来， 参赛人数连年增长。

今年，全市共有 1030 位选手报名，同比
增长 42%，报名人数创历年之最。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士
方佩颖今年第一次参赛，她的科普内容
是国产人工心脏。 在她的娓娓讲述下，

听众们了解到这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世界上最小的第三代全磁悬浮式人工
心脏，大小和鸡蛋差不多，重量和手机
相当，它的出现填补了中国人工心脏领
域“缺心”的空白，并将进口产品动辄百
万元的价格降到了 30 万元。

方佩颖是消化内科的一名护士，因
为工作关系，她与科普结缘，医院有科
普教育基地，方佩颖就是其中一名讲解
员。 之所以选择为“中国心”代言，是因
为她觉得国产人工心脏的知晓率还不
高，“迄今为止， 国产人工心脏已完成

25 例临床试验， 希望我的科普能让更
多人了解它，让国产医疗器械的成果转
化之路走得更顺畅。 ”

“‘海水稻 ’有三大绝招 ：一是把
属于我的水分还给我 ，二是我的营养
我做主 ， 三是清除多余的活性氧自由
基……”俏皮的话语、生动的比喻，上海交
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副教授赵琦把
“海水稻”耐盐碱的原理说得活灵活现。

之所以选择“海水稻”作为演讲内
容，是因为它的热度高：不久前“袁隆平
团队在十地启动‘海水稻’万亩片种植
示范， 平均亩产稳定超过 400 公斤”的
消息“刷屏”了。 深入研究后，赵琦觉得
自己非常适合来说这个主题。

“我是研究蚯蚓的，蚯蚓是修复土
壤的专家，而‘海水稻’之所以能在盐碱
地里生长，和它能够选择性地从土壤中
吸取营养物质有关。”赵琦说，做科普没
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海水稻”的第一稿
是赵琦讲给她的学生听的，学生们听后
不留情面地“怼”她说：“老师，能说人话
吗？ ”而今，这个流畅、通俗的版本是她
修改了十几遍的结果。

尽管辛苦，但她乐此不疲。她说，今后
会将更多中国创新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本报记者 卫 中

■“聚焦数字文化经济”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武汉樱花主题光影秀引发网友纷纷点赞。

上海科技馆正

在持续开展科普游

戏的设计开发 ，目

前已推出原创线上

游戏 43 个，其中手

游 15 个。

（上海科技馆供图）

制图：李洁

这里有两份卷宗，
你先拿去研究一下吧！

为老一餐饭，社区食堂研磨出90条标准
（上接第一版）食堂营养师董钧棠一边用
手比划着肉包的大小一边说 ：“皮子 75

克，馅 50 克，这是我们的最低标准。 ”

包子的定量制作， 背后是膳食搭配
营养均衡的要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社
区食堂应确保每天提供不少于 11 种膳
食搭配，每周不少于 25种食材，确保每餐
都有红肉、水产类、禽类、豆制品及绿叶蔬
菜，尽量避免含有过多饱和脂肪酸及胆固
醇的食物，尽量避免过多高钠食物。

彭三社区食堂在此基础上， 结合老
年人的保健及饮食习惯考量， 进行更科
学的配餐。

比如，开设炖菜特色窗口，正是为患
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
准备的；避免大锅炒菜，改用小锅灶，这
样更能控制“少油少盐”；就连一道简单
的冬瓜排骨汤也特别有讲究：“冬瓜洗净
了不削皮直接和排骨一起炖， 利于老人
降血压，也增加膳食纤维，但风味不减。”

还有每天的一碗米饭，是由稻花香、

沙田小町、 江南糯米按照严格配比煮出
来的，在保证消化吸收的前提下，让米饭
更糯香可口，适宜老年人。

根据该标准体系， 涉及从环境、安
全、制作、堂食、配送等各环节。仅以配菜
加工管理规范为例，就将清洗、切配等每
个环节的标准一一列举： 蔬菜应分类放
在菜架上或筐具中离地加工。 禽、畜、鱼
类不得落地加工。 切配时应检查食品质
量，解冻泡发环节，应按“需要多少、加工
多少”的原则等等。

每份菜都“留样”可追溯，
“抠”住安全大前提

一个社区食堂， 有必要设立这么多
标准么？

当然！

街道副主任黄燕说， 以往老人去社
区食堂就餐，就有可能遇上“不友好”“不
安全”因素———比如，一些高龄老人常常
筷子拿不稳，碗也端得不够稳当；一些老
人腿脚不便，到了餐桌前，站立坐下常有
困难；有些老人需要坐着轮椅来吃饭；老
人们吃得着急，还有可能发生噎食……

而此次标准体系，就考量到了这些，

确保每个细节都更友好。比如，堂吃时配
备适老化餐具，碗底有防滑垫，勺子有防
掉手环；定制了底盘稳固、坐面可左右旋
转的椅子， 老人们坐下起身都不用搬挪

凳子；进门时有残障坡道，配备有轮椅适
用餐板； 服务人员全部经过相关急救培
训，能及时处理老人发生的噎食情况。

除了大幅提高舒适度、体验度、满意
度外，这 90 条标准最主要的是“抠”住了
安全这个大前提。

在后厨， 当日菜品正由专人挨个采
样，每份菜品取样 100 克，分别盛放于消
毒后的餐具中， 密封后存储在单独冰箱
里。 全部完成后，方可开始销售。

这套名为“留样”的操作，是按照国
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和《食品
卫生规范》的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社区
食堂“自我加压”而执行。所有食品原材料
和制作过程统统实行了可追溯，为的是确
保食品安全，让老人们吃得放心安心。

12345 流转来点赞工
单，进阶“更懂你”的智慧食堂

“服务周到，待客热情”“老年食堂心
系老人，饭菜可口暖胃暖心”……

一面面锦旗， 映衬着社区食堂的墙
面， 也见证着周边老人对这儿的依恋和
依赖。

食堂建立伊始， 老人们往往到了饭
点才来吃饭。如今，越来越多老人喜欢提
前过来坐坐聊聊，一来二去相互熟络了，

员工们也和老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有
时，哪位老爷爷没来吃饭，我们就会主动
打电话问问情况。 ”

食堂员工是 90 条标准的执行者，更
是研发者。 大家不仅严格按照标准来实
行操作和管理，更在服务老人过程中，不
断发现新需求，使标准更完善。

今年 2 月， 街道接到了 12345 打来
的表扬电话。工单显示，社区食堂送餐员
上门送餐时，发现一户独居奶奶“身体不
适，拒绝用餐”。 送餐员返回餐厅后及时
上报该信息， 餐厅及时联系家属上门查
看，奶奶被及时送医救治，幸无大碍。“正
是送餐员对工作标准严格执行， 才挽救
了老人的生命。”街道工作人员特别珍藏
了这张点赞工单。

如今，逾 2万名老年居民申领了就餐
卡，可以在社区食堂吃饭或申请送餐上门。

当下，结合数字化转型，今年上半年
彭浦新村街道社区食堂还将全面接驳数
字化，成为一家“更懂你”的智慧食堂。譬
如， 能根据老人们一段时间的饮食习惯
和偏好， 通过算力分析预判出老人的身
体状况，及时作出健康提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