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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博物馆与物联网

摘要：物联网是利用互联网解决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的连接。数字博物馆就是从艺术、时间、

空间的角度把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联系在一起。数字博物馆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历史的

再现和深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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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8日和29日两天，

2009年中国IT财富（CEO）年会&
中国信息主管（CIO）年会在北京

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转型升

级 引领复苏”。会议上除了有各

种大会的主旨发言，对于转型的方

向和引领的机会进行了比较多的探

讨，同时也在多个行业专业方向上

利用分论坛的模式，专业化地进行

对话、研讨。

1  物 联 网 （ T h e 
Internet of Things）

最近一年多频繁出现了“物

联网”这个词。这个理念实际

上是国际电联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提出的互

联网应用的一个方向，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是ITU2005年的一

个互联网报告的题目[1]。最近重新

研读了这个报告，发现这个理念是

在1997年对于网络的挑战研究中由

ITU互联网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 
ITU在2005年的物联网主题报

告中，围绕互联网纬度，增加了任

何事物连接的纬度。传统上通信、

网络是割裂的，但从上个世纪90年
代开始把网络和通信融合了，出现

了互联网，由于各种通信体系的存

在，网络架构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

融合，在任何时间上的连接已经可

以实现，在任何地点的连接上也已

经可以实现，仅仅是覆盖和成本问

题。而在分组交换设计的初期到

后来的互联网，基本上都还是计算

机与计算机之间，通信设备之间的

连接。尽管在互联网泡沫的本世纪

初，对于电冰箱、电视等连入互联

网有了很多设想，但是与可见到的

时间还很远。而最近大量提出的物

联网，就是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机对

计算机的应用市场的范围增长率在

下降，而互联网的能力远远还没有

真正地发挥出来，所以，在金融危

机的今天找到新的增长点，就需要

发展新的应用模式，在此前提下，

物联网可能就是一个利用互联网实

现事物之间互联的机会了，这个也

是转型的一个型，也是复苏中的新

的引领和增长点之一。

物联网所要依托的技术，主要

是建立每天的对象和设备进入到大

型的数据库和网络中，并且通过简

单网络（例如互联网）建立无障碍

的对象标识和成本核算系统。完成

了这些，才能对对象（事物）的数

据进行收集与处理。（1）由此看

来，物联网的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就

是要建立对象的传感，通过网络把

这些传感器件连接在一起，才能进

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的后续工作。

而射频标识（RFID）就是这类传

感器之一，可以完成对象的识别。

（2）利用传感器技术可以检测到

图1 新的纬度（引自ITU，
2005年，互联网报告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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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状态变化，数据采集器就接

受这些变化的信息。利用开发出的

信息处理能力来增强对于对象中隐

含的信息特点的处理扩大了网络的

边界。（3）在纳米技术和小型化

技术的帮助下，能够连接到更小的

对象。开发出这一切，就可能把所

有的事物发展结合到一个网络上，

实现了事物的互联网连接，这是感

知与智能的基础。

所以，对于物联网这个时代的

初期，在图书馆首先能够感知的是

RFID大规模地被使用，含有RFID
的对象主动、被动地被探知，传递

各种状态信息，这些信息进入到互

联网中。现在图书馆使用RFID仅

仅是在自助借还和理架上在发挥效

用，今后，在图书馆空间的任何一

个有RFID的对象的移动，也可以形

象化地在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读者

使用阅览室，看了什么书，带着这

书怎么在图书馆中流动等等信息，

都可以根据需要获得，可以帮助图

书馆更好地了解用户使用的行为习

惯，有针对性地改变图书馆的服务

效率和服务质量。所以，在物联网

将要到来的时候，图书馆的RFID的

春天将首先到来。

如果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有

RFID标识的电子票，走近某个展

品、文物、建筑的时候，博物馆地

理信息处理系统根据接收到的RFID
标识就把关于这个展品、文物、建

筑的介绍自动地打开传递到你携带的

手机、耳机中去，而不需要一群人

听一个解说人员的讲解了，这些都

是物联网已经可以感知的应用了。

博物馆把建筑、文物、视频等

连接在一起，也是一种物联网的雏

形之一。因为传感器很多，位置传

感靠RFID，而实时观测，就要靠

视频检测一类的传感器，同时把文

物、建筑、古籍等事物连接在一

起，也是人对事、事对事连接的

具体体现。所以在此把物联网和

数字博物馆进行结合也是一种全新

的思考。

2 数字博物馆

今年的数字博物馆的专场中，

多个中国顶尖的博物馆到场进行了

介绍。实际上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博

物馆的设计在应用场景上有很大的

不同。

在图书馆大量的文献数字化以

后，在互联网的服务中，更多强调

的是内容的阅读和学习，很少能够

满足视觉与听觉的艺术性。而图书

馆强调的知识，更多的是对于文献

资料管理的知识，对于文献资料的

内容的知识组织就很少。

而博物馆则不同，馆藏多以实

物为主。如何在互联网上更真实地

反映实物的原貌、实物的形状、大

小、一个实物现在的颜色、一个实

物的历史研究成果、该实物的发现

过程等等都需要在数字博物馆的加

工制作中加以处理、关联。只有这

样，才能使互联网上的博物馆吸引

更多的人到博物馆来进行实地的参

观鉴赏。所以，在数字博物馆做数

字化加工时的设备选择是更为讲究

的。数字博物馆相对于数字图书馆

而言，在设计实现上最主要有三个

不同。

（1）强调艺术性为主

对于三维，一种是正向设计，

利用工业设计的原理，在三维设计

工具上设计自己的产品，现在的

大部分的工业设计，都属于正向

设计。一种是逆向设计，把已经有

的实物逐层、逐结构进行分解与

测绘，再利用三维设计工具进行设

计。而对于古建筑、文物，是不可

以进行分解测量的，那么为了数字

化这些实物，就需要有新的手段来

进行加工和处理。最近几年的激光

三维扫描仪，就是利用激光束照射

到实物，再接受激光的回波进行外

轮廓扫描测量的新设备，获取后的

扫描数据、位置关系、反射波的强

弱的深度关系等，通过数据处理，

就可以产生三维图像了。这种通过

外部扫描测量建立的三维模型，精

度高、效率高，比传统的拆测的方

法有很多的优越性。

对于古建筑和文物等实体，除

了有三维造型以外，还有色彩问题

需要解决。所以，配置比较好的数

码照相机对外观不同的角度进行拍

照。由于这些照片是要贴在三维模

型上的，所以，照相的角度、采取

的比例关系、什么地方适合拼接等

成为摄影师必须要定夺的事情，而

不能像普通的拍摄一样反映的是摄

影师的艺术观，而需要最大程度地

反映实物的本来面貌，同时要考虑

技术处理的需要。所以，在处理照

相的时候，一定要附带表现实物大

小的比例尺和彩色标准板。

由于摄影师在处理实物拍摄时

的光线的影响，加上各种显示输出

设备的色温的不一致性，会造成在

互联网上，彩色输出设备上看到的

与真实色彩不一致的情况。所以，

在处理实物彩色照片的同时，要利

用标准色板的色差数据对于显示和

彩色输出设备等进行彩色校正，只

有在校正后的设备上进行显示和输

出，才能保证看到与摄影师观察相

一致的色彩关系。这个部分在处理

博物馆的实物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数字博物馆中，更强

调的是实物的艺术再现性，在三维

造型、尺寸关系、色彩上的还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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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2）强调时空的复原性

由于古建筑、文物和古籍是历

史的见证与写照，那么在数字博物

馆的设计中，要尽可能在时间——

历史事实上尽可能地考虑时空的复

原性。

在故宫博物院中，对于古建

筑的三维测绘造型加上建筑的彩色

照片，可以把古建筑很好地利用虚

拟现实表现出来。同时，可以参

照清朝的起居录，把历史上某一天

的这个建筑中的家具和饰品种类、

数量、位置表述出来，根据这个描

述，对于家具、文物等进行实物数

字化，并与建筑相匹配，就可以表

现出某一天的某个建筑的家具、饰

品的布置关系，逐步地积累下去，

就可以再现起居录中记载的事情。

这个就是典型的时空复原的例子之

一。北京凸版数字产品有限公司[2]

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优先进行原始

数据的采集，运用高精度的三维扫

描设备和千万像素级别的专业数码

相机，准确地采集文化遗产的原始

数据。然后对原始数据有机整合，

综合应用三维扫描建模、照片建

模、数据手工建模等方法，在高标

准的学术、艺术指导下有机地将文

化遗产的几何形状信息、纹理信息

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整合在一起。除

了时空复原以外，还实现了文化遗

产的数字化永久保存，有利于遗产

的几何和色彩复原、虚拟展示等，

在遗产保护、文化传播及教育领域

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3]保存

了一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考古影

像资料，最早的拍摄于1927年，是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无声科学考察电

影影像资料。这批资料，均为孤

本，全部属于绝版的原始考古电影

字图书馆复杂。

（3）强调针对使用者的分

类进行组织和服务

由于博物馆的展品更多的是历

史、艺术、知识交融在一起，所以

在设计数字博物馆服务的时候，要

更多地在栏目设计、内容设计上有

所区分。

在数字故宫[5]的设计中，从开

始设计就把阅览者分成了三类，一

类是过路者，通过数字故宫的网

站，对于故宫、数字故宫、网上展

览等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通过专

门的普遍性和兴趣性的设计，使得

过路者愿意经常来这个网站看看。

一类是业余爱好者，这类用户可以

通过数字故宫的专业性的栏目对于

故宫的藏品有更深的了解，同时对

于文物的鉴赏和收藏给予很多相关

知识的组织和介绍，这类用户已经

成为数字故宫中稳定的用户群。最

后一类是专业者，故宫博物馆专业

的研究人员对于各种文物的深入研

究，结合实物和研究文献来为专业

研究者提供服务。这一点，对于研

究与保护文物的矛盾的解决起到了

非常良好的效果。同时，组织研究

人员编写知识词条，用科普的角度

普及文物、古建、人物、文献等的

知识。在故宫博物院的展示中，数

字制品的展示也给予了数字文物更

多的生命力。例如，在电子画廊，

通过专用的计算机设备，可以全面

细致地欣赏到故宫的字画等作品；

在虚拟现实影院，可以把宫殿、家

具、在宫殿里的位置变化，通过解

说和手柄互动，可以亲临某个时段

记载的朝廷的现场。所以，对于博

物馆，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数字

化作品，可以发挥出比数字图书馆

更为好的形象化、艺术化、知识

化、历史再现的效果。而数字博物

影像资料，是一笔文化遗产。但

是，由于这些考古电影影像资料的

材质大都是电影胶片，允许保存的

时间有限。而这批考古影像资料已

经搁置数十年，最长的已达79年，

电影胶片互相粘连，腐蚀严重，极

为珍贵的考古影像正面临退化消失

的处境。所以，亟需对这批珍贵的

考古电影影像资料进行抢救，需要

将这批考古电影影像资料制作成完

整的数字化考古电影影像成果，以

推进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有将近

100部在全国重点考古过程拍摄的

电影、录像等，通过胶转磁的技

术，对于这些胶片进行了抢救性的

转换和修复，并形成了DVD。这些

考古过程记载的事实中，包括考古

的过程、事件、研究等，与数字博

物馆很好地结合，就可以在时空上

把考古挖掘的过程和知识性与文物

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利用视频头对环境和珍稀动物

进行监测，利用互联网进行传输，

同时很多纪录性的声音与视频资料

也可以在互联网上使用，使得更多

不可能到现场观测的人利用互联网

来了解自然环境和珍稀动物，这也

是物联网的一种人和事物关联的方

法。中国数字科技馆项目[4]中，专

门设计有体验馆，其中的观察体验

馆就是和天文观测设备、珍稀动物

视频监测连接在一起供互联网用户

观测和学习做观察记录的。

所以，对于数字博物馆，在考

虑数字化的时候，把时空复原性放

在主要的思考点，把古建、文物通

过文献的记载进行有机的结合，既

可以反映历史的事实，也可以反映

历史过程中的事件和研究过程。同

时也可以通过远程的视频监视等，

把时空和地理位置拉近。由此可

见，数字博物馆的设计思考要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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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开始注意要有博物馆专业人士为

主做设计，IT人员把专业人士的设

想变成现实。

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到博物馆来

参观，这个也是数字博物馆设计与

数字图书馆设计不同的地方。数字

图书馆只需要把数字内容搬到互联

网上，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去读书去

学习去研究了。而古建筑、文物、

古籍三者更多的有不同的视角问

题，所以每个人亲临其境的感觉和

对于知识的需求是非常个性化的，

而这种历史的形象化更具备研究、

欣赏、学习历史等的作用。所以，

对于博物馆一定要考虑在现场、

在互联网相互作用不同，相互的配

合要紧密，最终的目的是既要增加

知名度，又要增加访问量。这是数

字博物馆设计中，内容与表现形式

需要思考的地方。所以，在博物馆

中，利用现代技术，例如，虚拟现

实、全息、激光塑形、RFID导引等

等都是可以使进入现场的感觉、震

撼力等更有效的方法。而展览、知

识介绍、鉴赏等都是互联网培养忠

实用户的方法和手段。

3 数字博物馆的未来

尽管数字博物馆在最近的几

年有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但是如何

避免在互联网上的内容粗制滥造、

如何保证博物馆之间的资源可以

共享、如何保证数字内容的安全可

靠，仍然是摆在博物馆前的重任。

数字博物馆的未来需要重视和

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古建、文物等加工的标

准化制定工作是当务之急，不同的

馆加工的数字化内容在质量控制上

差异非常大。在数字图书馆的初期

也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后来国家

科技基础支撑工作的数字图书馆标

准规范的出台，逐步使得数字化制

品的格式、规格、质量等规范化。

因为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真

实性、可研究性、一次加工多次使

用的原则一定要遵守。

（2）古建、文物、古籍之间

的元数据的结合也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工作。数字图书馆的元数据体

系是来自于书的书目记录体系，

而相对于古籍，这些体系勉强可

以使用，而对于古建和实物，这

个体系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博

物馆需要在概念空间关系上把古

建、文物、古籍三者有序地结构化

起来，便于三种实体的关联、挖

掘、发现等应用。

（3）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

护，无论是元数据还是数字化后

的内容。在数字图书馆中有一个误

区，认为使用别人的元数据是不侵

犯知识产权的。在最近欧洲对于谷

歌和法国一个出版商的案例中，谷

歌败诉，要赔偿法国出版商30万美

元，同时每天赔1万美元，直到这

个书相关的元数据从谷歌网上被完

全清除为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

元数据在没有得到授权时，是有知

识产权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博

物馆的内容数字化过程有大量的知

识产权，这点和图书馆主要是购买

的资源不同。所以，对于在技术角

度、在法律角度、在资源不同的使

用角度都需要仔细地思考数据的安

全问题，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数据丢

失和被商业机构滥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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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of Things is to solve the connection by internet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as well as things and things. Digital museum is to connect people and 
things as well as things and things together from the aspect of art, time and space. Digital museum will be conducive to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will benefit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duct in-depth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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