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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将现实增强技术与难以开发或急需保护的旅游资源相结

合，利用现代技术勘探与史料中的记录对该种类旅游资源进

行结构与场景的构建，以 AR 与全息投影等现实增强技术设

备展现给游客，以互动和直观的方式给予游客沉浸式的游览

体验，是论文的研究目的。

2 现实增强技术下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背
景与意义
2.1 背景

20 世纪末期，数字技术在医学、教育、文娱等行业越

来越普遍地进行应用，21 世纪，虚拟现实技术、现实增强

技术等已成为研究的热点，数字技术对旅游资源的数字化保

护研究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UNESCO 率先提出“世

界记忆”计划，法国提出“文化遗产数字化”等项目 [1]。

2.2 意义

2.2.1 在现实增强技术下可以让游客看到无法开发的

资源

很多的旅游资源因开发困难无法让游客直观地看到。现

实增强技术，可以实现游客与旅游资源在零接触的情况下开

展直观的旅游活动，收获真实的旅游体验。 

2.2.2 避免开发不当而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近年来，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因为过度开发而损失严重。

在现实增强技术下，不仅可以开发出比传统模式更多、更有

互动性和沉浸性的旅游产品，还可以做到对特殊、脆弱景区

的零损坏、零污染。不会影响到景区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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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现状
3.1 重资源开发，轻资源保护

目前，中国很多地方和景区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

中，只注重资源的开发而忽略了资源的保护，如许多有代表

性的自然风景区。然而，从业者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

发掘的过程中只看重速度而忽略质量的现象处处可见，水土

流失，失去了资源所固有的精华。

3.2 重开发形式，轻内涵挖掘
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只流

于表面，如中国大部分博物馆静态展示，博物馆不仅是游客

感知一个地方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当地居民

增长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地方。博物馆真正的意义并不是

取决于它的建筑规模有多大，而最重要的是它的展览，让游

客了解其中的内涵 [2]。

4 赤壁古战场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及分析
湖北省赤壁市作为三国赤壁之战的战场遗址，旅游发展

潜力巨大，人文底蕴深厚，可开发性强，但是赤壁古战场的

开发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4.1 景区项目开发方式问题
目前该地对于赤壁古战场的开发项目并不完善，项目多为

传统表演以及讲解活动，带给游客的沉浸感不足，项目较少，

对游客的吸引程度也不高。数字技术如现实增强技术开发方式

下的项目，相较于传统项目，对游客的吸引程度高，并且沉浸

感足，让游客对三国赤壁的了解加深，并且游客能够接触到传

统项目无法充分展示的内容，而且在观感上也更为震撼 [3]。

4.2 景区游客年龄段问题
对于各年龄段游客吸引力不够强，景区应该吸引各年龄

段的游客进行参观游玩，该景区游客大多年龄较高，以及对

三国赤壁历史感兴趣的游客较多，由于景区项目以及建设原

因很难吸引到年轻游客群体来赤壁古战场游玩。通过现实增

强技术开发的景区项目，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度大，年轻人

对项目的体验程度也会随之提高。

4.3 景区原有项目类型问题
开发的旅游景区项目类型较为古板与传统，没有新兴旅

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出现，对该地深厚的旅游资源并未完全开

发，造成了对于“赤壁古战场”这一大型 IP 的浪费，赤壁拥

有许多影视游戏作品的改编与描写，但该景区项目并没把握

该方向建设，通过现实增强技术将影视游戏作品与景区原有

结合起来，既能够更好地吸引游客，也能提升景区的文化氛围。

5 基于现实增强技术的赤壁古战场旅游开发
与保护的策略
5.1 旅游产品开发方向

当前赤壁市已经拥有各类关于赤壁之战的景点与景区，

如赤壁古战场等情景剧，但该类型的景区缺乏吸引力，针对

对于沉浸式体验的景区将会是赤壁市的新兴旅游产业的转

型与突破。

5.2 旅游产品特色及主要内容
5.2.1 AR 赤壁古战场体验区

该区占地最大，约 50 亩，内部为 AR 模拟赤壁古战场，

在该区内搭建战场模型，并利用 AR 技术进行虚实结合。

①“真三国”赤壁战场。规划在体验区中，以赤壁古战

场的历史资料为依托，以三国文化年代为主线，搭建基础现

实部分内容，阶梯、城墙、马道、铁索连环船只等基础模型，

作为与 AR 设备相配合的实景内容。②“真三国”赤壁之战。

规划在赤壁古战场实景搭建后，以 AR 设备进行虚实结合的

虚拟景象搭建，在基础模型上加上虚拟细节以及虚拟建模，

加深游客的沉浸感，游客将化身成为赤壁之战中的一名将

领，利用虚拟技术让游客加入赤壁之战，领取自己的“任务”，

完成一系列任务，了解赤壁之战的历史。

5.2.2 特色食宿区
规划建立与赤壁相关的历史性食宿，占地面积约为 35

亩，包括赤壁主题酒店、精品三国酒店客房、三国美食轩。

①赤壁主题酒店。建筑外部风格为东汉风格，建有木制

回廊、花园苗圃，同时屋顶上装饰有“五脊六兽”以兽镇脊，

特色风情街于三国古时集市为原型，市内有店铺、摊贩。

②精品三国酒店客房。规划酒店客房内部以现代智能化

为主，智能语音助手控制的各类智能家居，让游客体会科技

带来的便利，构建视觉冲击感，智能与历史的对冲，更体现

了该酒店的特色。

5.2.3 全息表演区
利用高新科技“全息投影”规划该区，该区占地约为

2000 平方米，包括全息投影与三国经典故事表演。

①“全息投影”。使用全息表演技术，在体验区旁建立

全息表演区，用双层投影的方式，将多个投影装置分别设置

在舞台前方和后方，通过双眼对前后两层投影的视差，给观

众一种立体的感觉，创造出“裸眼 3D”的视觉效果。②三

国经典故事传。具体表演内容有：桃园三结义、关云长温酒

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曹操煮酒论英雄、长坂坡赵云单骑救

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经典故事表演。

6 结语
用技术打破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性，开发资源时

将更省财力、人力。现实增强技术在旅游资源领域不只是保

护，而是更多创新的互动性、沉浸性的旅游产品。使各种感

官的真实反馈组合，将会产生比传统旅游更好的旅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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