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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述与发展趋势



数字展馆定义及特点
信息量大

数字展馆可承载海量信息，通过

数字化手段对展品进行详细展示

和解读。

交互性强

数字展馆通过多媒体、虚拟现实

等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交

互体验。

定义

数字展馆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实体

展馆的内容、形式、交互等全方位进

行数字化呈现的一种新型展馆形态。

展示形式灵活

数字展馆可打破传统展馆的空间

限制，实现多种展示形式的自由

组合和变换。

节能环保

数字展馆采用数字化技术，减少

了对实体资源的依赖，符合绿色

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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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单的多媒体展示为主，缺乏交互性和沉浸感。

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

随着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数

字展馆开始具备初步的交互性和沉浸感。

发展阶段（21世纪初）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数字展馆在交互性、信息量、展示形式

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成熟阶段（近十年）

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市场规模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全球数字展馆市场规模已达数十亿美元，并以每年10%以上的增速持续扩

大。

增长趋势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以及人们对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的需求增长，数字展馆市

场规模将持续扩大。预计未来几年，全球数字展馆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预测



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数字展馆行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策支持

数字展馆行业涉及到版权、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相关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将对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严

格的版权保护制度将促进数字展馆行业的规范发展，而过于宽松的法规环境则可能导致行业乱象丛生。

法规约束

政策法规影响因素分析



延时符

02

核心技术与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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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D的三维建模

利用CAD软件强大的设计功能，根据设计图纸或实际测量数据

创建精确的三维模型。

01

基于激光扫描的三维建模

利用激光扫描仪获取物体表面的三维坐标数据，通过点云处理、

表面重建等步骤生成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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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的三维建模

通过拍摄物体的多角度照片，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提取特征点、

匹配对应点，进而恢复物体的三维形状和纹理。

三维建模技术



通过头戴式显示设备、位置追踪
系统等，为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
沉浸式体验，如漫游虚拟展馆、

观看虚拟演出等。

沉浸式虚拟现实
利用计算机屏幕作为观察窗口，通
过鼠标、键盘等交互设备实现用户
在虚拟环境中的漫游和操作。

桌面式虚拟现实

多个用户通过网络连接，共同进入
一个虚拟空间，实现多人协同工作
和交流。

分布式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技术



通过识别特定的标记或图像，将虚拟

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如通过手机

摄像头识别展品标签，展示相关介绍

和多媒体内容。

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真实场景中

的物体和特征，将虚拟信息自然地融

合到真实环境中，如实时翻译、智能

导览等。

增强现实技术

无标记增强现实

基于标记的增强现实



触摸屏交互

通过触摸屏实现用户与展品的直接交互，如点击、滑动等操作，
展示丰富的多媒体内容和互动体验。

语音交互

利用语音识别和合成技术，实现用户与数字展馆的智能对话和交
流，提供个性化的导览和讲解服务。

手势识别交互

通过识别用户的手势动作，实现与虚拟物体的互动和操作，提供
更加自然和直观的交互体验。

多媒体交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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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厂商A

专注于高度交互式的3D数字展馆

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服务，包

括展馆设计、内容制作和后期维

护等。

厂商B

以其创新的AR/VR技术为特色，

打造沉浸式数字展馆体验，强调

用户体验和互动性。

厂商C

提供大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展馆解

决方案，注重数据分析和用户行

为研究，以实现展馆的智能化和

个性化。

主要厂商及产品介绍



厂商B

占据市场约20%的份额，凭借其创新的AR/VR技术

在教育、娱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厂商C

占据市场约15%的份额，专注于提供数据驱

动的智能化展馆解决方案，在中小型企业市

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厂商A

占据市场约30%的份额，以其全面的解决方

案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众多大型企业的青睐。

市场份额分布情况



竞争策略差异化比较

厂商A注重一站式服务，厂商B强调创新技术，厂商C则专

注于数据分析和智能化。

市场策略

厂商A通过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优质服务吸引大型企业客户；厂商B积极与教

育机构合作，拓展教育市场；厂商C则通过提供灵活的定制化服务吸引中小型

企业客户。

技术研发

厂商A注重技术的稳定性和成熟性；厂商B则积极投入研发，追求技术的创

新性和前沿性；厂商C则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产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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