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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修复性保护方面，建立了相
应的标准规范、技术流程和系统平台，构建了江西省博物馆安
全精准的保护能力。基于这一能力，完成了 400余件文物的三
维建模、100 余件平面类文物高清影像采集、20000 余页文物
档案及 10000 余页古籍善本的二维数字化、30 余件文物线划
图绘制、100余件文物的环拍等，高保真的留取了这些文物的
几何形态、纹理与色彩特征等，建立了江西省博物馆文物特色
数字资源。

馆藏可移动文物高精度三维采集建模与应用。馆藏文物因
材质、尺度、结构等信息复杂多样，单一采集技术难以满足具有
不同特征文物的信息采集要求。通过对手持式三维激光、高精
度结构光等先进三维信息采集技术装备选型的基础上，对采集
方法和流程进行提炼，总结出适应不同文物特征的多种测量技
术集成采集方法。所制取的文物三维模型测量精度 0.03毫米、
模型平均点间距优于 0.2毫米。高精度的三维模型数据不仅能
满足文物信息存档级、仿复制等多种使用需求，还可结合交互
大屏等适当的数字终端，为观众提供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数
字化展示与体验，进一步提升文物展览展示效果。

馆藏平面类文物高清影像采集与数字化利用。综合运用静
物摄影、近景摄影测量、数字制图等一系列成熟的数字化技术，
快速提取平面类文物0.043毫米/像素的高分辨率影像成果，实
现了文物信息的数字化精细存档，为文物本体保护评估、考古
研究出版等诸多研究应用提供有力支撑，极大地拓展了文物活
化利用的广度与深度。

其他特色文物的多元数字成果制作。除了文物数字三维采
集制作和高清影像采集，项目还结合文物的形态和纹理特征，
综合应用数字绘图、数字拓片等技术完成了部分文物的线划图
和数字拓片等多元数字成果制作，更全面地实现了文物信息的
提取、表达和存档。

文物高精度三维模型

平面类文物高清影像
文物线划图及数字拓片成果

江西古代名人数字人文研究与服务平台人物图谱

观众数字交互展示体验服务

全流程贴心参观服务建设。面向不同类型观众提供了
覆盖参观前、参观中、参观后的线上和线下数字化、智能化
服务。基于用户画像的展览/活动信息推荐、全媒体/多渠道
的便捷预约服务、无感入馆、智慧导览、智能问答、个性化服
务提供等，为观众带来了“懂你”的体贴服务，构建了江西省
博物馆温暖绵长的亲和力。

生动有趣的展示体验建设。借助于知识图谱等知识管
理服务技术和VR/AR以及多媒体多模态数据融合展示技
术等，线上建设了集VR全景漫游、文物数字三维展示、江
西古代名人数字人文研究与服务平台等功能为一体的云展
览平台，线下建设了智慧导览、文物互动展示大屏以及分布
于各展览空间的数字体验展项。

永不落幕的云展览建设。通过运用高清全景采集制作
技术和HDR融合技术实现高清全景成像，构建基于互联
网的全景数字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博物馆在线浏览体验。
VR全景数字博物馆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实体展厅原貌为宗
旨，通过虚拟漫游、音画同步、真人实景讲解无缝嵌入等功
能，为观众提供沉浸式游览体验。“点哪到哪，指哪看哪”的
交互方式，多层次的场景定位功能，则为在线参观提供比现
场参观更快捷的游览方式。嵌入式书画在线浏览、展览藏品
三维交互等多种浏览方式，实现了观众与博物馆中各类数
字资源的深度互动。全景数字博物馆不仅能提供全视角、沉
浸式的在线观展途径，更以其知识性、趣味性，让观众获得
比实体展厅更丰富的内容及体验，达到“看展览、学知识”的
目的，为观众提供永不落幕的数字展览。

智慧数据支持的历史人文研究建设。江西省拥有丰富
的古代名人相关文物、古籍、档案、研究文献及互联网数字
资源，为解决海量文化资源知识组织与管理的共性难题，实
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传播，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服
务能力，通过对知识图谱、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综合应用，建设了江西古代名人数字人文研究与服务
平台。平台以专题知识为驱动，以线上、线下展览展示为表
现形式，基于丰富的古代名人知识图谱数据库和敏捷灵活
的知识服务支撑平台组件开发包括名人百科、名人知识检
索、名人生平、名人社会关系、名人故事、名人行迹图、名人

作品、名人故事等内容，为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江西省古代名
人的权威、丰富、富于表现力的知识展示、探索、学习及互动
服务，帮助观众全方位地、深入地了解江西省古代名人其
人、其事，走进江西古代名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博物馆研究、
展示、教育和传播水平。

VR全景数字博物馆首页

全面透彻的感知体系建设。分布于博物馆出入口、展厅
等各场域的多传感器监测网络，弥漫于博物馆展览、社教、
办公、保护、文创等各业务服务流程的信息监测模块，构成
了江西省博物馆全场域全业务覆盖的深度感知能力体系，
这一感知能力体系的全天候运行，将所感知的各路信息汇
聚于全馆大数据中心，实现了对博物馆各方面状态信息的
一览无余，全面透彻掌握。

先进智能的决策平台建设。运用大数据智能等技术建设
的“智能中台”，构成了江西省博物馆的强大思考力。视频智能
分析、观众/文物/展览等多类型用户画像、公众参观等行为预
测、文物保存风险预警等赋予了江西省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公
众服务、管理运营等方面强大的科学决策支撑能力。 博物馆大数据可视化

数据驱动决策，建立智慧感知决策平台

数字化改革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力量。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正在改变着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数字地球、智慧地球概念被提出以后，一系列数字化、智慧化工程在国内外陆续展开。利用数字赋能

已成为我国博物馆界长期以来的关注和实践。自国家文物局提出“智慧博物馆”概念，并推出一系列政策后，各地博物

馆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益。面向

未来，智慧博物馆建设一定是我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和途径之一。

2019年，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江西省博

物馆以新馆建设为契机，启动了全面的智慧博物馆项目建

设。江西省博物馆新馆智慧博物馆建设，在参考学习国内

外先进做法和经验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析江西省博物馆

自身的馆内外各项需求，通过智慧化顶层设计和实施两个

阶段，历时三年构建起覆盖文物保护、公众服务、管理运营

三大功能体系、28个子系统的智慧博物馆系统，实现了全

馆的整体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升级。

数智赋能
激发江博力量

——江西省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建设创新实践
江西省博物馆

注重保护利用，
构建文物特色数字资源

长期以来，“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是
困扰江西省博物馆信息化向纵深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为了从全
局和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智慧博物馆系统基于灵活智能的工
作流引擎等技术，构建了覆盖藏品保管、陈列展览、社教服务等
各类业务，连通业务、人事、财务等全馆智慧协同一站式数字化
办公新模式，将博物馆协同应用产生的事件信息与即时消息深
度整合，实现全馆信息及时达、业务及时办，人、财、物、事各信
息实时关联互动响应等，构成全馆智慧协同的管理与服务，全
面提升了博物馆运营效率。

一站式数字化办公和业务协同管理。为满足博物馆日常办
公管理、行政管理、藏品管理、资产管理、图书管理等业务需求，
从数据流和业务流两方面深度整合各类系统，全面打通各项工
作的业务流程、办公流程以及数据处理流程，彻底消除信息孤
岛，构建灵活、可配置的业务协同应用集群，为馆内用户提供一
站式、定制化办公组合，实现跨地域、跨层级沟通和扁平化管
理，随时随地办公，随时掌握工作进度，规范管理。

全生命周期的藏品管理与利用。以博物馆藏品管理业务流
程为主线，实现藏品征集、入馆、入藏、编目、上架、提用、出库、
入库、盘核、注销等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协同管理；通过对藏品
相关信息的汇聚和分析，辅助各级管理和决策；提供藏品数据
授权开放共享，支持藏品信息在博物馆陈列展览、教育、学术研
究、文创等业务领域的应用，动态掌握藏品状态，推动藏品有序
利用。

精准智慧的客流管理。基于江西省博物馆对于参观观众流
量监管的管理需求，借助博物馆现场的入馆闸机、客流摄像头
等自动化设备，实现博物馆客流的数据统计和实时管理。

强化内部管理，
构建协同智慧管理平台

面向公众服务，构建观众智慧服务平台

多渠道预约入口和便捷的无感入馆

博物馆客流实时可视化展示藏品管理系统功能界面

业务协同子系统功能界面

江西省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系统总体架构

自智慧博物馆项目建成以来，博物馆在文物资源
活化利用、运营管理效率提高、参观客流提升等方面效
果明显，显著提升了博物馆的管理和服务效能，并产生
了较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活化文物资源，深度促进文化传播传承。项目通过
文物资源的数字化，构建出丰富的文物数字资源库，通
过知识图谱、数据挖掘、融合展示等技术，建立衔接馆
内外的江西省古代名人专题知识服务平台，充分挖掘
活化江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价值，形成各类文化符号、素材，融入当代社会
文创、教育、图书、游戏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化
传播和文化传承。

业务智慧协同，全面提升运营管理绩效。项目通过
覆盖全馆各业务部门的一站式敏捷协同服务集群，实现了
各类业务信息的实时送达和及时办理，以及人、财、物、事各
类信息的实时关联、互动和响应，最大限度减少管理工作中
的人工参与，提升业务协同管理效率，有效减低博物馆的运
营管理成本。

激发江博力量，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自2020年
9 月智慧博物馆上线以来，江西省博物馆已接待观众
200余万人次，为观众提供了涵盖参观前、到馆、体验、
离馆、后续全流程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有效增强了
博物馆吸引力，增加实际到馆客流量，提升文旅相关产
业产值，带动城市经济增长。

智慧博物馆建设获多重显著成效

获得荣誉

202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云传播十佳云展示项目证书 2022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实践十佳案例名单

“智慧博物馆项目”自建成以来，荣获多项荣誉奖项。
2021年11月，在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中国文物

报社组织的“全国文化遗产云传播”评选活动中，“江西
古代名人数字人文研究与服务平台”荣获十佳云展示
项目殊荣。

2022年 10月，在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的数字化
创新实践案例评选活动中，江西省博物馆报送的“数智
江博”综合管理服务体系从 13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
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
实践十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