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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虚拟现实技术在播音主持专业实践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暴宇虹

"河南省焦作广播电视台 焦作
8F8AAA

#

摘
!

要#为了解决播音主持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教学目标与媒体需求相脱节!教学资源投入有限和现代化的多媒体

设备昂贵的矛盾!实践大纲内容简单和对主持人素质要求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高的瓶颈等问题!通过报道事故类型的

新闻!将增强现实技术进行实践运用!通过虚拟场景重建技术'三维建模'模型渲染等技术手段为发生的事故案例进行

场景恢复!然后将主持人嵌入到发生过被重构的三维场景中!增强这类报道的临场感和真实性!提高节目的吸引力和

对主持专业学生可以积累临场发挥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播音主持)虚拟现实技术)渲染技术)增强虚拟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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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播音主持专业在基本理论'基础知

识'艺术素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长期以来!对于主持

专业的实践环节还停留在面对录制的视频'图片等平面媒

体阶段很难实现人才高质量培养的要求)同时随着多媒体

技术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吸引观众!媒体更快更好地需要逼

真的场景!主持人身临其境而且随机应变的能力在教学实

践环节很难实施"昂贵的演播室数字化设备的购买在很多

院校不切实际!实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场景更是很难碰到"

针对很多重大事故现场的报道!仅靠图片和视频以及数字

技术合成进行表现!无法看到事故的全过程!和关键设施的

内部变化!都很难提高媒体报道的质量"但是现代增强虚

拟现实技术为克服上述难题提供了可能#

&

$

"

增强虚拟现实技术能够通过对报道对象的场景进行虚

拟仿真!将真实的实习主持人沉浸在该虚拟场景中!实现真

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0集成的技术!是把原本

在现实世界的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

%视觉信息!声音等&!模拟仿真后再与真实的主持人进行叠

加!呈现给受众仿佛主持人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

-

$

"针对

突发性事故!如一起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案例进行分析!首先

进行项目的任务分解!然后给出事故虚拟场景制作过程和

工作原理!最后完成了将事故场景和主持人的增强虚拟现

实的融合!达到了良好的输出效果!对于通过低成本制作高

*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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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节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

"

!

!

案例报道任务分解和技术路线

作为案例的事故是关于一起井下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类似这些事故的报道!通过照片和录像是很难把事故原因

过程报道清楚的!只能通过采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将该事

故案例的发生原因'发生过程'发生后果进行重新表现!然

后将主持人和实现的三维虚拟场景进行融合!通过视频合

成后进行输出"该系统开发的技术路线如图
&

所示"

图
&

!

报道案例增强虚拟现实仿真场景制作技术路线

首先要对该事故发生的地点进行资料收集!涉及的实

物'场景进行大量的详细的拍照和信息收集!在此基础上!

一方面组织素材供主持人使用!另一方面!将这些平面素

材!进行三维建模以及虚拟仿真处理!构成虚拟场景!然后

跟主持人的实时讲解进行融合输出!完成事故案例的报道

任务"下面针对三维建模'渲染和虚拟仿真合成等关键技

术进行分析"

$

!

关键技术研究

$"#

!

三维建模技术

开发虚拟现实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虚拟环境建

模!包括几何建模'物理建模'行为建模'音频建模'交互映

射和模型分割等"其中几何建模就是创建三维对象的几何

外观!将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在虚拟空间表现出来"是本文

重点采用的建模技术#

8

$

"

由于技术发展限制!早期模型是通过
"

D

2,#M

等图形

库的底层代码进行创建的!这要求建模人员有较强的编程

能力!效率也不高"随着计算机图形学和软件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的可视化建模软件!如
.*<')̂

%

.IH1Z0*+

')̂

&'

')

4

)

'

LZ1+KLI

'

J3+6

%

J3+

+

6W#7W66(

&'

H+;0*V+3E<

'

'Z;10%#2,K32)1+3

和
X#

%

X,0

/

3)

D

[0:<W\

&

等#

F

$

!这些软件以其自身的特点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各个建模软件有其适用的领域!但是应用领域并无绝

对限制!可以交叉应用!如
X#

也可以应用在
J326

擅长的

工业设计方面"由于
.*<')̂

上手容易!操作简单!各种功

能的插件也比较多!在国内的使用率占到
9AQ

以上!便于

学习交流)同时由于综采工作面的设备模型相对简单!虚拟

仿真系统对模型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综合考虑!系统的建模

工作由
.*<')̂

完成#

@

$

"

.*<')̂

软件内置了多种建模方

法!如面片建模'内置模型建模'网格建模等"一个模型通

常由几种建模方法共同创建!根据不同方法的自身特点创

建不同的细节部分!最后拼接成整体模型"仿真系统中的

模型多种多样!创建模型前先大致判断模型的基本构成!如

果属于规则的几何体!则使用多边形建模和二维图形建模

方法#

$

$

)如果模型形状不规则!且有较多曲面!则使用网格

建模和
WXN(H

建模方法"采用哪种建模方法要根据实际

模型而定"这些方法可交叉使用!提高建模质量!提升建模

效率"

$"!

!

3I*

E

渲染技术

所谓渲染就是给场景进行着色!将场景中的模型'材

质'灯光等设置渲染成图像或者动画的形式保存起来#

=

$

"

.*<')̂

软件自带的扫描线渲染器真实度有限!在全局光

照'光线跟踪和焦散效果方面存在不足!而
U()

4

渲染器则

可以提供照片级的输出效果!甚至有些电影场景也是用

U()

4

渲染的!因此选择
U()

4

渲染器进行三维场景的输出

渲染"

U()

4

渲染器的精髓在于其提供的全局照明系统"自

然光线在传播中遇到不同介质时!会产生反射或者折射"

当对象是镜子'金属等完全不透明物体!只能产生反射)当

对象为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水等物质时!光线既能产生反

射也能产生折射"光线在反射或折射后还会带有物体的属

性信息!就形成了明暗渐变内容丰富的环境色!也就是全局

照明"

U()

4

全局照明系统的核心部分在于其提供的全局

光引擎"

使用
U()

4

渲染输出时!模型'场景通常也使用
U(

类

型的材质'灯光和阴影#

9

$

"反复调节各个属性参数!达到要

求后就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以上
8

种渲染引擎中的一种进行

渲染输出!生成动画序列帧"在
J3250232

中利用动画序列

帧和音频文件合成并输出三维虚拟仿真现实场景!得到系

统所需的虚拟场景素材"

J3250232J3+

是一款重要的视频

后期处理软件!软件中加入很多特效!能够制作出理想的视

频效果"

0

!

系统制作过程

0"#

!

虚拟场景制作

如图
-

所示!制作虚拟现实环境首先要制作场景!场景

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地点!场景中的物体要

与现实场景中的物体相同!摆设也要和现实位置保持一致"

安全事故发生的地点往往只是一小块场景!由于只是

一段巷道!而不是整个井下巷道!因此在制作的时候要求也

少了很多"巷道的制作只需要一段的巷道!一般通过放样

的方法来制作!如果遇到交叉和分叉的巷道!应尽量避免使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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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事故现场虚拟场景三维重建

用布尔!

.*<')̂

提供了丰富的多边形建模方法和命令!使

用起来很方便!应尽量使用多边形建模来实现复杂巷道的

制作"多边形建模做出来的巷道要比布尔做出来的少很多

问题!看起来也更加规则!修改'微调也很方便"制作出巷

道以后要使用真实贴图来装饰巷道!使得看起来更接近真

实的巷道!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由于使用了真实的图片!

效果更接近现实"同时!要注意贴图重复率的问题"

巷道中设备众多!制作方法也是不一样!像风管'水管'

电缆'铁轨'机车电源线等设备由于要和巷道保持一致!通

过放样'渲染等简单的方法可以制作出来!这些需要在巷道

中制作"像管道夹'法兰'电线夹'灯'反光镜等!这些是基

础的设施由于需要的不是
&

个!布置也要和巷道保持一致!

一般要在另
&

个
')̂

文件中制作!然后利用合并的方法导

入到制作的场景中!利用快照工具进行复制"如图
.

中的

场景!其中转向盘'绞车'液压支架等设备都是提前制作好

合并进来的#

&A

$

"

图
.

!

巷道场景的布置

0"!

!

动作调整

场景布置完成后需要的是调节设备的动作!让设备开

始运转!这里需要用到
.*<')̂

的动画功能了!在
.*<')̂

中可以调整和记录物体的运行'翻转'放大'变形等的动作!

可以满足制作的要求!还可以利用动力学来计算物体的运

行!丰富的动画制作功能可以完成很多的动画制作要求"

人物的动作是
.*<')̂

制作的难点!很难调节出完全符合

人类动作的动画!人在动作时不会只是一块肌肉和骨骼的

动作!要牵动周边很多的肌肉和骨骼的运动!

.*<')̂

在这

方面有些不足!此类不足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是可以弥补

的!这里使用了动作库!动作库的制作是用传感器采集人类

运动制作出来的!把人身上骨骼的运动都表现了出来!所以

看上去很真实"

动画制作中需要用摄像机来拍成图片!利用摄像机有

很多的优点!摄像机可以前后'左右移动!还可以推拉!这些

都要比利用透视图来生成图片方便的多!并且摄像机的动

作也会被记录下来!动画中不利用摄像机来完成是不可能

的!所以摄像机的动作调整也是动作调整的一部分!摄像机

的位置和动作关系到动画完成的好坏"一般在
&

个场景中

要有很多的摄像机来拍摄动画!还要不断的转换摄像机才

能拍出理想的动画"

0"$

!

渲染图片

完成上面的工作!下面的就是渲染了"渲染就是对三

维场景进行数字化描述!生产二维图像!通常以创建具有照

片级真实感的图像为目标"采用两个常用渲染器!

'2,1);

3)

4

和
U3)

4

渲染器"

'2,1);3)

4

渲染器是由德国
'2,1);75)

/

2<

公司开发

的高端渲染器!"

'2,1);3)

4

是
&

个光线跟踪渲染器!包括

了对全局光的支持!不必启用高级照明设置!这样就避免了

没光线照到的地方漆黑一片"同时
'2,1);3)

4

可以使用

.*<')̂

所有的材质!不必使用有限的专门材质"

.*<')̂

虽然对动画的合成有一定的功能!在其中合

成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如果再加入声音和其他的背景

音乐!文字的介绍就更麻烦了"所以合成一般选用
L*+?2

G;)<[KH.

或者
L*+?2J3250232J3+KH.

来完成!这两款软

件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三维场景的合成"本设计为了达到更

高清的虚拟场景!采用了
L*+?2J3250232J3+KH.

来合成"

.*<')̂

渲染出来的图片是按照名字规律的序列图

片!

L*+?2J3250232J3+KH.

对导入名字规律的序列图片

非常方便!因此可以非常方便地合成三维场景!加入声音以

及调整对话的位置和图片相对应!根据对话加入合适的字

幕!以及字幕的特效"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还需要加入机

器的声音和背景音乐!这样使得动画看起来更加充实!最后

一步是渲染出合适格式和质量的动画!可以选择很多的格

式和采用何种方式压缩"虚拟场景制作完毕!加入主持人

通过视频合成即可输出"

%

!

结
!!

论

本文实现了类似突发性事故案例的增强虚拟现实技术

报道!通过三维重建技术等能够很好地弥补图片'录像无法

实现的事故前的场景的不足"同时不用采购昂贵的数字化

设备就能实现临场感很强的报道效果"实现了主持人不出

校门就能把这类事故进行深入报道"因此将增强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多播音主持专业的新闻报道中!具有很广阔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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