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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的科研团队由五名来自测绘学院 14级本科生组成，其中三人是测绘工程专业，两

人来自导航工程专业，指导老师申丽丽是测绘学院实验师，在 GNSS 差分和小波变换领域有

深入的研究。 

本次科研项目中，我们主要进行了武汉大学测绘学院仪器陈列馆三维模型和漫游系统的

构建。在当下虚拟现实技术火热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科研小组设想将该技术应用到测绘仪器

的展示上，搭建仪器陈列室的漫游系统并借此让更多人对测绘以及测绘仪器的发展有一个更

直观、具体的感受。虚拟现实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此次科研使我们

科研小组成员对虚拟现实技术有了相当的了解和兴趣，漫游系统的建立是我们对该技术的初

步应用，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还会对其进一步钻研。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小组的成员之间彼此交流，彼此协作，共同进步，每个人都

有了成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看到了虚拟现实技术光明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看到了自

己的不足，这些都会激励着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更多的进步。 

 

一、项目选题的背景 

虚拟现实（简称 VR）技术，作为一种综合计算机图形学、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传感器技术创建多维信息空间的新型技术，已经被公认为

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学科以及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技术之一。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仪器展览馆三维虚拟漫游系统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用户可以利用计算

机访问仪器展览馆的外部，也能进入内部进行参观，完成漫游参观，点击查询仪器资料等操

作。现在很多高校也建立了网上的虚拟校园漫游系统，但大部分都是进行室外漫游,而进行

室内建模的虚拟场景很少，在用户交互设计方面也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本团队的四名成员都曾接触过虚拟现实的知识并对构建学校建筑内部三维模型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希望通过此项目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提高自己的创新实践能力，他们学

习能力优秀、编程实践能力、软件学习应用能力比较强，其中三人来自航空航天与摄影测量

专业，对摄影测量以及数字图像处理方面的知识有着相当的了解。 

二、项目基本情况 

我们的科研团队由一位指导老师和五名测绘学院 14 级的本科生组成。团队整体氛围积

极主动，求真务实，毫不懈怠。各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王一文：队长，团队的灵魂所在，认真负责，带领我们学习掌握软件,在三维建模和漫游系

统搭建阶段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张舒：学习能力强，软件易上手，参与团队的三维建模并主要负责模型的 3D 打印工作。 

吴明亮：喜欢动手、制图，认真细致，追求完美，在三维建模产品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负责模型优化和协助队长搭建虚拟漫游系统。 

王东阳：有责任心，沟能力强通，参与团队的建模工作，并主要负责联系指导老师和了解

3D 打印技术的图书馆管理员老师。 

徐欣彤:表达能力强，善于总结经验和文本整理工作，参与团队的三维建模并主要负责阶段

成果整理总结和安排后续工作的推进。 

申丽丽：实验师，于测绘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工作，对建模和 VR 深感兴趣，在项目推进过程

中提供建议，指明方向，介绍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阶段指导并提供设备支持。 

 



三、项目创新点和特色 

我们的项目内容主要是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两个方向。就三维建模而言，现在的主流方

向还局限于建立外部模型，而我们的项目则主要侧重于建立室内模型，在对仪器进行建模的

过程中，我们也先后尝试过多种方法，比如使用莱卡 MS50 全站仪进行扫描，使用手持三维

激光扫描仪等等，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利用 3DSMAX 软件进行测绘仪器的三维建模。在虚拟

现实技术方面，我们选择了时下较为热门的 VR 软件 Unity3D 来搭建数字仪器馆的虚拟漫游

系统。众所周知，随着 VR 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VR 图书

馆，VR 影院，VR 博物馆，甚至是 VR 女友等等，而我们这一次的项目就是在 VR 技术即将大

规模的占领市场前的一次小小的试水。测绘仪器搬运不易，对于一些不了解测绘行业的人来

说，虚拟仪器馆就成为了接触了解测绘仪器的最好途径，而且随着测绘行业的发展，测绘仪

器也需要推陈出新，虚拟仪器馆也为测绘仪器行业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此外，除了完

成了这一项目的预期成果之外，我们还将项目成果应用于 3D 打印技术当中，并且成功打印

出了一台水准仪。虽然我们这一次的项目仅仅搭建了虚拟测绘仪器馆，但是，这个项目背后

代表的科学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以这个项目为基础，可以尝试建立能够共享的测绘仪器三

维模型数据库。此外，机械制造、古建筑物修复、数字城市的建造等行业也可以尝试利用三

维建模与 VR 技术来进行技术水平的提高。 

四、项目进展及初步成果  

自 2016 年 3 月该创新项目立项以来，小组成员便开始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及学习，为接下

来的项目实施做好充分的准备。具体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2016 年 4 月，小组成员便多次联系指导老师——申丽丽老师，进行多方信息收集和比对，

初步确定以武汉大学信息学部的测绘仪器陈列室为对象，建立三维模型，继而实现 3D 漫游

功能。 

2016 年 5 月，在申老师的帮助下，五名成员均认真参与对测绘仪器陈列室的外观测量和拍

照记录，得到陈列室内外的数据参数和图像特征，作为三维建模的基础数据材料。 

2016 年 6 月至 8 月，小组成员自行在网络上下载、安装 3ds Max 和 unity 3d 软件，并集体自

学该软件的网上教程，通过相关教材和网络教学视频掌握 3ds Max 的基本操作方法，最终制

作出仪器陈列室的内外框架三维模型，作为漫游系统的基础材料。 

2016 年 9 月，根据创新项目的立项合同，项目时间已经过半，需要上交项目中期报告和中

期成果，五名成员分工撰写该项目的中期报告，交代这半年的研究内容和项目进展，并将前

期研究成果上交到学院科研项目组。 

2016 年 10 月，测绘仪器陈列室中的管理员提出，可以借助三维激光扫描仪来获取仪器的图

像，通过相关软件的技术拼接得到仪器的三维模型，这样可以省去自行建模的工作，与申老

师的沟通后，最终决定试用激光扫描仪。 

2016 年 11 月，申老师联系了三位研究生学长，在他们的帮助下学习操作三维激光扫描仪，

并导出扫描得到的点云数据。但是面对陌生的仪器和未知格式的大量数据，小组成员无法处

理点云数据获取测绘仪器的三维影像，经过多方尝试后依然失败。 

2016 年 12 月，该科研团队决定放弃捷径，仍然使用 3ds Max 软件建立仪器的三维模型。随

之而来的是期末考试月，无奈之下，五名成员利用寒假的时间终于完成所有的三维建模工作。

2017 年 2 月，申老师借助学院的 AR 设备检查了模型的展现效果，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017 年 3 月初，运用 unity 3d 的基础功能，通过鼠标或者 VR 设备可以实现仪器陈列室的漫

游效果和用户交互。3 月底，在信息学部图书管理员老师的帮助下，用 3d 打印机将三维模

型打印出来，完成所有的预期成果。小组成员着手撰写创新项目的结题报告和科研总结，该



项目宣告完成。 

初步取得的创新成果： 

完成了武汉大学信息学部仪器陈列室的内外三维建模；完成了仪器陈列室的简易虚拟漫游系

统，借助 VR 设备实现用户交互；掌握 3d 打印原理并用 3d 打印机将仪器模型制作出来；项

目结题后继续编写软件，通过键盘实现虚拟系统的用户交互。 

五、收获与体会 

光阴似箭，为期一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就要结束了，记得去年这时，由于对近期非

常热门的 VR 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五个人便组建了这个三维建模的小团队，想要亲自参与

感受从模型的搭建一直到虚拟现实漫游系统的建立整个过程，并做出一定的成果。 

在过去一年的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以仪器展览馆和里面的仪器为对象，建立武汉

大学古建筑物三维虚拟漫游系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和成果。关于三维建模方法一直是前期的

研究重点，最开始提出了三个实施方案：最高效的是利用激光扫描仪建模，其原理是以一定

的规律发出受控制的激光照射室内环境中的目标，通过接收由目标反射回来的激光获得物体

的距离信息，得到点云数据后进行数据处理完成建模；其次是基于图像的建模方法——通过

照相机拍照获得图像资料，然后通过相关软件进行图形拼接处理进行三维建模，适用于不同

大小的物体建模，在得到物体表面深度信息的同时, 得到物体表面的纹理, 进而可以对三维

模型进行纹理映射和贴图；最后才是用 3ds Max 软件进行手工建模。三种方法各有千秋：激

光扫描的方法虽然可以部分半自动化处理，但是对相关的技术和软件操作熟练程度要求较高，

而且数据冗余大，不适合我们这类规模较小的科研项目，经过几次摸索和尝试之后宣告失败；

基于图像建模的方法由于技术不够成熟，建模效果也一般，所以不予考虑；而手工建模虽然

完全依赖于建模人员的经验和熟练程度，但是建模软件容易上手操作，且网络上的教学视频

和教程材料很多，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学习掌握，因此确定使用手工建模方法。 

项目开始进行之后，我们首先通过网上找教程视频，经过一段时间的 3ds Max 软件的学

习，总算完成了仪器馆以及若干个仪器的建模和材质贴图。为了使建模效果更好，我们五个

人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集体学习，互相交流学习和操作上的经验，找申老师借助 AR 设备看我

们的模型的 3D 效果如何，然后多次改进。用 3ds Max 软件制作仪器模型是一项需要细致和

耐心的工作，很多细节教程中都没有涉及，只能在百度中一项项搜索经验，按照前辈的指导

完善模型中的各种细节、贴图、选择材质，最后导出场景，导出的格式总是不对，而且贴过

的图片又没办法在场景中显示，在网络上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又请研究生学长指导，申老

师也帮我们联系了一些前辈指导，从实践中学会了很多方法，科研能力大大提升，信心也逐

渐增强，更加坚定了要做出成果的决心。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按照原计划完成模型制

作的任务，项目进程逐渐推进、毫无懈怠。 

为了做出虚拟漫游效果，我们请教了研究生学长，去他所在的实验室体验 VR 设备，了

解了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然后自学 Unity 3D 软件，做出场景中的虚拟漫游系

统。在用 Unity 3D 软件进行交互的设计和程序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从无到有地掌握了软件的

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做出了成果。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欣慰和自豪。 

3d 模型打印其实是本次科研项目中的意外收获。在立项以前并没有考虑过 3d 打印方面

的技术，很幸运的是信息学部图书馆引进了 3d 打印机等相关设备，并举办了 3d 打印大赛，

于是我们小组成员便联系了图书馆中负责管理的老师，表达了希望能将我们用软件做的测绘

仪器三维模型打印出来的意愿。听说了我们的科研课题后，管理员老师非常肯定我们的模型

制作，相当支持我们的研究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深入了解了 3d 打印技术及其相关原

理，并亲眼见证了打印机是如何将我们软件中的模型“打印”成三维实体的，这种将理论应



用到实践的教学过程令我们受益匪浅，对三维建模以及打印技术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体验。 

这一年是充实的一年，我们小组的成员之间彼此交流，彼此协作，共同进步，每个人都有了

成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看到了虚拟现实技术光明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

不足，这些都会激励着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更多的进步。“实践出真知”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只有自己做过一遍才知道整个科研项目从立项到结题的流程。因为好奇而组成团队体验科研

氛围，因为热爱和责任而不回避困难、坚持做下去，这一年的努力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很

感谢申老师和其他前辈对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这将是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