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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趋势探讨
徐冰

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博物馆，浙江丽水，323500；

摘要：文物资源管理本身与博物馆整体建设情况之间有着直接关联。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博物馆内

文物资源管理工作越发强调人工智能在其中的综合应用效果，使得馆内文物管理模式向着更为完善的方向进步。

近年来，技术领域正逐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关内藏品管理、文物展示以及文物修复等方面的应用，改良博物馆

内综合管理能力以提升其工作效率，这便需要相关工作者对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当中的应用趋势展开

研究。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博物馆运营；文物保护

DOI:10.69979/3041-0673.25.04.00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发展及应用的过程当中，可为

各个行业提供技术层面的协助。而博物馆依托人工智能

实现转型升级，可带动文物资源管理实现内容层面的优

化调节，使得博物馆从更智能的方向去挖掘文物资源并

落实各项保护工作。本文对人工智能在文物资源管理当

中的各项应用要点展开研究，分析其应用趋势并为博物

馆内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参考，带动博物馆向着更为智能

化的方向进步。

1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当中的

应用实践

1.1 博物馆内文物藏品管理

博物馆内开展文物藏品管理方面的工作时会涉及

到较多文物入库处理，传统模式下的文物入库登记相对

繁琐且高度依赖于人工操作。不仅会浪费大量人力资源

还容易产生文物信息记录出错、记录模糊甚至信息丢失

等现象。而在技术应用层面，目前多数博物馆选择将R

FID 技术融合到文物资源管理之中，这属于一类非接触

式自动识别技术，可利用内部搭载的射频信号原件自动

识别目标，生成或读取对应数据信息以满足当前管理需

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与 RFID 技术相结合，则可简化文

物的入库及出库管理流程，当文物进入博物馆时可以为

其配备一个具有唯一标识的 RFID 标签，该标签内可以

存储文物的基本信息，整合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完

成对文物的多角度多方位扫描，以此来构建与文物对应

的数字化模型。日常管理方面，博物馆内工作者还可以

利用 RFID 读写设备快速读取标签信息，将其与人工智

能系统生成的数字化信息进行关联比对，在这一过程中

实现文物信息的精准化录入管理。

从博物馆内部管理需求上来看，RFID 技术可协助管

理人员利用射频监控设备分析覆盖范围内各项文物的

布展状况，若藏品因外界原因而产生位移等现象则可第

一时间感知并触发报警系统，尽可能规避各类可能损伤

文物的现象。日常工作及管理当中，RFID 技术可利用自

扫描模块同时读取大量标签，博物馆内工作者可利用读

写器获取文物信息，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步传输功能

来实时更新博物馆文物库数据信息，实现针对文物的高

效率管理。各类文物在存储方面会对温湿度条件以及光

照条件等要素产生较高要求，此时人工智能技术可通过

并入各类传感器来实现针对博物馆内部环境参数的实

时检测，在这一基础上为文物提供一个更为安全稳定的

存储环境。技术人员可利用 RFID 技术对文物展开动态

追踪，预测文物可能出现的受损或老化现象，根据 RFI

D 标签中给出的各项信息制定针对性的文物维护方案，

尽可能延长当前文物的存储寿命。

1.2 博物馆内文物展示

从文物传承及保护工作的开展需求上开看，博物馆

内所展出的各类文物不但可为群众提供视觉上的享受，

还应利用各类综合性显现手段来为群众提供馆藏文物

信息，使得文物再观众面前“活起来”。传统模式下的

文物展示模式以静态陈列为主，观众在游览时仅能通过

有限的文字说明来了解文物及其整体背景，这类方式虽

然在呈现层面相对便捷，但整体缺乏互动趣味性而难以

带动观众挖掘文物背后的丰富内涵。如今互联网信息技

术高速发展，各类数字化建设方案被融合到博物馆展览

布设当中，通过整合人工智能技术，将 VR和 AR技术用

于文物展览以及文物演示方面，可为博物馆提供更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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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的展览设计方案参考。与单纯的游览观看相比，VR

技术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观赏体验，借助 VR 设备观众

仿佛置身于与文物相关的历史场景之中。在这种虚拟环

境里，观众不再是被动地观看文物，而是能够主动地探

索文物自诞生之初直到被后世收藏的各个历程，借助文

物在虚拟空间中自由行走，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文物以打

破时间限制实现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这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可以帮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文物所处历史背景

及其承载的各项文化，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于文物的认知

能力以实现情感共鸣。

以兵马俑展览为例，2017秦陵博物院与百度合作开

展 VR与 AR相结合的展览活动，为观众提供由 200 亿像

素所构成的兵马俑坑内全景展示活动。展出时技术人员

将矩阵全景技术融合到其中，将兵马俑一号坑内各个细

节整合到其中，实现每一处细节均不放过的技术化重现。

技术呈现方面则将 AR 技术作为核心，根据兵马俑的各

个特质设计交互式活动，游客利用手机 app 以及博物馆

所发放的各类 AR 设备来与兵马俑之间开展互动。技术

实现方面则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兵马俑各项数据，建立对

应模型来将模拟兵马俑坑内各类出土文物的实际用途，

使得观众可以与文物质之间开展互动以了解文物所对

应的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动态化展示。

由此也可以明确，AR技术的应用可为文物展示提供

更多挥动方式，技术人员整合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所具

备的数据呈现功能，将虚拟信息与现实中的文物相结合，

观众采用扫描文物或者二维码的方式加载与文物相关

的数据信息，博物馆可将三维模型、立体动画与文物发

掘现场录像等信息整合到其中，这些虚拟信息与实际文

物相互叠加，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奇妙效果。观众可以

通过手势操作等方式与这些虚拟信息进行互动，深入了

解文物的制作工艺、历史故事等内容。其中相对具有代

表性的便是观众可以通 AR 技术查看文物内部结构，了

解其材质和制作过程，通过观看与当前文物相关联的历

史场景再现文物在当时社会中的价值。并且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可对文物相关资料展开深度分析，配合 VR 场景

高度还原历史细节，使观众感受到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

氛围，此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根据观众行为及其反馈动

态调整 VR 场景内容，为每个观众提供更为沉浸的游览

体验。

1.3 博物馆内文物保护及文物修复工作

博物馆在运行当中不但承担着保管文物的责任，更

需要对入馆文物进行针对性保护以及修复，将人工智能

用于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则可将文物的各项存储需求

转为数据使其更加可观。技术方面可利用各类传感器对

博物馆内环境参数开展实时自动监测，这些数据被传输

到人工智能系统中可进行二次分析处理，与预设的适宜

文物保存的环境标准进行对比。一旦发现环境参数超出

正常范围，系统会迅速发出警报并自动调整相关的环境

调控设备以稳定区域内环境参数。日常管理方面人工智

能还可以通过分析历史环境数据莱预测未来可能出现

的环境变化趋势，配合采取对应防范措施以减少环境因

素对文物所构成的潜在性危害。

文物在长期保存当中可能会受到腐蚀、霉变、老化

等因素的影响而破损，传统的文物管理工作主要依赖于

人工观察来评估当前文物的各项状态，这类方式本身存

在一定的滞后问题，致使许多相对隐秘的文物病害被忽

视。人工智能技术则结合高分辨率显微镜、红外成像、

X射线成像等技术，通过对大量文物病害图像数据开展

学习，以此来精准识别不同类型的病害特征以精准判断

当前文物是否需要开展修补或修复处理。从技术应用的

角度上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协助修复师开展文物

修复处理。绘画修复、陶瓷修复等工作精细化程度较高，

此时可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设备运作之中，以此来实现

对修复工具的精确化管控及操作，帮助修复师规避操作

失误等问题来实现高质量文物修复。

2 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

趋势

2.1 深入研究文物资源管理理论并实现学科融合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与博物馆之间的联动性应用方

式相对较少，整体处在初期探索阶段，因此需要相关工

作者深入研究文物资源管理理论以实现与人工智能之

间的有效整合应用。对技术内容展开分析可以明确，AI

技术本身有责数据处理及分析方面的优势，可对各类文

物资源开展针对性管理以完成数据分析，因此在实际工

作当中可为文物收藏、展览、保护以及修复等各个环节

予以协助。AI技术还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博物馆

的文物管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

从而总结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文物资源管理方法。日常

工作方面，博物馆技术部门可利用 AI 技术建立虚拟的

文物资源管理模型，对不同管理方案开展模拟预测，此

时研究者可在虚拟环境之中对各类理论方法进行针对

性测试，以此观察文物展览方式在不同条件下的应用效

果，协助博物馆工作者快速筛选出与之最为合适的管理

方案以提高馆内文物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相关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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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创新。

多数博物馆内人工智能技术依然停留在初级 AI 阶

段，此时 AI 技术更多用于辅助参观者了解文物背景信

息之中，并未实现与文物资源管理之间的深度融合。这

便需要相关工作者展开学科融合的角度上将调动 AI 技

术在其中的应用效果，借鉴历史学、考古学、材料科学、

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工作方案来完成数据整合，带动

不同学科之间开展高效率交流合作。其中相对具有代表

性的便是文物保护领域之中，AI技术可以结合材料科学

的知识对文物材质及其结构开展综合性分析，在这一基

础上为文物保护及修复提供更为科学化的工作方案；文

物展览方面，AI技术也可以与艺术学、心理学等学科相

融合，使得设计师根据观众需求及其审美偏好来提升当

前展览的群众吸引力。

2.2 培养博物馆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与其他行业相比，人工智能领域因其诞生时间较短

且技术应用要求较高等特性，在人才资源方面存在相对

短缺的问题，进而使得适配于博物馆的人工智能人才更

是少之又少。缺乏专业性人才已经为目前人工智能技术

用于博物馆的主要限制性问题，只有对人才培养工作予

以充分关注才可带动博物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

其中的综合应用效果。对于博物馆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来

说，首先要具备扎实的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基

础学科知识，在这一基础上了解并掌握 AI 智能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视听设计等要素，实现对文物信息自

动化处理的基础上开展智能分析。此外，技术人员还应

了解与数据科学领域相关联的知识点，充分将人工智能

技术融合到文物资源管理的过程当中，明确 AI 技术与

“互联网+”技术在博物馆文物当中的结合点以开发新

型技术。

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时可采取多元化途径。首先，应

增强博物馆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方案，于文物相关专业中

开设人工智能与文物资源管理的交叉学科课程，帮助学

生掌握人工智能基础性知识内容以提升其专业素养。其

次，可开展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为博物馆现有的工作

人员提供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机会，这种方式在实际应

用当中可协助工作人员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前提下不

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而现代化人才培养工作本身需

要营造一个相对良好且包容度较高的氛围，由此博物馆

应充分关注人才培养工作，适量增加针对于人才培养的

日常投入以此来为其提供必要的培训资源。后续，还要

设置激励机制，鼓励博物馆内在职人员主动学习主流人

工智能技术，利用技术研发或技术创新等方式为博物馆

提供更为新颖的文物资源管理方案，针对在这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员工给予表彰奖励。最后，还应增强业内交

流合作，利用组织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带动人工智能领域

以及文物管理领域的人才开展合作交流，利用组织学术

研讨会等方式为人才沟通提供桥梁，使得人们可以了解

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拓宽自己的视野以激发创

新思维。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方

面的应用趋势进行研究时，需明确人工智能与博物馆之

间的融合趋势，充分发掘文物资源的基础上，为社会群

众提供更为优质的博物馆游览体验。

参考文献

[1]贾千慧.变革与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

化传播中的应用[J].传播与版权,2024(21):83-85+8

9.

[2]周莹,沈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叙事中

的应用研究[J].包装工程,2024,45(20):513-517.

[3]林伟欣,张馨月.人工智能时代的博物馆数字化建

设[N].中华建筑报,2024-09-24(011).

[4]康宁,刘冠辰,蔡莹莹,等.基于人工智能的博物馆

智慧导览服务系统建设与应用——“辽小博”AI 智慧

导览系统的探索实践[J].中国博物馆,2024(04):85-9

2.

[5]朴敬道,李泰熹,金燕.韩国博物馆的数字化与人工

智能实践——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为例[J].博物馆

管理,2024(04):24-27.

[6]岳梦真,官泓.让文物“活起来”——人工智能技术

在博物馆文创中的应用研究[J].美与时代(上),2023

(12):123-125.


	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趋势探讨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