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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发展,基于手持设备的自助导游模式广泛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利用互联网+导

游、增强现实[1](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研发运行于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之上

的智能导游系统，实现将实景拍摄与GPS定位导航和语音解说播报等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拍摄实景中嵌入动画

导游人物解说、导航、特色旅游产品推荐/在线购买、广告推送等内容，实现一种“仙人指路”的增强现实展现和使用

效果，为游客提供更为智能和友好的交互体验，也为新疆推动智慧型旅游产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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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igent Terminal Guide System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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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phone,the self-help guide model based on handheld 
devices has gained wide attention.With the cutting-ed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Internet plus guide,Augmented 
Reality(AR)and mobile Internet,this paper develops an intelligent guide system running on smart phones,tablets and other 
intelligent terminals.Live view shooting is integrated with GPS navigation,audio guide and other functions.By embedding 
the animation guide characters,narration,navigation,distinctive tour products,online purchase,advertising and other content 
into the live view,the AR display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iry Guide is achieved.The system provides visitors with more 
intelligent and friendly interactive experience,and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tourism industry in 
Xin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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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移动终端的不断发展，GPS定位技术日趋成熟[2],无

线通信技术的数据接入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移动智能终端随

时随地地进行数据交互,智能终端搭载的操作系统也在不断地

完善,使得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移动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实现的

基础。加之互联网+导游、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

称AR)、移动互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在各种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智能终端之上的智能应用。今天，人们已经不满足传统

的旅游方式，旅游业进一步的发展,要利用现代化的新技术、

新装备改造和提升旅游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新

趋势。未来将以智能化、共享化为特征的实景三维地理信息

系统[3]服务成为行业主流。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浪潮，增强现

实技术的智能终端导游系统，必将为旅游事业插上腾飞的翅

膀，带来新的改变！

2   互联网+导游(Internet plus guide)
通俗地说，“互联网+导游”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

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和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

的发展生态。它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

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

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

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

济发展新形态。

旅游业和互联网是当今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最

为新兴、最为显著的力量。

首先，游客需要这样一个系统。其次，旅游监管部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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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样一个系统。再次，旅行社需要这样一个系统。然后，

导游也需要这样一个系统。最后，从行业发展角度而言也需

要这样一个系统。“互联网+导游”必将主导旅游行业。

3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是一

种实时地计算摄影机影像的位置及角度并加上相应图像、视

频、3D模型的技术[4]。这种技术的目标是在屏幕上把虚拟世

界套在现实世界并进行互动，是一种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

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它包含了多媒体、三维建

模、实时视频显示及控制、多传感器融合、实时跟踪及注

册、场景融合等新技术与新手段。

增强现实把原本真实世界中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很难

体验到的实体信息(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等)叠加增强到现实

世界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给

用户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随着随身电子产品CPU运

算能力的提升，预期增强现实的用途将会越来越广。

4   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
移动互联网，就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

为一体，是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商业模式和应用与移动通

信技术结合并进行实践的活动的总称。移动互联网必须具备

“小巧轻便”及“通信便捷”两个特点。这不是简单的移动

通信和互联网的结合，面是一个全新的互联网——Web3.0。

移动互联网包含终端、软件和应用三个层面。终端指的就是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软件主要是操作系统、数据库，应

用层就是各类IPS所提供的应用与服务[5]。GPRS、3G、4G和

WLAN或WIFI构成的无缝覆盖，为以移动终端设备凸显的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注入巨大的能量。

5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诞生智能终端中引用GPS。它

通过利用三颗以上卫星的已知空间位置，用空间距离交会

法，求得地面待定点的位置，这就是GPS卫星定位的基本原

理。

GPS在手机定位功能能过GPS定位技术中的单点动态定位

方法来实现。在定位过程中，接收天线处于运动状态。这种

运动状态也是相对的，通常是指待定点的位置，相对其周围

的点位发生显著的变化，或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和事物来说，

其状态在观测期内不能是静止的，可以忽略。单点动态定位

是用安设在一个运动载体上的GPS信号接收机，自主地测得该

运动载体的实时位置，从而描绘出该运动载体的运行轨迹。

6  智能终端导游系统(Intelligent terminal guide
     system)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个性化旅游的出现，传统的人

工导游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了，有关智能导游系统的研

究应运而生。智能导游系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其

在旅游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智能终端导游系统采用“互联网+导游”的方式，利用增

强现实、移动互联网、GPS等的融入，引导新的旅游方式、旅

游消费，极大地推动了服务方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终端导游系统是增强现实体验技术、GPS定位技

术、GIS技术、移动互联网、数字媒体技术和云存储技术的

综合应用，是基于现存旅游资源数据深度分析和关联挖掘的

智能服务系统。实现3A及以上景区自助游信息实时在线和离

线下载获取，采用增强现实技术协助旅游客户自助选择游线

路，提供旅游景点简介、景区景点导游与自动讲解等功能服

务，为游客提供更为智能和友好的交互体验。同时通过信息

化技术解决各旅游景区服务发展的瓶颈，提高景区对游客的

服务效率。

智能终端导游系统由后台管理和智能设备端软件两部分

组成。

后台管理主要由信息推送、游客分布、用户管理、基础

资料管理等模块组成。

6.1   信息推送

主要用于对采集到的景点等信息点进行信息录入，通过

选择不同的采样类型、采集到的经度、纬度(GPS)信息点数

据，系统后台会自动将GPS经纬度转换成BD经纬度数据。

采样类型的不同，在手机端APP地图中显示的图标会有所不

同。同时建立景区旅游资源数据库。通过对景区的现场调

研、数据采集、数据归类、数据存储等一系列工作建立景区

的导游资源数据库。本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数据基础，包括

地理信息、景点信息、解说信息、商品信息等诸多内容。如

图1所示。

 

图1 信息点列表

Fig.1 List of information points

6.2   游客分布

系统以地图的形式分层展现景区信息点信息(红色标记)、

景区游客分布情况(蓝色标记)，帮助景区管理人员实时掌握游

客分布情况。 

鼠标点击信息点标记时会弹出信息点名称、联系人、联

系电话等信息。如图2和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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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景区地图信息

Fig.2 Map information of scenic spots

 

图3 联系人信息

Fig.3 Contact information

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这些新功能亦可快速判断、定

位、分析紧急突发点周围的游客分布，精准救援，快速响

应，这样使游客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智能终端设备端软件(APP)是由导游、天气、发现、我的

功能四部分组成。

6.3   导游

通过GPS定位手机当前位置(野外空旷位置)，并将该位置

作为地图中心点。当移动时，中心点会随之改变，地图也会

随之移动。

当移动到景点、餐馆、停车场、游乐设施、危险点、卫

生间等信息点时(离目标位置≤15米)，软件会自动播报信息点

名称、简介等信息。“增强现实的实时语音导游服务”功能

是将景点介绍的导游词与卫星定位信息、罗盘信息等数据关

联起来。当游客进入景点范围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游客进入

增强现实体验模式。启动该模式后，嵌入实时摄像画面的动

画智能助手能够根据当前定位点的定位信息和罗盘方位信息

自动调用导游词自动讲解，同时按预先规划的路线在实时摄

像界面中提示游客前进、休息或购物的方向，为游客提供一

种类似于“仙人指路”的增强现实体验效果。在方便游客的

同时，加深游客的旅游印象，提升游客体验感受。

如对地图中出现的某个信息点有兴趣，或想前往了解，

可以直接点击该信息点图标，软件会根据游客当前坐标自动

计算距离目的地信息点的距离，并通过语音播放的方式告知游

客。点击信息点图标的同时会在图标上方显示信息点名称。

导游模块分为离线和在线导游，但第一次使用该软件时

需联网运行，以便软件将服务端信息点数据下载到手机。当

下次在无网络环境中进行导游时，重新运行该软件，软件将

自动切换到离线导游模式进行信息点播报、介绍和指定信息

点距离播报功能。如图4所示。

 

图4 GPS定位手机当前位置

Fig.4 Locating the mobile phone via GPS

6.4   天气

天气模块在手机联网状态(WIFI、GPRS)下会自动调用天

气预报接口，实时显示景区温度和未来三天景区天气情况，

让游客更好地安排出行游玩。当无网络或离线状态时，天气

预报信息将不会显示。如图5所示。

 

图5 天气预报

Fig.5 Weather forecast

6.5   发现

软件还提供了找人功能，但前提是要找的人或游客已注

册并已登录该软件。当输入对方手机号或用户名时，将会查

找到要找的人的所在位置，如图6所示。

 

图6 查找到要找的人的所在位置

Fig.6 Locating a person

点击头像，还可以自动规划路线寻路到要找的人，如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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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7 线路规则

Fig.7 Route planning

我的功能模块也就是用户管理功能。填入相应的信息注

册后，登录使用，将会把实时位置信息发送到服务端，供景

区管理人员实时了解景区游客分布情况。同时当有紧急情况

发生时，也能让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便于解救。软件使用者

也可以不注册使用该软件，仅是功能有所区别。

7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对智能终端导游进行了设计与介绍。随着科技技术

的飞速发展，智能终端导游系统的各项功能将会更加完善。

本着以人为本的交互设计理念，在为游客提供自助旅游便利

的同时，为游客提供更为智能和友好的交互体验，从而进一

步提升旅游业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智慧旅游的建

设步伐将更加快速，这些都是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动力。

提高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工作效率，在扩大市场覆盖面的同时

丰富旅游产品，更好地为游客服务，为游客带来便利，使我

国旅游业进入全新的时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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