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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本文阐述其数字化保护与展示路径，涵盖理论技

术基础，如文化遗产学理论与多种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保护包括信息采集、数据资源库建设、监测预警机制构建

等；数字化展示通过多媒体互动、沉浸式体验、教育研究与智慧旅游等模块，及与社交媒体、在线旅游平台对接

实现。为甘孜红色文化传承提供借鉴，助力其在新时代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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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gital protection and display of Ganzi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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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anzi Prefecture is rich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as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This paper expounds on 
its digital protection and display path, covering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tal protection include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data resource library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construction, etc.; digital display is achieved through multimedia interac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mart tourism modules, and docking with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travel 
platform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Ganzi red culture and help it develop better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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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重要精神遗产，

承载着爱国主义情感、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1]。作为红

军长征的重要节点，甘孜州是红军停留时间最长、行进

路线最广的地区，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址和文物[2]。这

些红色资源不仅是甘孜地区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

族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 年以来，甘孜州积

极推进红色文化保护，启动 “保护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暨推动甘孜州旅游业发展工程”，开启保护与旅游开发

结合工程，促经济并扬长征精神。2013 年编制 “甘孜

州红色文化保护与开展规划”，摸底红色资源为后续开

发储备项目。2022 年推进 “数字甘孜” 建设，涵盖

多领域数字化工作。2023 年布局全域旅游，整理纪念

设施与遗址、收藏革命文物打造精品路线。至 2024 年

深入编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方案，不断推动

红色文化保护与发展上新台阶。 
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为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播提

供了创新路径，通过三维建模、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技术，使红色文化的内涵得以生动再

现，进一步提升其感染力和传播力，在此背景下，本研

究旨在探讨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路径，构建

面向未来的红色文化数字化展示平台，以促进红色文

化的传承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理论与技术基础 
2.1 相关理论 
文化遗产学是文化学的分支，一门新兴学科，主要

研究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构成，不同地域或时

期、不同形态或种类的文化遗产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价

值，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原则、机制、方式，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以及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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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发展规律等[3]。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理论支

撑。它涵盖了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价值评估等内容。

从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文物等）到非物质文化遗

产（如传统技艺、民俗等），为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对象

界定的标准。同时，原真性和完整性理论在数字化保护

中意义重大，原真性注重还原文化遗产原始状态，完整

性强调保护各组成部分及其关联。此外，秉持科学、系

统、可持续的保护理念，兼顾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

并重视政府、机构、公众等多方合作来共同推动文化遗

产数字化保护工作。 
2.2 技术基础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借助数字保存、修复、监测

与传播四大途径，可完整留存文化核心要素，形成可供

检索、学习、传播和利用的数据资源[4]。依托多种技术

协同推进：数据采集存储阶段，三维扫描（含激光、结

构光扫描）、摄影测量、无人机测绘，获取精准三维信

息、助力大规模采集与大面积测绘；数据库管理系统与

云存储则保障数据安全存储与便捷管理查询共享[5]。数

据处理与分析技术里，数据处理分析时，图像处理优化

图像提取文物特征，数据分析挖掘潜在规律以优化展

示管理策略；展示技术中，虚拟现实可创建虚拟环境带

来全新体验，增强现实为讲解导览添互动趣味[4]。网络

与通信技术借互联网与 5G 实现资源高速传播共享及

机构交流合作；人工智能技术以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

习提升文物鉴定修复效率精度，基于用户特征的智能

导览与个性化推荐增强用户体验，全方位推动文化遗

产数字化发展。 
3 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民

族的地级行政区。从 1935 年 5 月 到 1936 年 7 月，

红军在甘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组建藏民独

立师，创建红色革命政权，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长

征途中都曾经过甘孜藏族自治州，期间转战 15 个县，

行军总里程达到了 5787 公里。甘孜州是红军长征途中

停留时间最长、行进路程最多、活动范围最广的地区[2]。

红军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物、动人故事和红色遗

迹，这些都成为甘孜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在内

容和形式上具有独特的藏族民族文化特性。 
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文化遗产资源，根据文化遗

产分类，甘孜红色文化资源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

文化。红色物质文化包括遗址类（包括战斗遗址等）、

建筑类（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指挥部驻扎地等遗址、会议

遗址和烈士陵园等）、文物类（红色旗帜、标识、水壶）

等；红色非物质文化包括红色长征故事、英雄人物故事

等，这些文化资源见证了红军长征时期的艰苦奋斗和

英勇抗敌，具体如表 1。 

表 1  甘孜红色文化资源 

 

 
4 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路径 
4.1 数字化信息采集与标准  
对红色文化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根据物质和非

物质形式选择合适的采集方式。物质形式：采用专业级

数码相机、无人机航拍等设备，对不同规模和形态的文

化资源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拍摄（高质量、高准确性

和高可辨识度）。对于复杂形状的遗址和文物，如具有

独特建筑风格的寺庙、文物等，可以实现非接触式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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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测量三维激光扫描技术。通过对采集到的点云数

据进行处理和建模，可以构建出与实物高度吻合的三

维数字模型。对破损对部分进行修复和再现，能永续保

存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献、书籍、手稿等文本档案进

行高清扫描，并通过光学字符识别（OCR）等技术转换

为可编辑的文本格式，为每份数字化文档创建标准化

的元数据，包括标题、作者、出版日期、关键词等信息，

以便于档案的组织、检索和长期管理。非物质形式：对

红色故事此类口述内容，采用高质量的录音和录像设

备收集，确保音质和画质清晰。 
4.2 红色文化数字化数据资源库建设  
采集信息后，将图像数据、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地

理信息数据以及历史文献数据等多种类型的数据进行

整合与融合。根据数据类型，将资源库建设为资源信息

库、三维模型库、图像库、视频库、音频库几个子库[4]。 
数据库设计时，需明确子库关系与数据结构，构建

统一数据字典与元数据标准，保障数据一致性、完整性

和规范性。选用如 Oracle、MySQL 等先进的 DBMS 
高效管理数据库，其应涵盖数据录入、查询、修改、删

除、统计分析等基本功能以及多用户并发访问控制、备

份恢复、安全审计等高级功能，以此建立完善管理机制，

有效组织、存储与管理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数据。

存储采用本地与云端结合方式，适应大规模数据及多

用户并发访问。数据上传云端前加密，保障传输与存储

安全，同时构建完备的数据备份恢复机制，定期备份本

地与云端数据防丢失损坏。 
4.3 数字化监测与预警机制建构  
甘孜红色文化资源多处于自然环境复杂之地，其

保存环境的实时监测极为关键。运用温湿度、光照、空

气质量等传感器，对革命遗址与文物存放处环境参数

实时采集，构建环境监测系统将数据传至监控中心分

析，降低自然因素损害[6]。除了环境监测外，文物本体

物理状态监测同样重要。采用超声波、红外线等无损检

测技术，定期检查其结构完整度、材质变化与病害状况，

建立监测数据库记录数据及变化。同时，借助图像识别

与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文物外观图像，自动识别裂纹、

剥落、褪色等病害，提升监测效率与准确性。此外，数

字化监测与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实现对甘孜红色文化

资源的实时、动态监测，为文化资源的预防性保护提供

有力支持，确保红色文化资源的长期安全保存。 
5 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展示研究 
5.1 多媒体互动展示 
多媒体互动展示技术是甘孜红色文化资源展示的

主要方式。开发软件融合文字、图片等多种元素并设互

动环节。展示红色文献时，触摸屏幕可放大查看并聆听

语音讲解背景与意义。讲述红色故事时，故事分支选择

让观众依兴趣主导走向，主动探索文化内涵。还可开发

知识问答、拼图游戏等互动应用，特别吸引青少年群体，

使其愿意感知红色文化。这种方式将被动观赏变为主

动参与，大大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使红色文化

传播更具趣味与实效，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其独特

魅力与价值。 
5.2 沉浸式体验模块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数字

化展示创全新体验[7]。甘孜红色文化建构中，VR 构建

沉浸式场景，如重现红军在甘孜的战斗、会议与生活场

景，依历史资料与考古成果，打造具沉浸感与互动性的

虚拟环境，让观众仿若穿越，直观体会长征艰辛伟大。

而 AR 用于实地参观遗址，以手机或平板等移动设备，

将虚拟历史信息、图像、视频叠加于真实场景之上。比

如参观泸定桥时，借助 AR 展示其长征时期风貌、战

斗过程及人物故事等，使观众对红色文化遗址的理解

认识得以深化。二者结合，不仅丰富了展示形式，还突

破了传统展示的局限，让甘孜红色文化以更鲜活、更具

吸引力的姿态呈现，无论是在文化传播还是教育普及

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5.3 教育和研究模块设置  
针对青少年，开发专属红色文化教育模块，寓教于

乐，融合游戏、动画、故事。如制长征动画短片，开发

知识问答游戏并设难度与奖励机制，还建立学习社区，

鼓励青少年分享心得、红色作品，促进交流互动，以培

养其爱国主义情感与社会责任感。 
为文化研究者打造专业研究模块，含高清图像、三

维模型、文献数据库等数字化资料，有数据检索、分析、

对比功能，便于其依需求查资料与深入研究。还建有学

术交流平台，供研究者发布成果、见解，以促进学术合

作与创新发展。  
5.4 智慧旅游模块设置 
为满足游客在甘孜红色旅游而设置。该模块应具

备旅游景点推荐、路线规划、语音讲解、实时导航等功

能。根据游客的兴趣爱好、时间安排和地理位置信息，

为游客推荐个性化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线路。同时，设置

游客评价与反馈功能，收集游客的意见和建议，运用人

工智能算法，根据游客的行为和偏好（如游览路径、停

留时间等）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推荐，以便不断优化旅游

服务和展示内容，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又能为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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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的优化和市场推广提供数据支持，以优化旅游

资源布局和服务配置。 
此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融合游戏动漫和数字展

演等，开发以红色文化为背景的视频游戏和移动游戏，

结合角色扮演、策略决策等游戏机制，让游客在娱乐的

同时学习历史知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舞台剧表演形

式，结合虚拟场景、三维动画等元素，演绎红色历史故

事，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融合文化创意产业，

开发适宜的红色文化文创产品，平台便是最佳销售渠

道。 
5.5 展示平台与社交媒体、在线旅游平台的对接融

合  
甘孜红色文化数字化展示平台与社交媒体对接，

能扩传播范围与影响力[8]。在微信、微博、抖音等开官

方账号，发布短视频、图片集等精彩内容，借分享功能

促口碑传播，开展话题讨论、线上投票、作品征集等互

动活动，吸引用户参与，让甘孜红色文化触达年轻一代

与网络活跃用户，推动传播传承。与携程等在线旅游平

台对接，设专题页面介绍景点线路并嵌入数字化内容，

让游客提前感知特色。平台联合旅游企业推套餐并营

销，游客结束旅行后还可分享评价，这既能助力游客便

捷规划行程，又能提升甘孜红色文化旅游的知名度与

美誉度，促进红色文化在旅游领域的深度传播与传承，

推动甘孜红色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6 总结及展望 
甘孜红色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

价值，数字化保护与展示是传承和弘扬这些资源的重

要途径。通过本研究，构建了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

保护体系，包括数字化采集、存储、监测等方面的技术

与方法；设计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整合多种数字媒体技

术并开发个性化展示模块，同时实现与社交媒体和在

线旅游平台的对接融合。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

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国内其他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展示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为使其更好实施，应从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人才

培养与技术创新、宣传推广与合作交流等多方面着力。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财政资金并鼓励多元筹

资，保障项目实施；通过高校培养与人才引进结合以及

对现有人员培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大力推

进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广；采用传统与新媒体结合制定

宣传推广策略，举办各类活动提升知名度，并且积极建

立合作交流机制，与国内外相关方开展合作，共享经验

资源技术，以推动甘孜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使其走向世

界并在数字化保护与展示进程中不断提升影响力与国

际化水平。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甘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展示工作还需要不断

探索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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