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4 年第 44 卷

吴玉冰 1袁鞠邦青 2袁魏飞跃 1*
1.湖南中医药大学袁湖南 长沙 410208曰2.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袁湖南 长沙 410001

也收稿日期页2023-06-26
也基金项目页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农村科技特派员项目渊2022NK4268冤曰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渊17C1217冤曰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项目

渊0901001007冤曰湖南中医药大学校级基金课题项目渊2017XJJJ11冤曰湖南省级教改课题项目渊HNJG-2020-0392 冤曰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

研究课题项目渊2021JGYB116冤遥
也通信作者页* 魏飞跃袁男袁教授袁硕士研究生导师袁E-mail院weifeiyue88@163.com遥

也摘要页 以茶疗养生为主题袁以虚拟增强现实交互渊augmented reality袁AR冤技术为科技手段和技术优势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实现

茶疗养生文旅场景设计应用的新突破遥 在现实场景下袁用户可使用具备 AR 功能的各种智能设备袁通过识别物理空间中的标识物触

发 AR应用袁从而实现茶疗养生信息及时推送袁实现现实场景与虚拟信息之间的交互袁从而达到信息补充连贯及情景增强效果袁

使用户构建起茶疗养生的整体观念遥通过解析茶疗养生文旅产业的研发思路袁丰富茶疗养生信息体系的承载维度袁探索实现茶疗养

生文旅产业迭代的新途径遥

也关键词页 茶疗养生曰虚拟增强现实交互技术曰信息模型框架曰文旅产业曰精气神

也中图分类号页R2 也文献标志码页A 也文章编号页doi:10.3969/j.issn.1674原070X.圆园24.02.018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of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based on virtual augmented reality interactive technology

WU Yubing1, JU Bangqing2, WEI Feiyue1*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2.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hangsha, Hunan 410001, China

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emed with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the study takes virtual augmented reality (AR)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s the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advantages to achieve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cultural tourism through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Users can use various intelligent devices with
AR function to trigger information push related to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real scenarios through AR application,
achieving interaction between real and virtual information, thereby achieving information supplementation coherence and scenario
enhancement effects, and enabling users to build up the overall concept of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o enrich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the study has explored new ways to update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of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tea therapy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virtual augmented reality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model fram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ssence, qi, and spirit

基于虚拟增强现实交互技术的茶疗养生文旅产业研究

湖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圆园24 年 2 月第 44 卷第 2 期
Feb. 圆园24 灾燥造. 44 晕燥援 2

本文引用: 吴玉冰, 鞠邦青, 魏飞跃. 基于虚拟增强现实交互技术的茶疗养生文旅产业研究[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2): 302-306.

302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圆园24 年第 44 卷

茶疗养生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在传统养生保健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袁具有悠久的

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涵[1]遥 近年来袁随着人们对

健康产业要求的不断提高及相关旅游消费的迭代升

级袁以茶疗养生为主题的各类文旅项目也迫切需要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2]遥 本文以传统茶业为

核心内容袁以中医养生为体系构架袁以虚拟增强现实

交互渊augmented reality袁AR冤技术为交互手段袁通过

构架特定的茶疗养生场景并搭配与其相匹配的信息

增强系统袁将虚拟信息与现实场景进行融合袁为用户

带来全新的信息增强和沉浸体验袁提高用户体验感

和参与度袁构建茶疗养生文旅视觉交互新模式袁进而

实现茶疗养生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3]遥
1 研究进展

1.1 养生野精气神冶缔造信息传导体系

叶类经窑摄生类曳记载院野善养生者袁必宝其精袁精
盈则气盛袁气盛则神全遥 冶故养生的核心就是野精气

神冶袁进而将物质成型与实际功效视为野精冶袁将物质

给予人的受觉视为野气冶袁感受之后的效益和感悟

视为野神冶[4]遥 叶周易窑系辞曳有言院野精气为物袁游魂为

变噎噎移精变气袁品物流形遥 冶表达出精气神三者能

相互变化的特质遥明代医家黄元御将其总结为野一气

周流冶袁视一切均为野气化冶的结果袁即精是精气尧气是

行气尧神是神气袁三者可以沟通变化袁互通有无袁和谐

统一袁从而野练精化气袁练气化神袁练神还虚冶袁实现神

形一统袁心物一元[5]遥 在茶疗养生中袁同样可以通过

将茶叶的物质分析和疗效反馈构架起野精冶袁通过饮

品体验和情景互动构建起野气冶袁通过茶文化的精神

品质及内涵修养凝炼成野神冶袁进而扩展成有体系尧成
规模的茶疗养生模式[6]遥
1.2 AR 技术实现茶疗养生的优势

AR 技术是一种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现实世界中

的新型交互技术袁通过智能设备的摄像头和传感器

感知周围环境袁然后将虚拟内容与真实世界进行融

合袁进而丰富感官体验袁使用户能够与虚拟物体进行

交互并与实际物体进行实时互动遥 与其他虚拟技术

相比袁AR 技术实现茶疗养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7]遥
首先袁AR 技术并非纯虚拟构架袁而是在现实世界中

提供虚拟内容袁充分保留用户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袁更
适合与现实世界进行交互[8]遥 其次袁AR 技术不需要

特殊的头戴设备袁仅使用摄像头进行实时环境捕

捉袁用户可以不受限制在现实世界中自由移动[9-10]遥 最

后袁AR 技术提供更为直观的信息获取能力袁通过识

别标记物即可触发袁能在智能设备上进行文字交互

及音频补充袁从而实现增强现实的功能[11]遥 茶疗养生

信息传导体系与 AR 技术结合运用袁使用可以在不

同的场景下袁及时获取茶疗养生的信息袁最终获得

融合线上线下的茶疗养生体验遥 此应用创新必将为

当下茶疗养生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袁开拓新的市场

应用袁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2 研究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以百叠岭系列茶叶作为数据采集对象袁
采用 Unity 引擎作为开发平台袁集成 AR SDK 及相

关组件袁实现可视化编辑器尧脚本编写尧物理引擎尧图
形渲染等工作袁Vuforia 则实现图像识别和跟踪功

能袁使 AR 技术应用能够与实际物体互动袁构建场景

环境增强体系袁进而开发一套场景应用袁用于满足茶

疗养生体系的整体呈现与文化输出[12]遥
2.1 研发准备院数据挖掘与信息模型框架确定

通过文献调研尧数据分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

方式袁全面掌握有关三峰百叠岭茶叶的茶文化袁并结

合养生学专著袁设计数据库入库信息标准之后袁选择

中国知网数据库袁检索时间限定为 2013 年 1 月 1日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袁采取检索式主题为野增强现

实+AR+虚拟+线上+云平台冶和野文旅+养生+茶文

化+茶疗冶精确检索袁去重后得到核心文献[13-16]遥 对文

献内容进行梳理袁以养生学野精尧气尧神冶作为分类范

畴构建信息交互模型框架袁通过文化基因提取技术袁
将茶叶的物质成分尧功效性质作为物质基础袁将茶事

活动中的评审标准作为交互信息袁将茶文化中的典故

来源及文化内涵作为价值凝练袁进而构建AR 技术

情景增强的内容信息数据库[17]遥 详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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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R茶疗养生信息要素解析表

序号 茶类 名称
精窑基础物质

主要成分 属性及功效反馈

气窑受觉交互

闻到香气 品尝滋味

神窑价值凝练

历史典故 文化内涵

1
2
3
4
5

绿茶

绿茶

黑茶

红茶

黄茶

百叠银毫

枞

百叠苦茶

百叠山红

百叠黄叶

茶多酚尧茶多糖

儿茶素尧茶氨酸尧茶多糖

茶黄素尧金花菌

茶多糖尧茶黄素

儿茶素尧茶黄素

寒凉袁提神醒脑

清凉袁清热解暑

纯和袁消食化痰

甘温袁暖胃利水

清凉袁利气消食

色绿

色绿

色醇

色红

色黄

味纯

味清

味厚

味香

味淡

地志

传说

典故

工艺

记载

品饮乐趣

醇韵留香

茶马古道

发酵技术

道地民俗

表 2 AR茶疗养生应用场景设计交互构架表

层级

数据构架层

数据服务层

数据展示层

内容

在智能设备中按野精尧气尧神冶3个维度进行信息传递和互动

AR 茶疗养生 APP 及 WEB 服务器

文本尧图片尧3D 模型尧视频等数据

表 3 基于不同情景下的茶疗信息增强解析表

情景

茶叶产地

品茶空间

标记物

原叶

干叶

信息解析

通过制法对茶叶进行分类

冲泡方法

信息增强

制法导致茶的品种分类

冲泡方法对品饮的分类

备注

为品茶进行信息分流

进一步加深茶的美学认知

2.2 研发核心院根据应用场景设计交互模型

通过构建信息框架与设计交互模式实现 AR 茶

疗养生系统的信息输出袁由构架尧服务尧展示 3 个维

度逐一递进传导遥 按茶叶的挑选尧洗涤尧沏泡尧观察

等流程顺序袁分阶段进行标志物筛选拟定袁并进行抓

取识别和信息推送遥 进入设定场景后 AR 技术应用

将进入激活状态袁摄像头开启并进行茶叶识别袁随
即在智能设备上通过屏幕显示及音频输出进行有

关茶叶种类尧实用性质尧主要功效的先期信息推送袁
帮助用户率先建立茶疗养生对于野精冶的基础概念

认识[18]遥 鉴赏完干茶后袁进入冲泡阶段遥 通过识别操

作者的手势尧语音尧身体动作等内容进一步实现信息

互动袁标记物将由干茶叶转向泡开后的湿茶叶及茶

汤袁通过对茶底及茶汤颜色的识别袁将评茶体系中

的指标体系进行信息量化袁通过茶的叶形尧汤色尧口
感尧叶底等专业评审指标进行信息推送袁实现交互增

强[19]遥 同时袁为了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情感共鸣袁可
以添加合适的音效尧视觉效果等元素袁进一步增强人

与茶之间的交互联系[20]遥 帮助用户将整个饮品过程

进行细节信息补充和串联袁将客观信息逐渐转移

到主观认识上袁完成野移精变气冶环节遥 在识别用户

饮品完成之后袁AR 技术应用将进行养生文化知识

科普袁针对所选茶种进行典故介绍和内涵分析袁进而

更深层次地帮助用户了解该茶叶所承载的文化底

蕴袁构建起茶疗养生对于野神冶的认识闭环[21-24]遥详见

表2遥

2.3 产业赋能院通过 AR 技术扩展实现多场景应用

随着 AR 技术应用的推广袁深度推进茶学与养生

学的学科融合袁以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袁将茶文化中

包含的历史尧人物尧地域尧品种等诸多内容进行合理

布局和优化呈现[25-27]遥 结合文旅产业的特点袁进一步

将茶故事中的历史人物及经典故事整合到互联网中

的虚拟世界中袁让知识呈现出系统化尧娱乐化尧交叉

化的特色袁在浓郁的茶文化氛围中帮助人们更好地

理解养生学袁扩充其在文旅产业中的影响及地位[28]遥
茶疗养生文旅将进一步丰富茶疗养生体系袁从单一

场景拓展到多个应用场景中袁从而实现产业增值遥
以茶产业为核心袁结合医学尧保健尧休闲等多维元素袁
打造一个具有养生功能和体验价值的文化旅游产业

集群[29-30]遥 通过校企合作将该技术拓展袁推出茶园研

学尧趣味采茶尧茶园欢歌尧茶艺品茗等活动袁通过实施

野茶区景区互联网+一体化尧茶旅文化一体化尧茶疗

养生一体化冶袁打造野茶旅一体化冶生态康养旅游新模

式[31-32]遥 详见表 3遥
3 讨论

本研究虽对百叠岭茶叶构建的养生信息体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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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优化袁但所有数据整理后仍然达到 17 GB袁其
下载的速度受条件限制而严重地制约了体验的效

果遥 从反馈看来袁部分真正使用 5G 网络的用户能够

较为流畅地进行交互使用袁数字化呈现的效果仍需

进行数据与文化的检验尧修正与反馈[33]遥 同时袁本研

究将对用户在线上体验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行为特征

分析袁通过对其在不同场景的停留时间尧活动参与时

长尧提出的实时旅游需求尧网络平台点评内容等数据

分析袁建立关于茶疗养生旅游的预测模型袁了解用户

的旅游偏好与情感需求袁既为未来呈现更多茶疗养

生旅游资源的数字化提供数据支撑袁也为茶文化的

传播效果与社会效益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撑[34-38]遥 目

前袁茶疗养生文旅产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

持袁在我国多个省份建立了多个茶疗养生基地和以

茶文化为主体的旅游景点袁通过该技术设计可进行

定向开发[39-41]遥 本研究主旨在于利用科技手段将茶

疗养生以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袁通
过科技与文化相结合袁助力产业融合发展[42-44]遥 使用

数字化技术实现茶文化传承的新途径袁更好地唤回

野人冶与茶疗中的野物冶之间的鲜活情感联系遥 将 AR
茶疗养生文旅这一科技成果转化用于企业袁打造科

技与文化相结合的真实案例遥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打造数字茶疗养生资源库袁保存茶文化的野活性冶[45]袁
使用户不仅能在茶场尧茶园尧茶山尧茶室等实体游玩袁
还能通过文字尧影像尧音乐尧声音等多种信息进行交

互袁形成完整的茶疗养生思维闭环遥 同时袁优化用户

体验尧扩大接触和普及面袁激发茶文化的野活力冶遥 在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袁 茶疗养生的

AR 场景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遥 最后袁在新一

轮中医药产业化的历程中袁茶疗养生资源的数字化

将更好地贴近民众生活袁塑造民众与其之间的关联

和情感袁提升用户情感代入袁进而真正地得到野活
化冶[4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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