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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5000 字以内） 

 

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情况 

1、清官式大木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建设完成清官式大木作虚拟仿真实验与在线教学服务支持网站，

并上线运行,配套制作实验简介视频，项目引导视频，填写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书。目前项目已完成国家级虚拟仿真项目的

申报流程，登录实验空间平台，完成公示并进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评审阶段。 

 

 

2、文化遗产全景数据库持续建设 

配合 2019 春季学期文物建筑专业大三本科生教学实习，持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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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文化遗产全景数据库，目前数据库内文化遗产点数量已增至 416处，

较去年 303 处，新增 113 处，均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实习踏查采

集并录入。实现了高年级本科生配合实习踏查课程持续建设数据库内

容，其余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使用数据库进行虚拟文化遗产考察，充分

贯彻了了虚实结合，以学生为中心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运营模式。同

时数据库内资源经过升级全面支持 WebVR，可使用手机盒子、

WindowsMR 虚拟现实头盔、vive Focus一体机等设备直接通过网页进

入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方便学生利用 VR 技术身临其境进行虚拟踏

查实习。 

 

 

3、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9 年度建设完成了四川所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汉阙的数字化建模，并上线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

用户可通过系统在线查看汉阙分布、周边环境全景及模型、高分辨率

汉阙三维模型与正射影像，并支持在模型上实时测量，系统支持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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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与移动端访问，为建筑考古教学与汉阙研究提供重要教学资源与研

究数据支撑。 

 

 

4、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系统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9 年度完成北京大学校内全部石质文

物的三维数字化工作，并上线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系统，用户可使用

桌面端、移动端访问本系统查看校园内石质文物分布情况、了解校园

文物历史、流畅地查看校园文物的高精度三维模型及上亿像素级正射

影像。数字化项目全程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承担，并面向全校举

办两期共四次燕园文物数字化工作坊活动，向在校学生普及燕园文物

知识、文物数字化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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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剑阁觉苑寺大殿室内虚拟漫游教学资源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自成立以来，就持续建设重要古建筑大殿

虚拟漫游教学资源，目前已建设有山西高平开化寺大殿、平遥镇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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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平遥慈相寺大殿、高平仙翁庙大殿、高平崇明寺大殿、阳城开

福寺大殿等多处重要古建筑大殿室内虚拟漫游，2019 年度中心新建

了四川剑阁觉苑寺大殿室内虚拟漫游教学资源。依托这类虚拟漫游教

学资源，学生可佩带虚拟现实头盔（HTC Vive 等），身临其境“穿越”

到古建筑大殿内，详细的考察学习大殿室内建筑构造、壁画、雕塑等。

同时这类资源也多次在国内外展出，目前已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

艺术博物馆展出两次，赴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SBU）展出一次，

在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上展出一次，获得了同行与

公众的广泛好评。 

 

 

6、箭扣长城修缮过程数字化记录系统 

虚拟仿真中心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参与箭扣长城修缮工

程，完成箭扣长城二期考古清理咨询与 152 号敌楼及边墙修缮过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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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记录项目，并形成箭扣长城修缮过程数字化记录系统。项目是对

于长城修缮全过程记录的重要探索，同时也可用于文化遗产保护课程

的教学，使学生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观的了解长城修缮的过程与文保理

念。项目成果获得广泛好评，受到 CCTV《中国记忆》纪录片、BBC 与

央视合作拍摄《中国的宝藏》等纪录片深度采访报道。 

 

 

7、陶瓷保护虚拟仿真教学软件 

陶瓷保护虚拟仿真教学软件项目旨在设计开发一款互动教学软

件，用以模拟陶瓷保护修复的工作流程，让公众和学生 “亲身”参

与到实际的陶瓷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希望能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其对

保护修复的工作流程和常见修复方法有具体、直观的体验，并学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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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最终达到为文物保护修复事业提供宣传和教育的目的，让陶

瓷文物活起来。 

 

该项目所应用教学资源为考古文博学院无机质文物保护专业课

程的内容，陶瓷保护与修复相关的教学资料。该资料源于长期国内外

陶瓷保护理论的梳理，以及实际保护修复工作经验的总结。本项目中，

将该教学资料的内容作为虚拟仿真的理论依据，通过对实际工作的适

度抽象、概括和简化，结合计算机美工和软件开发技术，进行陶瓷虚

拟仿真修复和保护的设计。 

 

8、景德镇“镇窑”窑炉烧成技术虚拟展示课件 

通过对景德镇“镇窑”（俗称“蛋形窑”）从窑炉三维模型重建、

窑炉窑位空间虚拟、不同窑位装烧瓷器品类、烧窑时窑炉窑位温度梯

度分布等进行虚拟仿真，使得陶瓷考古同学能够更加形象的了解古陶

瓷窑炉技术，同时也可以让陶瓷考古老师和研究人员更深入的认识陶

瓷在窑炉中的烧成行为。该课件可以很好的解决无法实地观测的窑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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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成时窑炉内各窑位的温度的问题，从而可以让同学老师更深刻的理

解古代陶瓷窑炉的热工技术，以及景德镇古代窑工如何科学合理利用

窑炉的热工性能从而提高陶瓷的烧成效率。

 

 

 

（二）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情况 

考古虚拟仿真与实验教学中心通过不断积累改进的文物数字化



10 
 

记录技术包括摄影建模、三维扫描、全景摄影、无人机航测等技术手

段，以及各类型数字化成果在线展示技术，制作转化了一批教学资源

课件，包括如下几项转化内容： 

1、文化遗产全景数据库：基于中心成员申请获得的《一种野外

三维图像采集系统》发明专利，转化了文化遗产全景数据库教学软件。

文物建筑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基于此软件，在文化遗产踏查实习课程

中学习文物数字化记录技术，同时其他年级本科生基于此软件实习虚

拟踏查实习。 

2、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系统：利用虚拟仿真中心长期探索形成

的一整套石质文物数字化技术与在线展示技术，结合中心成员申请获

得的《室外散置石质文物可视化管理与展示系统》软件著作权，完成

了该系统的建设，建设过程中举办两期燕园文物数字化工作坊，四次

面向全校招募志愿者的活动，将系统本身的建设实施过程转化为学生

了解前沿文物数字化手段与展示技术的教学活动，同时系统上线后面

向全校师生开放，数字化成果转化为全校师生了解认识燕园石质文物

的虚拟教学资源。 

3、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利用虚拟仿真中心长期探索形成的一

整套石质文物数字化技术与在线展示技术，结合中心成员申请获得的

《室外散置石质文物可视化管理与展示系统》软件著作权，完成了该

系统的建设，建设过程中全程由学院学生参与，同时建设成果转化为

建筑考古教学与研究的基础资源供学院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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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情况 

1、与圆明园保管处合作共享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系统（属圆明

园流散燕园石质文物的部分），建设成果双方共享。 

2、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共享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建

设成果双方共享。 

3、与燕源文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

系统、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并申请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室外散

置石质文物可视化管理与展示系统》。 

4、与燕源文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箭扣长城修缮过程数

字化记录系统，并申请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源场景长城保护维修

工程记录与展示系统》。 

5、与燕源文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清官式大木作虚拟搭建教

学系统，并申请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清官式建筑大木作虚拟搭建

教学软件》。 

6、与鱼说山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陶瓷保护虚拟仿真教学软件。 

7、与景德镇哇陶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景德镇“镇窑”窑炉烧

成技术虚拟展示课件。 

 

（四）资源共享情况 

1、清官式大木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上线实验空间，免费共享实

验空间全部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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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官式大木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共享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古建部专业人员培训使用，获得专业人员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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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共享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使用，供

研究院工作人员进行文物管理建档及研究性用途。 

4、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系统部分内容（属圆明园流散燕园石质

文物的部分）共享与圆明园管理处使用，以便其对圆明园流散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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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内的石质文物进行管理建档及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公众在线展示。 

 

5、箭扣长城修缮过程数字化记录系统，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共享使用，用于修缮工程全过程监督、公众展示。 

 

二、师资队伍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现有固定人员 9人，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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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为吴小红，副主任为张剑葳。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充分利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优势师资力量，鼓励学院各专业教师依托自身教学与研究，开发相应

的虚拟仿真教学课件，目前中心全部人员均已完成至少一项与自身专

业相关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充分调动了学院教师建设虚拟仿真教学

资源的积极性。 

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已加入虚拟仿真实验创新联盟历史

学科领域工作委员会，参与制定本学科虚拟仿真实验的工作标准。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清官式建筑大木作教学系统”在北京大学 2019“教学新思路”

项目中获评优先资助，2019YX001，验收获评优秀项目，完成。 

“清官式建筑大木作教学系统”获评北京市优秀教材课件类立

项，在研。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2019 年度，中心人员在 CSSCI 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 篇，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 1个，软件著作权 4个。 

张剑葳*，吴煜楠. 《虚拟仿真技术在文物建筑教学课程中的应

用探索》. 中国大学教学，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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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化建设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中心 2019 年度持续新建虚拟仿真教学资源，扩增已有虚拟仿真

教学平台内资源数量，中心成员多次参加虚拟仿真教学研讨会议、北

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的信息化培训，人员信息化能力稳固提

升。中心员工自主开发了设备仪器的借还管理系统，提升了中心仪器

设备信息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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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2019 年度中心无任何安全事故发生。中心成员积极参加各类安

全培训活动，包括交通安全宣传、实验室安全培训、海淀公共安全馆

参观、消防安全月宣传、接受了学校组织的多次安全检查，包括 1 月

期末安全检查、3 月两会安全检查、4 月实验室安全自查、设备部检

查、6 月期末安全检查、9 月全院安全检查、保卫部和设备部检查、

12 月全院安全检查。 

开放运行方面，2019 年度中心多次派员参加虚拟仿真教学相关

各类研讨会议，包括： 

2019年春季高等学校虚拟现实技术教育应用研讨会（武汉），教

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 

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信息化研讨会（厦门），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主办；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持续服务和管理工作会议（西安），

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与共享应用工作会议（北京），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主办，教育部高教司牵头；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与申报研讨会（西宁），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文科领域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苏

州），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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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文科领域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

心副主任张剑葳进行了题为《考古虚拟仿真项目建设经验》报告。

  

五、虚拟中心大事记 

（一）有关媒体对虚拟中心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资料。 

1、由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承担建设的燕园石质

文物数字化系统上线，并成功举办两期燕园文物数字化工作坊学生活

动。项目成果由校文保办在校长办公会汇报获得校领导好评，并受到

《北京晚报》整版深度报道及学习强国 APP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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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视察虚拟中心的图片及说明等。 

1、2019 年 12 月 3 日军队院校长集训代表来北京大学参观，分

为六条线路在校内参观，虚拟中心接待了线路四（26 人，含多名中

将、少将），并由虚拟中心副主任张剑葳向各位首长作关于虚拟中心

建设情况的报告。（中央军委参观，为保密需要未拍摄现场照片） 

2、2019年 12 月 9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院长

带队参观学习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先进经验，来访人

员包括少将二人。 

 

（三）其它对虚拟中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等。 

1、虚拟中心开发的清官式大木作教学系统课件参与北京大学教

学新思路 2.0 项目，被评为优秀项目（第一名），参与北京大学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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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创新教学与应用大赛获得课件组一等奖（第一名），撰写教学研究

论文获得一等奖。 

 

 

2、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中心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合作，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在会上展示

了由中心开发的剑阁觉苑寺大殿室内虚拟现实漫游、四川汉阙数字化

系统，受到了参会同行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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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怡涛、杭侃、孙华、王书林、张剑葳等人共同完成的《中

国建筑的科学认知：北大文物建筑田野记录与价值发现课程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获得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其中虚拟仿真中心

开发的多个教学课件直接支撑文物建筑专业多门课程教学，是获奖的

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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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度中心除两次接待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视察外，还多

次接待各类人员参观到访，包括： 

接待圆明园管理处李博主任调研参观； 

接待校文保办、双创学院调研虚拟仿真中心文物数字化与双创建

设情况； 

接待国际及国内访问学者参观，包括宾西法尼亚大学夏南希教授、

郑州大学考古系同仁等； 

接待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专业 20 余名学生参观，了解虚拟仿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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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 

组织元培学院新生读书课参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了解文物

数字化记录与展示利用技术。 

 

5、虚拟仿真中心对考古 A 座 104 教室进行改造，新增设虚拟仿

真教学设施，包括 20 平方米的软包装虚拟仿真体验区、双投影融合

大屏、MaxHub 触摸展示屏等。对于中心教学、科研、对外参观接待

与虚拟仿真项目展示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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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 2016 年起，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教务

部、设备部的大力支持，每年通过教改专项经费的形式支持中心建设。

自 2020 年起，虚拟中心将无固定经费支持，中心专职工作人员的工

资亦失去固定来源。这是本中心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北京市教委，北京大学教务部、设备部大力支持考古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的发展，自 2016 年起每年通过教改专项经费的形式支持

中心建设 100 万元左右。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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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护清官式大木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确保该项目在“教育部实验教学空间”上的正常运行，尤其在“新

冠肺炎”疫情延期开学阶段，作为北京大学在教育部窗口网站上的重

要展示性项目。 

2、梳理虚拟中心近年投入建设的各项虚拟仿真项目成果，推动

上线运行 

计划于 2020 年大力推动文物建筑、文物保护、冶金考古、陶瓷

考古、动物考古等各专业的相关项目上线运行，并积极申请校级、北

京市、教育部的支持。 

3、完善虚拟仿真实验室的软硬件建设，承接校级参观调研任务

和学院课程 

2020 年将继续承接校级参观调研任务，成为北京大学展示教学

成果、争取学校更多资源的重要窗口。同时，为考古文博学院教师使

用虚拟仿真资源教学提供支持，欢迎院内教师申请使用虚拟中心专教

（考古楼 A104）授课。 

4、多方寻求支持，推动中心发展 

与学校图书馆联系，推动课件与数据库进入开放获取网络。 

支持学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并从中争取获得学校支持。 

参与北京大学圆明园研究中心的科研工作，争取圆明园方面的资

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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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及说明： 

1.文中内容与后面虚拟中心数据相对应，必须客观真实，避免使

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等词。 

2.文中介绍的成果必须带有虚拟实验教学中心成员的署名。 

3.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

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 

 

 

 

 

 

 

第二部分 虚拟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 

一、中心基本情况 

中心名称 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所在学校名称 北京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教育部 

中心共享网址 http://cast.pku.edu.cn/ 

中心详细地址 北京市颐和园路 5号 邮政编码 100871 

固定资产情况 建筑面积 105 ㎡（共用），设备总值约 115 万元 

http://cast.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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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105 ㎡ 设备总值    115 万元 设备台数    88 台 

经费投入情况 300 万元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80 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主

管部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教学资源情况 

（一）实验教学情况 

序号 
课程

名称 

上课年

级专业 

实验项

目名称 

学时

数 

实验

人数 

是否为

虚拟仿

真项目 

项

目

级

别 

级别认定文

件名及文号 

1 

中国

建筑

史 

文物建

筑专业

本科二

年级 

清官式

大木作

虚拟仿

真教学

实验 

6 1473 是 

国

家

级 

国家级评审

中,校级

BD190220001 

2 

文化

遗产

踏查

与测

绘实

习 

 

文物建

筑专业

本科三

年级 

文化遗

产全景

数据库 

10 60 是 
校

级 
BD170220001 

3 

文化

遗产

保护

实践 

 

文物建

筑专业

本科四

年级 

四川汉

阙数字

化系统 

2 20 是 
校

级 
BD190220002 

4 

文化

遗产

保护

实践 

 

文物建

筑专业

本科四

年级 

燕园石

质文物

数字化

系统 

2 60 是 
校

级 
BD190220003 

5 
中国

建筑

文物建

筑专业

古建筑

大殿室
2 120 是 

校

级 
BD1702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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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本科二

年级 

内虚拟

漫游实

验 

6 

文化

遗产

保护

实践 

 

文物建

筑专业

本科四

年级 

箭扣长

城修缮

过程数

字化记

录系统 

2 20 是 
校

级 
BD190220004 

7 

无机

质文

物保

护与

实验 

文物保

护专业

本科二

年级 

陶瓷保

护虚拟

仿真教

学软件 

6 16 是 
校

级 
BD190220005 

8 

陶瓷

工艺

学基

础 

全院本

科生选

修 

景德镇

“镇

窑”窑

炉烧成

技术虚

拟展示

课件 

2 20 是 
校

级 
BD190220006 

9 
动物

考古 

全院本

科生选

修 

动物考

古虚拟

仿真实

验 

2 60 是 
校

级 
BD180220001 

10 
冶金

考古 

全院本

科生选

修 

古代生

铁技术

体系虚

拟课件 

2 60 是 
校

级 
BD180220002 

11 

田野

考古

学概

论 

全院本

科一年

级必修 

晋侯

M93 号

墓葬虚

拟仿真

教学系

统 

2 60 是 
校

级 
BD180220003 

12 

中国

传统

建筑

构造 

文物建

筑专业

本科二

年级 

宋式斗

栱虚拟

拼装实

验 

2 80 是 
校

级 
BD160220001 

注：（1）项目级别：是否为国家级、省级、校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二）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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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科研成果

名称 

完成

人 

转化方

式 
实验教学内容 

网络访问

地址 

1 

一种野外

三维图像

采集系统 

发明专利 

张 剑

葳 

实 验 软

件 

全景数据库数据采集所用到

的数字化记录技术本身转化

为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

业大三本科生教学实习的实

践操作内容，采集后的数据

成果则转化为学生虚拟踏查

文化遗产的数字教学资源。

面向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

专业本科生使用，目前参与

学生人数约 60人，学时约 20

小时。 

http://ww

w.vr-heri

tage.com/ 

2 

室 外 散 置

石 质 文 物

可 视 化 管

理 与 展 示

系 统 软 件

著作权 
张 剑

葳 

实 验 案

例 

形成了燕园石质文物数字化

系统，举办两期燕园文物数

字化工作坊，四次面向全校

招募志愿者的活动，将系统

本身的建设实施过程转化为

学生了解前沿文物数字化手

段与展示技术的教学活动，

同时系统上线后面向全校师

生开放，数字化成果转化为

全校师生了解认识燕园石质

文物的虚拟教学资源。 

http://ww

w.sources

cene.com/

beida/ 

 

3 

室 外 散 置

石 质 文 物

可 视 化 管

理 与 展 示

系 统 软 件

著作权 

张 剑

葳 

实 验 案

例 

形成四川汉阙数字化系统，

建设过程中全程由学院学生

参与，同时建设成果转化为

建筑考古教学与研究的基础

资源供学院师生使用。 

http://sc

ch.source

scene.com

/ 

注：（1）转化方式：实验软件、实验案例、实验项目、其他。（2）实验教学

内容：详细填写对应的转化后的实验教学项目面向本科专业开展虚拟仿真实验具

体教学内容，包括实验知识点，实验目的、面向专业、人数、学时数等相关内容。 

（三）合作企业参与程度和成果 

序

号 

企业名

称 

参

与

程

度 

参

与

方

式 

合作成

果 
访问网络地址 

1 
圆明园

保管处 

共

享 

其

他 
其他 http://yuanmingyuan.yanyuanwenbo.com/ 

http://www.vr-heritage.com/
http://www.vr-heritage.com/
http://www.vr-heritage.com/
http://www.sourcescene.com/beida/
http://www.sourcescene.com/beida/
http://www.sourcescene.com/beida/
http://www.sourcescene.com/beida/
http://scch.sourcescene.com/
http://scch.sourcescene.com/
http://scch.sourcescene.com/
http://scch.sourcescene.com/
http://yuanmingyuan.yanyuanwen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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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都市

文物考

古研究

院 

共

享 

其

他 
其他 http://scch.sourcescene.com/ 

3 

燕源文

博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共

建 

联

合

开

发 

著作权,

虚拟仿

真实验

项目 

http://www.sourcescene.com/beida/ 

http://scch.sourcescene.com/ 

 

4 

燕源文

博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共

建 

联

合

开

发 

著作权, 

虚拟仿

真实验

项目 

http://www.sourcescene.com/ 

5 

燕源文

博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共

建 

联

合

开

发 

著作权, 

虚拟仿

真实验

项目 

http://qgs.pkugujian.com/ 

http://qgssupport.pkugujian.com/ 

http://www.ilab-x.com/details/v5?id=4995 

6 

鱼说山

文化有

限公司 

共

建 

联

合

开

发 

虚拟仿

真实验

项目 

待定 

7 

景德镇

哇陶科

技 

共

建 

联

合

开

发 

虚拟仿

真实验

项目 

待定 

注：（1）参与程度：共建、共享、其他方式。(2)参与方式：联合开发、联

合共建、技术服务、其他。（3）合作成果：专利、著作权、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在线课程、其他。 

（四）教学资源共享的范围和效果 

序号 教学资源名称 共享单位名称 共享方式 参与人数 效果 

1 

清官式大木作

虚拟仿真教学

实验 

实验空间网站 
在线使用

账户访问 
1473 优秀 

2 

清官式大木作

虚拟仿真教学

实验 

成都市文物考古

工作队 

在线使用

账户访问 
20 优秀 

3 
四川汉阙数字

化系统 

成都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 

在线直接

访问 
30 优秀 

4 
燕园石质文物

数字化系统 
圆明园管理处 

在线直接

访问 
895 优秀 

http://scch.sourcescene.com/
http://www.sourcescene.com/beida/
http://scch.sourcescene.com/
http://www.sourcescene.com/
http://qgs.pkugujian.com/
http://qgssupport.pkugujian.com/
http://www.ilab-x.com/details/v5?id=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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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箭扣长城修缮

过程数字化记

录系统 

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 

在线直接

访问 
20 优秀 

注：（1）共享方式：在线直接访问、在线使用账户访问、校内访问、其他。

（2）参与人数：除本校学生使用之外的共享资源使用人数。（3）效果：优秀、

良好、一般。 

三、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1 吴小红 女 1964 
正高

级 

中心主

任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长江学

者 

2 张剑葳 男 1982 
副高

级 
副主任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3 陈建立 男 1973 
正高

级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长江学

者 

4 张海 男 1979 
副高

级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5 胡东波 男 1963 
正高

级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6 崔剑锋 男 1977 
副高

级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7 张颖 女 1985 
副高

级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8 吴煜楠 男 1992 初级  技术 硕士  

9 尚劲宇 男 1992 初级  技术 学士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中心编制的人员。（2）中心职务：中

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4）学位：博士、

硕士、学士、其他，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兼职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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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兼职人员：指在中心内承担教学、技术、管理工作的非中心编制人

员。（2）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3）学位：博士、硕士、学士、

其他，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4）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四、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2        

…        

注：（1）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理部门下

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文件的文

号。（3）负责人：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

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虚拟中

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别：分为 a、b 两类，a 类课题指以虚拟

中心为主的课题；b类课题指本虚拟中心协同其他单位研究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2        

…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 

（三）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

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1 

一种野外三

维图像采集

系统 

CN209085612U 中国 张剑葳,尚劲宇,

吴煜楠, 王蓓红 

发明

专利 

合作

完成-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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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 

室外散置石

质文物可视

化管理与展

示系统 

2019SR1301870 中国 张剑葳,吴煜楠,

尚劲宇,北京燕

源文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软件 合作

完成-

第一

人 

3 

源场景长城

保护维修工

程记录与展

示系统 

2019SR1236941 中国 张剑葳,吴煜楠,

尚劲宇,北京燕

源文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软件 合作

完成-

第一

人 

4 

燕源文物建

筑全景数据

库 

2019SR0400505 中国 张剑葳,尚劲宇,

吴煜楠, 北京燕

源文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软件 合作

完成-

第一

人 

5 

清官式建筑

大木作虚拟

搭建教学软

件 

2019SR0845424 中国 张剑葳,王一臻,

吴煜楠, 

北京燕源文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 合作

完成-

第一

人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

以证书为准。（3）完成人：所有完成人，排序以证书为准。（4）类型：其他等同

于发明专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类别：

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其他。如

果成果全部由虚拟中心固定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虚拟中心与其

他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虚拟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第二

完成人是虚拟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虚拟中

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他。（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号 
论文或 

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

版社名

称 

卷、期 

（或章

节）、页 

类型 类别 

1 

虚拟仿真技术在文物

建筑教学课程中的应

用探索 

张剑葳,吴

煜楠 

中 国 大

学教学 

2019(11) CSSCI 独立

完成 

2       

…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及一

般教材不填报。请将有虚拟仿真实验中心成员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

国内重要刊物，外文专著、中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2）类型：SCI（E）收录

论文、SSCI 收录论文、A&HCL 收录论文、EI Compendex 收录论文、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收录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收录论文

（CSSCI）、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收录论文（CSCD）、外文专著、

中文专著；国际会议论文集论文不予统计，可对国内发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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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容的论文重复。（3）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

学术著作。（4）中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实验室年报、论

文集等。（5）作者：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序为准。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100字以内） 

推广和应

用的高校 

1      

2      

…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备

进行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设备

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列举 1－2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篇 

省部委奖数 项 

其它奖数 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三）2”以外的其他国内刊物，只填汇总数量。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资源共享网址 http://cast.pku.edu.cn/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1000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857000Mb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223000Mb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12 项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吴煜楠 

移动电话 18066630801 

电子邮箱 pkuwyn@pku.edu.cn 

http://cast.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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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运行情况 

1.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参加人数 时间 类型 

1       

2       

…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批准的会议。请按全球性、区域性、

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2.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考古虚拟仿真项

目建设经验 
张剑葳 

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创新联盟文科

领域工作委员会

成立大会 

201907 苏州 

2 参会学习 吴煜楠 

2019年春季高等

学校虚拟现实技

术教育应用研讨

会 

201904 武汉 

3 参会学习 尚劲宇 

全国高等学校实

验室建设及实验

教学信息化研讨

会 

201904 厦门 

4 参会学习 吴煜楠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持续

服务和管理工作

会议 

201904 西安 

5 参会学习 吴煜楠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建设

与共享应用工作

会议 

201906  北京 

6 参会学习 吴煜楠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建设

与申报研讨会 

201907 西宁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3.承办竞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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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名称 竞赛级别 参赛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

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        

注：竞赛级别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113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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