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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意及技术在文旅照明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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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保证文旅照明当中数字创意和技术得到科学的运用，本文对文旅照明的环境特征进行科学的分析，文化性、人文

性、主题性、丰富性、多样性等等，提出数字创意和技术的具体运用要点，可以更好提高文旅照明效果，以期为相关

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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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use of digital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y in cultural tourism lighting, 

this paper make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humanity, theme, 

richness, diversity and so on of cultural tourism lighting, and proposes specific points of digital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y, which can bett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cultural tourism light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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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国家正在全面推动夜经济和文旅的快速化发展，文旅照明具备良好发展机遇，在文旅照明当中，通过有效运用数字创意和技

术，不但可以提高文旅照明效果，而且能够减少眩光现象的发生，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文旅照明当中数字创意和极少数的具体应用要

点，具体如下。

一、文旅照明的环境特征分析

（一）文化性

文旅照明的主要基础上其具备一定文化性，在市政亮化工程

当中，其目的是“亮起来”，而景观照明目标多为“美起来”，

在文旅照明当中，需要充分展现、诠释一种文化内涵的价值理

念，此种文化理念能够利用物质或者艺术手段来呈现出来。

（二）人文性

在文旅照明之中，其内涵为人文性，通过对人文的特质实施

深入的挖掘，针对人文价值实施准确的定位，针对人文内涵实施

规划和定位，是文旅照明规划的核心内容。人文作为一种理念，

其核心为文化精神，不管是在城市文旅照明亦或是景观文旅照明

当中，其可以全面彰显的核心是城市或者景区内部拥有核心文化

的精神，同时，文化的精神对现阶段与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起

到比较好的引导作用。

（三）主题性

在文旅照明夜景之中，其会承载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城市

内部或者景区内部文化脉络实施有效的梳理、提炼得以顺利实

现。人们对此种精神达成一定共识，此时提升文化层面的表达水

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核心要充分体现出创新思维和个性的主题

创意。通常来说，人文景观提炼的主题主要来自两种题材，分别

是独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题材、具备地域特点的自然题材，

其中，历史文化题材主要包含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等两方面内

容，同时和夜景照明完美融合，则能够彰显出文旅照明的主题性 

优势。

（四）丰富性

最近几年来，市场需求标准在不断提高，各项高新技术的应

用范围越来越广，文旅夜景表现形式趋向丰富化，呈现出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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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特点。通过打造地域特色的城市夜景观，更好弘扬城市内部

的独具特色人文精神，将功能照明和光影照明、灯光演绎和数字

影视等全方面融合，形成更为丰富有内涵的新型文旅照明。

（五）多样性

大量的特色创意与高新科技融合发展，让城市文旅照明越来

越多样化，主要表现为总体意境和局部点睛的完美融合、虚拟和

现实的有效结合、观赏和互动的科学融合、光景和艺术演绎之间

结合等。通过采用不同的光影技术，确保城市夜景自身独具特色

的气质和内涵，全方面提高广大游客的体验感 [1]。

二、数字创意和技术的具体运用

（一）由常规智能化监控转变为数字运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LED景观照明体系在日常的运营管理层

面，除运用常规的人工手段之外，主要采取智能化的控制体系，

此种智能化控制体系主要是利用智能化控制器和监控中心当中的

服务器进行通信，针对开关灯进行自动化调整，实现动态化的调

光，确保不同的场景实现有效交换。在这些内容当中，自动化的

开关功能通常要结合设备所在区域经纬度，包括季节情况，制定

出更为科学、规范化的时间表，此系统能够按照该时间表来实现

灯光开关目标。而数字动态化的自动调光，主要是利用视频图像

处理工艺，针对现场内部各项视频监控图像实施有效的处理，在

监控中心内部，计算机可以准确计算出具体的人流量，针对城市

景观照明开展调光和控制工作，虽然此种模式具备较多的优势，

但是现阶段仍没有在文旅项目上得到更深层次的应用。

动态场景的有效变换，主要指的是结合不同日期与时间，将

具体场景进行自动化切换，如果在节假日的内部需要设定较多的

节日场景，可以确保各项变幻的效果进行定时调整。在动态场景

的变幻过程当中，一般由场景控制单元自行完成此项工作，确保

景观照明场景内部的跑、跳和淡入淡出等多项功能实现完美的组

合。对于监控人员而言，通过运用视频监控，随时可以将其切换

至人工操作方式，对城市景观照明的各项场景实现良好切换。

在智能化景观照明控制的基础上，拓展较多的控制技术，实

现灯光亮度的自动化调节、灯光亮度的定时控制，以及场景的科

学设置等一系列先进功能。文旅业态正向商业化与多元化方向发

展，各项文旅产品的展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对景观照明文

化创意提出更高的需求，结合当今照明技术实施的不断进步，我

国的文旅照明数字化发展进程较快，在文化、商业和技术的全力

驱动下，建立一个更为智能完善的照明体系，由既有的智能化管

道作为核心体系，逐渐转变为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体系，向数字化

经济转型的全面升级，提高流量经营水平，确保其专业服务向更

高水平方向发展，助力文旅照明的智能化发展目标 [2]。

（二）构建合理的规划路径

当下数字化的文旅照明项目在实际建设期间仍存在很多的问

题：缺乏完善的前期市场的分析、内容较为陈旧、创意不够，没

有形成独特的主题 IP等。以商业价值作为核心的文旅照明开发，

需对景区的具体性质和地理位置，包括各项旅游配套设施，以及

各项业态的成熟度等等，加强系统性的分析，进而获得是否具备

一定开发价值的重要结论。确定实际的差异化，充分展现市场的

实际发展需求定位，保证文旅照明多项夜游产品的规划、内容开

发等具备较好创意。

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保证文旅照明的内容表达更为全面，

通过对原有的数字技术实施全面的创新，将新型数字化技术和具

备良好个性化内容实现融合，全方位提升文旅照明效果的实现，

确保夜游项目的商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三）遵守“运营前置、内容为王”逻辑规则

在一些新型的商业文旅照明工程中，为更好达到目标，满足

不同需求的故事化夜游场景及产品等，根据不同项目需求及当地

文化属性，进行快速落地及持续迭代，形成夜游热点属性，保持

文旅项目的可持续生命力。运用先进的运营思维，打造一个差异

化、复合型的多重文旅夜游，为城市景区、主题乐园、文旅项

目、新型商业等文旅项目重新定义创新夜游方式。  

现在商业化的文旅照明项目规模比较大，其主要以设计作为

基础，加强策划与规划。在一些新型商业文旅照明项目中，通过

将具体的运营进行前置处理，建立一个以日常运营为核心的产品

逻辑，实现各项资本投资和配套设置，以及策划规划的有效整

合。根据建设单位所提出的各项诉求，对原有的投融资规划进行

合理调整，实现空间的有效落地，避免防止后期出现体验感较为

单一、内容偏差过大等多项运营困难。

在日常运营规划之前，工作人员不但要从顶层实施统筹设

计，而且还要将项目内部不同环节的个性化进行组合，充分体现

出较为鲜明的特色与主题 [3]。一般而言，良好的运营前置，对内

容特色起到一定决定性的作用，特色的内容对表现形态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而表现形态则对情感场景影响较大，情感场景的完善

度，直接会影响到最终消费水平。

在我国的文旅行业中，“内容为王”比较常见，针对文旅照明

来说，“内容为王”的主要目标是将内容质量与表现形式进行高度

统一，通俗来讲，是将内容创意与数字化创意的有效融合。在文

化旅游当中，全面提升体验感特别重要，特别是文旅照明体验。

>图一 文旅照明用户消费体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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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基础性的环境灯光、装饰的景观灯光、餐饮和住宿，包

括各类商业购物建筑当中，均需要设置照明系统。通过科学运用

数字技术，实现不同建筑内部照明系统的共连和共控，全面提升

文化夜游的体验感。从消费的心理角度来分析，通常将文旅照明

用户的消费体验感分成七个等级，具体见图一。

结合图一可以得知，自用户的夜游体验感出发，夜游内容是

基于自身的文化属性、基础资源相结合，在夜游项目采用丰富的

视觉效果、高清图像和交互技术等表现手法，可以为游客带来有

趣的视觉体验和情感上的艺术共鸣，形成有核心特色的夜游文化

主题场景。文化内容是夜游故事的延伸，可以深深扎根于人们 

心中。

（四）提高数字化的沉浸式体验

在很多地区的文旅夜游工程当中，积极运用动捕技术、数字

投影和 VR/AR技术等，为广大游客制造一个更好的沉浸感，可

以全面满足新时代背景下游客所追求的体验感和新鲜感，提高其

互动性消费水平。当前阶段，沉浸式的体验都是以不同类型的景

观、不同类型的街区，以及特色的小镇和各类主题公园为主要引

流方式。

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照明产品，需充分展现出其

内容、表现的独特性，具备个性化差异。与此同时，不要拘泥于

形式、元素和手段等，还需结合夜游项目实施准确定位，要充分

展现出文化的特质，考虑广大游客群体的特征，开展量身定制。

例如，通过将创新内容和情感实现高效调动，让其表现形式丰富

多样，在体现出自身文化元素特点之外，还要具备娱乐互动性质

的沉浸式体验。

我国地域较为广阔，不同地区的人文历史有较大的差异化，

这就需要我们提供更为丰富、多样化的创意体验素材，新型数字

化技术，能够为沉浸式体验提供良好的内容与技术支撑。文旅照

明的发展通过新型文创策划，将其和数字化的创意完美融合，确

保用户的体验感实现快速的优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

夜游观赏体验产品 [4]。

除此之外，文旅照明当中，“过亮、过眩”等现象和人文精神

相悖，会影响城市的形象，给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较大

的负面影响，因此，营造良好的夜间照明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

夜游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产物，对提升与拉动国内经济具有重

大意义。

文旅夜游可以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用灯光点亮城市的夜

空，用数字技术诠释城市夜游效果，发掘城市文化特色，打造独

具一格的城市夜间网红打卡点，形成集群经济效益。将夜间旅游

与文化相融合，丰富了人们夜间旅游的体验感。文旅照明通过数

字创意及新技术融合发展，提升了人们对文旅的关注度，实现全

方位、多样化的发展。文旅照明运用数字创意及技术打造独具地

域特色 IP主题，不仅带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极大

地提升当地城市文化品质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对数字创意及技术在文旅照明中的应用进行

探讨，通过构建合理的规划路径、遵守“运营前置、内容为王”

逻辑规则、提高数字化的沉浸式体验感等，确保文旅照明效果得

到良好的提升，进一步强化城市文旅夜间形象，塑造城市文化品

牌，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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