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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E专委会: 虚拟地理环境是现实地理环境
的表达、模拟、延伸与超越，根据表达的内
容不同，可将虚拟地理环分为包括相似与增
强的现实地理环境、再现与复原的历史地理
环境、预测与规划的未来地理环境、想象与
虚构的虚拟空间环境等几种类型。

 

    虚拟地理环境定义为包括作为主体
的化身人类社会以及围绕该主体存在
的一切客观环境，具体包括计算机、网络、

传感器等硬件环境，软件环境，数据环境，虚拟图
形境象环境，虚拟经济环境，和虚拟社会、政治和
文化环境。（2001-2002年）

     这里的化身人类，是表示现实界中
的人与虚拟界中的化身（avatar）相
结合后的集合整体。



虚拟地理环境定义，1） 地理学中地理环境的定义，2）
化身是主体的一种身份表达（ID），认知角度考虑较少。

人/化身人

实地/虚地



虚拟地理环境中的“个体人”、
“群组/人群”、和“群体社
会”，如何考虑：
① 其表达、感知/认知和时空行

为？
② 以及与其虚拟环境、现实地

理环境的关系和作用？

虚拟地理环境发展的
科学问题、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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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身认知，是包括大脑、身体、以及环境交
互的认知，被认为是认知科学中第二代的理论研
究范式，强调了认知对于身体（物理和生理结构）
的依赖性、以及注重认知过程的情境性和身体与
环境交互等的动力学特征； 

      传统的非具身认知认为人脑类似于计算机，认知过程就是信息表
征和抽象符号加工计算，与承载它的身体无关。

大脑
（心智、思维） 

 

身体
（结构与运动）

他人，环境



镜像神经元与心智/思维具身性 
1）镜像神经元的典型特征是它在操作（自己）和观察（他
人）阶段度可以被激活！这两者激活之间的相似性使得观
察者，可以直接地理解他人的行动，而不需要任何的推理
过程。
2）从观察和操作两种过程都激活同样的神经生理机制看，
想象中的模拟过程，实际上是镜像神经机制的激活过程。
模拟过程是以镜像神经机制为其生理基础。（叶浩生，
2017）

镜像神经元组储存了
特定行为模式的编码

当人们观察到的场景与自
身的过往经历越相似，镜
像神经元就越活跃，尤其
是当这些场景与运动神经
的活动相关的时候。



     海神效应（the Proteus Effect）：人们的行
为表现会受到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形象的影响。

VR 海神效应

     斯坦福大学学者尼克.伊（Nick Yee），让被试先以
一定的化身形象在虚拟世界中聊天。结果发现在回到真
实世界后，那些虚拟世界中的化身具有高颜值的被试，
会在约会网站上会选择更好看的人作为目标，并且会更
少地虚报自己的身高。这反映了个体的自信感得到了提
高。
      虚拟体验带来的影响是可以延续到现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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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马蔼乃
先生认为地理科学是一
门体认科学.

     强调现场地理考察、
观察和参与地理工程建
设对于地理思维和创新
的重要性。



《人类地理学概论》曾昭璇等著，1999

人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
的一个分支， 重点研究
人类生态体质特征和人类
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段一孚人本主义地理学

① “地理学延伸到了各个领域：从物理到生物，从社会到经济，以至
于人类。到了研究人本这一环节力量往往是最薄弱的”；

② 在地理学科内部，以计量方法为主导的实证主义因其无视和忽视人
的主体、感情、能动作用，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叶超）；

③ 地方的感受性：地理学一般关注抽象、远方，对于身边事情，常忽
略了。A:“空间与地方的认同感”,B: 从个体经验到人类经验

       
      地理学家依靠视觉观察，有时也依靠听觉。这些远距离感知器告诉我们“那
里”发生了什么。而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这些事情，日复
一日地通过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传递给我们。正是身边这
些丰富的现实，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图像，丰富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意识到我
们不仅仅是作为世界的观众而存在——我们已被深深地植入它的色香味等一切性
质中了。

人本主义地理学 - 段义孚

     人本主义地理学，强调从人的感官、感情、
美学的多重维度,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
境的本质联系。



1）波尔和海森堡的一段对话，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参观
科隆堡城堡时，波尔对海森堡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的
是由石头建成的建筑，然而一旦我们想象这里曾居住着哈姆
雷特，这个城堡马上就变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

2）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
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

拉策尔（F.Ratzel）在其《人生地理学》中的一句
话可以概括段义孚的思想——“人就是一块土地。” 

周尚意，《中华读书报》

人本主义地理学地方感的2个例子：

段义孚、朱阿兴、周尚意等，2013



      身体、感官(sensual)、
展演性 （performativity） 
和感情 （affect） 是理解
和认识节庆空间和文化地
理的重要维度 。

1）身体成为传统节庆意义
生产的最小空间尺度。身
体所能感受和分享的节庆
情感作用于地方共同感和
认同的建构，而持续的身
体参与是传统节庆活动得
以不断再生产和保持强盛
生命力的关键；

身体地理学（具身地理学）body 
geography （Embodied geography ）

2）传统节庆的展演空间内外，现场观众和外界
“他者”的“凝视”与身体化的感知存在不同，
表现出身体的空间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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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人、化身人群、化身人类，是表
示现实界中的人，与虚拟界中的化身
（avatar）相结合后的集合整体。



分布式化身人建模与自
主体验 (真实人+化身）



 

香港虚拟郊野公园的三维化身建模与体验（1999）

江涛说：这挺好玩的，不过，深夜单独在网上的虚拟世界，
静悄悄地跟随着一个幽灵一样移动的“化身”，感觉挺“恐
怖”的！《同行集》



 

 

A 

B C 

三个用户参与的视频协同和场景漫游协同工作（2005） 

用户视频协同研讨（研讨空间+2.5维图形空间）



基于互联网与移动网的小流域坝系规划协同 (2006)

两种坝系布局方案展示

三维化身建模+视频



 松材线虫病害传播元胞自动机模拟协同研讨（2006）

三维化身建模+视频



 智能化身建模
(智能驱动+化身）



A型H1N1在车厢中的多智能体传播模拟与暴露风
险、感染情况评级 （2010）

疾病传播模拟智能体化身建模
（易感人群，潜伏者，病人）



北京地铁人群疏散模拟分析

北京展览馆人群疏散模拟分析
北京展览馆人群疏散模拟行为密度图

人群疏散模拟的智能体化身建模（2011） 



沉浸式VR的人群疏散化身建模（跟随者模式）

三维化身建模，化身动作建模

教室内 走廊中

楼梯中 校园中



高度可变环境中人群疏散模拟—
深度强化学习的智能体化身建模

智能体

Deep Q Network
感知

 可计算的
富语义环境

状
态
回
报

动作

经过不断训练，
获取的网络结构
和参数



 高度动态环境下异质人群建模与疏散模拟 

智能体建模

动作分支

运动

跳

{前、后、左、右、不动}

{跳，不跳}
×

• 类视觉感知建模；
• 动作空间设计；
• 身高、体重等参数设计；



动态瓶颈场景的训练优化与疏散模拟实验



沉浸式化身人建模与自
主体验 (真实人+化身）



第一人称视角主动完成逃生的过程，
完成对应各知识点的逃生情节.

体验者模式 拿取毛巾

遇到烟雾弯腰前行 火灾时不可乘坐电梯

沉浸式VR的人群疏散化身建模



医院内火灾疏散虚拟认知实验
（化身人建模）



三维头部实
景仿真建模



眼动仪VR化身建模与交互
HTC Vive



实时表情与VR化身建模与交互



AR 化身交互与真实感体验 

有电风扇支持下的真实感体验

AR超市实景+化身交互



      现实生活中，“人替”已经在远程医疗方面进行了应用。医
生通过VR“真实”看到现实中躺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情况，医生拿
起手术刀对这个虚拟场景中的病人进行手术，他的所有操作数
据传回现实中，由名为达芬奇的手术机器人完全按照医生在虚
拟场景里的操作，对真实的病人进行手术。(翟振明）

VR远程操作化身



全身“人造皮肤”的德国自主
人形机器人（2019）

       受到人体皮肤的启发，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的一个团队开发了
一种将人造皮肤与控制算法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并用它创建了第一台
具有全身人造皮肤的自主人形机器人。

H-1机器人的上身，手臂，腿部甚至脚
底都装有1260个单元格(带有13000多
个传感器)，这给它带来了新的“身体
感觉”。例如，H-1的脚能够灵敏到应
对不平坦的地面，甚至可以平衡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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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机交互与认知、“化身”等在虚拟
现实、虚拟地理环境等理论研究中，
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②具身认知，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
领域，是一个前沿发展方向；



VGE： 从  Virtu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到 
Virtual Geographic Experience

从虚拟地理环境 到 虚拟地理体验，表达了VGE的一
种新视角和新观点，结合人本主义地理学和具身认知
等学科方向，可以推动 VGE的虚实融合具身认知
等基础理论创新发展。



中科院VGE工程研究室 
www.vgelab.org

www.virtual3d.cn 

Thank You! 谢谢

http://www.vgelab.org/
http://www.virtual3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