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现实介绍 

 

  虚拟现实的英语名称是"Virtual  Reality"简称"VR"，又由钱学森院士翻译为"灵镜"。它是

计算机与用户之间的一种更为理想化的人‐‐机界面形式。通常，用户戴一个头盔（用来显示

主体图像的头式显示器），手持传感手套，仿佛置身于一个幻觉世界中，在虚拟环境中漫游，

并允许操作其中的"物体"。VR 系统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临镜性（Immersion）又称临场感、

交互性（Interactivity）和想象性（Imagination）。 

  VR 技术就是人们利用计算机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虚拟环境，通过自然技能使用传感设

备与之相互作用的新技术。它与传统的模拟技术完全不同，是将模拟环境、视景系统和仿真

系统合三为一。并利用头盔显示器、图形眼睛、数据服、立体声耳机、数据手套及脚踏板等

传感装置，把操作者与计算机生成的三维虚拟环境连结在一起。操作者通过传感器装置与虚

拟环境交互作用，可获得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知觉。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不随

心"的虚拟环境。 

  VR 技术通过 20 多年的研究探索，于 80 年代末走出实验室，开始进入实用化阶段。之

后，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在经济、艺术乃至军事领域开始应用这种高新技术，并取得了显著

的综合效益。到了 1999 年，VR 技术应用更为广泛。涉及航天、军事、通信、医疗、教育、

娱乐、图形、建筑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如在医疗领域，该技术可用于解剖教学、复杂手术过

程的规划。在手术过程中提供操作和信息上的辅助，预测手术结果等。在航空领域，因为在

失重情况下对物体的运动难以预测，为了在太空中进行精确的操作，需要对宇航员进行长时

间失重仿真训练。可采用 VR技术来仿真训练。在对象可视化领域中，VR技术应用的例子是

模拟风洞。模拟风洞可以让用户看到模拟的空气流场，使其感到真的站在风洞里一样。在军

事领域，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虚拟战场环境；二是进行单兵模拟训练（士兵穿数据

服、戴头盔显示器和数据手套）；三是实施诸军兵种联合演习；四是建立一个"虚拟战场"使

参战双方同处其中进行指挥员训练。 

  对于心理学来说，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深远的意义。首

先，VR技术为我们发展一种变革性的具有良好生态效度和内部效度的实验方法提供了契机。

VR 技术使得心理学实验可以在自然的条件下进行，从而能更有效地展开有关人类视知觉、

运动和认知等方面的研究。VR 技术将模拟环境、视景系统和仿真系统合三为一，利用计算

机逼真地模拟人的视觉信息和本体感觉信息。这使得许多基础心理学问题如空间认知、视觉

引导的运动控制和视觉空间问题都能得到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此外，利用 VR技术可以进

行大量的应用心理学研究，如探测年龄对个体反应时和空间操作技能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在

传统的实验中受现实情境和条件的限制往往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总之，VR 技术在未来的心

理学研究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将有力推动心理学研究的步伐。目前，国外 VR技术

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于整个国内心理

学界来讲这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极富开创性。当然 VR技术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技术，

尚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 VR技术毕竟开辟了富有发展潜力的新领域。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技术会日趋成熟，在各领域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大。 

  （本文由王新法老师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