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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求以增强现实技术为基础的移动端产品展示 APP 设计模式。方法 从用户体验和产品虚

拟视觉信息设计两方面展开研究。结果 结合家电产品展示 APP 开发案例，在移动设备环境下，利用增

强现实开发工具设计了增强现实产品展示系统。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为移动展示设计提供了一种用户体

验更好的展示形式，能够将虚拟的产品数字化模型和真实环境结合起来；也为产品设计企业提供了可用

性更高的展示系统平台，并且为虚拟展示系统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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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product display APP design patterns of mobile terminal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The aspects of user experience and product virtual visual information design are studied. The augmented real-

ity product display system is designed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development tools, combined with electrical appliances 

product display APP development cas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obile device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can combine 

digital model of the virtual and real environment, provide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show form for mobile display design, 

and higher availability for enterprise product design system platform, and also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direc-

tion the virtual display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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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迅猛发

展，传统的产品展示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产品

多渠道信息获取和互动体验的需求。传统产品展示主

要包括以展会、门店橱窗等形式的实物展示和以图

片、视频为主的多媒体展示，其受到场地、资金、人

力物力限制，效率低下；而图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

展示形式交互方式单一，用户参与率低、体验性差。

而以增强现实技术为基础的三维虚拟展示则具有实

时性、交互性和沉浸性等优势。用户可以通过在现实

环境下与虚拟数字化产品互动获得良好、真实的用户

体验[1]。 

1  虚拟展示概述 

虚拟展示技术是基于计算机视觉学、图像视觉处

理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一项新

兴技术手段。基于虚拟展示技术建立的数字化展示系

统可以为用户或企业提供系统的可视化信息服务，让

用户更加切身的体验概念性、新颖性较强的各类产

品。而虚拟展示系统的技术手段是其核心，信息时代

大量涌现的新技术手段为虚拟展示系统的设计提供

了强大的支撑，为提高工业设计产品用户体验和易用

性做出了巨大贡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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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者对产品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用户不

再满足于单一的虚拟产品体验形式。以往涌现出的大

量的软件、网页、应用程序等虚拟产品，真正受到用

户青睐的很少，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资源泛滥，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虚

拟展示技术在硬件上依赖于台式计算机和网络服务

器、视觉信息表现形式过于平面、单一，无法真实还

原产品和使用环境的原貌，使用价值和企业推广价值

不高。而移动设备和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很好的弥补以

往技术手段的不足，优化虚拟产品展示技术体验。目

前增强现实展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商业、教育、医

疗、科技等领域[3]，PSA Peugeot Citroen 公司利用增

强现实技术进行车辆内饰设计可行性验证见图 1。 

 

图 1  车辆内饰设计可行性验证 
Fig.1 Vehicle interior design feasibility verification 

2  增强现实技术在虚拟展示中的应用 

增强现实技术有别于虚拟现实技术和传统数字

化信息图像技术，它是借助计算机图像处理和摄像技

术将虚拟图形、图像与现实场景结合并在相关显示设

备上呈现给用户的技术[4]。该技术借助图像跟踪识别

技术、传感技术、数字注册技术、虚实遮挡技术等[5]，

将所要呈现的虚拟物体和形象与用户所处的真实世

界打通并结合使其相互动起来，该技术运用于产品展

示系统中使得虚拟展示的产品更具真实感、立体感。 

通过参与家电设计企业虚拟产品展示设计实践，

总结出了增强现实在虚拟展示系统中的优势和特点。 

第一，虚拟数字化模型与真实环境场景结合呈

现，增强现实技术虚实结合的特点即可以避免一般数

字化展示技术纯虚拟呈现真实感不足的缺陷，又可以

让用户感知现实场景中无法获取的感知体验[6]。 

第二，虚拟数字化模型的互动性，利用增强现实

技术，用户可以利用移动手机通过手势操作与产品数

字化模型进行互动，包括对产品的旋转、移动、缩放，

还可以拆分产品的结构、更换产品材质，让用户从每

个交互细节多维度的感知产品[7]。 

第三，真实环境场景的实时性，增强现实融合不

同场景的特性使得用户可以将产品随时随地的摆放

至日常生活的场景或场地中体验，更加有利于产品通

用性和适用性的展示，还可以搭配 APP 展示系统系

统中的音效、动画等多媒体技术来进一步丰富用户对

产品的认知体验。 

3  基于增强现实的产品展示 APP 设计案例 

 这里以粤西电饭煲产品为设计案例，发开基于

增强现实的产品展示 APP 产品。首先基于用户认知

心理学原理，应用观察调研方法对电饭煲的生产企业

及用户进行日常行为习惯的进行调研分析，对样本研

究、筛选整理记录，找出电饭煲服务对象人群的典型

特征，并建立起具有代表性的用户模型，电饭煲产品

展示 APP 用户模型及设计过程见图 2。 

 

图 2  电饭煲产品展示 APP 用户模型及设计过程 
Fig.2 User model and design process of rice cooker product display APP  

3.1  增强现实技术路线 

这里的产品展示 APP 开发的增强现实技术采用

基于特征的图像注册方法是通过将平面图像特征点

与三维数字形象建立相对应关系，从而进行虚拟现实

交互行为。目前该技术分为两类：基于特殊特征标的

法和基于自然特征标的法[8]。典型的基于自然特征标

示方法是 SFM 注册方法，这种注册方法有着稳定性

不足、开发周期长的缺陷；而基于特殊特征标的注册

方法整个现实画面依赖于标的物，标的物在视觉界面

中必须保持完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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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采用基于特殊特征的标的物方法，该方法典

型模式有 ARtoolkit 和 ARTag[10]，其特点是稳定、识

别率高、沉浸感更加真实，适用于产品三维展示这种

用户体验要求高的展示环境。本文产品展示 APP 需

要在系统中预设特殊特征标识如办公桌、厨房台面等

典型产品放置环境，当手机摄像头识别到预设标的物

时自动出现三维产品模型，且三维产品模型附着于预

设标表面，可以很好地呈现出产品与真实场景融合的

体验。所采用基于特殊特征的标示的增强现实技术路

线见图 3。     

 

图 3  增强现实技术路线 
Fig.3 Technology route of augmented reality 

3.2  APP 开发环境 

这里的三维模型建模环境为 PROE 和 3DS 

MAX，APP 开发环境为 Unity3D，增强现实技术采用

Unity3D 的 EASY-AR SDK 完成。 

首先获得电饭煲企业的产品结构 PROE 模型，将

模型按部件导入 3DS MAX 中进行处理，并在 3DS 

MAX 中建立产品模型贴图和动画， 后将整体 FBX

模型导入 Unity3D 开发环境中准备程序开发，饭煲产

品展示 APP 开发见图 4，在 Unity3D 环境中导入 

 

图 4  电饭煲产品展示 APP 开发 
Fig.4 APP development of rice cooker product display 

EASY-AR SDK，使用 C#语言编写手机端触摸屏功能

脚本，从而实现电饭煲点击旋转，双指缩放，并结合

UI 操作按钮，使得用户可以更换材质、拆解电饭煲

部件等相关操作体验。 

3.3  APP 交互流程设计 

基于用户模型和企业需求，我们建立了虚拟显示

展示功能主要有：系列电饭煲产品的展示、部件的演

示、不同材质的电饭煲演示、产品参数的呈现等。该

系统能够实时展示企业产品且并获取用户体验感知

反馈。通过虚拟产品呈现，其展示数量不受限制；通

过网络渠道，其地域不受限制，契合了企业系列化设

计的需求，也满足了用户对于新上市或未上市的概念

产品的体验需求。根据企业和用户的需求，首先建立

电饭煲增强现实的 APP 交互流程和交互模式的交互

设计流程见图 5，交互模式中本系统采用了移动设备

中易用性较高的单击、双指旋转、缩放、按钮操作[11]，

为系统功能设计做好逻辑设计基础。 

3.4  APP 程序运行 

开发完成后的增强现实体验程序以 Android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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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互设计流程 
Fig.5 Interaction design process 

程序包.APK 形式安装在智能手机上展示给用户，该

APP 分辨率可自适应不同手机。它可以提供不同场景

情形下多种电饭煲产品的选择、产品材质替换、产品

参数获取、产品使用的场所模拟等产品交互体验，

增强现实电饭煲展示 APP 运行效果见图 6。在预先

设置了标的物的特征环境中，APP 可以将电饭煲产

品放置在标的物表面，模拟真实电饭煲使用情景。

这种增强现实展示程序相对于传统的低保真产品原

型，可以脱离纯虚拟环境，将虚拟产品置身于我们

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环境中，提高了虚拟产品可用性

体验。而相对于设计实物和实际场景体验，这种虚拟

现实展示原型程序成本更低，可以让家电设计企业根 

 

图 6  增强现实电饭煲展示 APP 运行效果 
Fig.6 Running effect of rice cooker augmented reality  

display APP 

据用户体验的反馈及时调整产品设计方案，更适合于

产品的迭代设计，因此该增强现实展示程序既可以

作为用户的体验形式，又可以作为企业设计环节中

的可用性验证工具，从而提高设计体验质量和提高设

计效率[12]。 

4  结语  

这里建立并研究了基于特殊特征标的物的增强

现实产品展示 APP 交互设计模式，并根据认知心理

学原理详细定义了其中的基本感知意图方式、手势交

互方式、和交互规则。且开发建立的 APP 程序通过

UNITY 的开放平台，可以跨平台、跨系统地向市面

上多数移动手机端系统发布，具有低成本、高效益 、

跨平台等优势。该 APP 三维虚拟成像技术及程序设

计为虚拟展示领域用户体验设计带来了新的思路和

技术支持。对于用户来说，增强现实系统的虚实结合

特点有助于降低用户的认知负担，可以从真正意义上

降低用户学习负担和成本，且能够非常直观、高效地

进行交互操作，保证了在多个生活、工作空间中灵活

体验多种家电产品设计。同时，家电企业生产与经营

者通过该系统，能将产品的详细信息全面地展示给用

户，避免了传统展示形式产品信息表达不充分的缺

陷，同时，通过用户的反馈数据，企业还可以对其现

有产品生产线及时改善，减少设计资源浪费，增强用

户粘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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