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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 
 

 周子杰  
 

  二维码作为一种基于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通信应用技术，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网上购物到消费打折，从资讯阅读到质量监控，从电子票务到防伪查证……比比皆是，彰显科

技为人们带来的便捷和益处。同时，不少博物馆也广泛采用二维码技术，丰富展览方式，改变着

传统的参观模式和信息获取方式。然而，截至目前各馆二维码信息的推送也大多仅限于文字和图

片，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还都是计划中，还有与二维码技术应用推广的场馆无线网络仍

在建设中。二维码能够走多远，它的作用仅仅限于导览吗？如何借助于这一现代化的新媒体技术

在博物馆更好地服务观众呢？本文意在探究二维码技术在文博业务中应用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存

在的优势和弊端。 
  票务管理的自动化和现代化 
  自 2008 年 1 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

免费开放的通知》以来，至 2012 年年底前大部分博物馆全部实现了向公众免费开放。大部分博

物馆采用了免费不免票的政策，各博物馆面对着巨大的人流压力不得不采用增加领票、验票人员

来保证博物馆的正常运行，势必造成运营成本的增加和纸张的浪费。将二维码技术应用到票务管

理中，可以使博物馆实现票务管理的自动化和现代化，不仅效率高，节约纸张，还为科学管理带

来了众多可能性。 
  当用户利用手机的微信、APP、彩信等平台发送订票需求时，管理系统将自动发送给用户一

个唯一的二维码电子门票，随后观众持二维条码电子门票在博物馆、美术馆门口的“电子眼”上

扫描验证后，便可顺利入馆。据测算，检验一张门票费时平均两秒钟，方便快捷，可以有效避免

排队、拥挤现象的发生。此外，电子门票还能准确统计入馆观众人数人次，在参观高峰时段，能

方便管理人员控制流量，适时调配服务人员。此外，电子门票还可以统计许多附加信息，如可以

精确到观众来自哪里，主要集中什么时间段来参观，每天的参观流量等，各种统计数据也可方便

得出，方便馆区管理运营政策的调整。 
  全新的参观体验 
  展品导览方面 
  如果说布展是一种编码，参观是一种解码，那么二维码便是连接编码与解码的中介之一，它

改变了用户原先租用 PDA 等设备的诸多不便，方便用户随时随地查阅展品信息，将布展与参观

这两端之间要传达的信息连接起来。 
  此外，二维码技术的应用也优于传统的参展习惯。如前文所述，二维码拥有较大的存储量，

利用二维码储存展品内容，可直接涵盖展品介绍、图文、音视频等资料，观众读取二维码可直接

链接到相关页面，浏览该展品的延伸内容，并可以保存页面浏览记录，随时查看和传阅。 
  展品互动上 
  通过二维码技术不仅可以将与展品相关的音频、视频、动画等通过手机识读软件进行多样化

展示，我们还可以在每个展品的二维码网页介绍下方设置评论功能，这样观众不仅可以分享自己

的看法、还可以看到别人的想法、在每一章节里依据二维码扫描次数设定观众最喜欢的藏品排行，

通过会员注册的功能，实现观众之间的观展分享。用户可以在自己的会员栏目里看到自己曾经通

过二维码扫描过的展品、这样即使用户回到家，也可以回顾自己曾经观看的展品。 
  二维码新技术的运用突破了传统展览的单项式、局限性输出，更多体现了用户自由、深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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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及挖掘展品背后的故事，极大程度拓展了展览推广方式的多样化。 
  参展效果上 
  此外，在我国不少博物馆的展厅里，往往会出现一个讲解员带领一大部分观众进行讲解，但

较大的讲解声音却影响了部分其他观众的参观环境。通过二维码技术用户可以直接戴着耳机看

到、听到展品的文字、语音、甚至视频介绍，不但不会打扰到别人，还能更加专注于展览内容，

既改变了传统讲解带来的嘈杂环境，又能为博物馆静谧欣赏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展览回顾上 
  观众参观过博物馆，如果想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线，怎么办？二维码可以将这一想法落到实处。

在展厅里，每一件带有二维码的展品都附有一个固定的坐标，代表展品在展厅的位置，用户只要

注册成为会员后，观众的每次扫描都将被二维码系统记录，并据此绘成“观众专属”的参观路线

图，再结合博物馆已开发制作完成的虚拟展厅，就可以实现每个观众独有的虚拟参观之旅。 
  二维码的问卷调查 
  观众的观感、感受和建议意见历来受到博物馆的重视，但传统的纸质问卷调研方式，一方面

观众的配合度不高，另一方面后期的录入、统计往往耗时费力，如果利用二维码技术开展用户调

研工作，工作人员可以借助用户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到博物馆网上调查表，并在展厅或博物

馆出口设置参与调查有奖活动， 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调查表，完成调查后提交数据可以再

给用户生成一个奖品二维码，用户通过提供奖品的机器扫描二维码自动为观众派发礼品，提高观

众参加问卷调查的积极性。从而实现自动调查用户信息的功能。例如在中央电视塔通过参加一些

活动观众可以获取一维码的小条，在景区的出口自动派发礼品的机器，观众通过扫描一维码自动

实现奖品的派发。   
  二维码不仅可以帮助观众了解展品，还可以帮助策展人搜集观众的反馈信息。比如统计观众

扫描二维码网页的流量，便可以轻松地获取扫描信息，进而通过分析数据获得观众最喜欢的展品、

观看时长、一位观众扫描了多少展品等，从而为之后的展览设定提供有效的参考数据。另一方面，

从展品宣传来讲，通过公布部分统计数据，让观众了解到其他观众在看什么、最喜欢什么，也能

够推动观众之间分享、交流与探讨。 
  此外，分析二维码用户注册信息及调研问卷，了解人群年龄、学历、职业、扫码频率，进而

判断用户群体一年内参观次数、间隔时间、回顾次数等信息，能够更好地为博物馆的策展人提供

有效依据。 
  在博物馆推广、行政管理方面 
  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少人离博物馆很近，但却不知道博物馆里面目前有什么展览，或者不知道

旁边就是博物馆，因此，博物馆可在馆区附近例如咖啡厅、餐馆的小说明牌上设置自己的二维码，

观众在等餐、交流的同时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博物馆的最新内容，在博物馆举办收费展览的时候，

可以提供一些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取展览门票的优惠（比如每一万次访问页面弹出一个中奖

窗口），可以更好地激发潜在人群对博物馆的兴趣，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博物馆。 
  二维码技术，不仅可以助力博物馆展览与传播，在行政办公方面也可以大有发挥空间。例如，

在员工的名片中设定二维码信息，通过扫码即可获得员工的所有信息，在员工签到考核、固定资

产统计等诸多方面均可提供便利。 
  二维码应用中的限制 
  综上所述，二维码技术应用到博物馆，对改善参观环境、提升布展效率、可以帮助观众获取

更多信息方面成果显著，但就目前二维码技术在文博行业的应用现状来讲，限于以下条件，也有

诸多掣肘之处。 
  首先是馆区无线网络建设尚不完全。由于二维码导览的实现网络的链接，部分图片、语音的

信息需要耗费一定的流量，但国内多数博物馆不能达到无线网络的全覆盖，使得观众通过二维码

获取信息的数量和效率都大打折扣。也有部分场馆无线网络的不完善，使得有限的带宽和众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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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需求形成了冲突，网络拥堵直接导致二维码导览效果不佳。 
  其次，二维码在展牌上的展示位置问题。让每一件展品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不是难事，

但如何使观众方便地扫描确实一个问题。如今，在不少博物馆，由于二维码位置设置得过低或过

于靠近展品，观众不得不蹲下，或者拿着手机前倾来扫描二维码，特别是在一些热门的展览中，

受欢迎的展品前往往拥挤不堪，观众摩肩擦踵扫描着二维码，这同时也造成了不安全因素。因此

二维码的摆放不应离展品过近和过低，同时内容还要醒目，一些热门的展品可以放置多个二维码

的图标，如何良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实践和总结。 
  第三，二维码内容制作问题。要使二维码内容信息准确、丰富、立体，不仅要考虑布展进度、

上线流程、数字资源制作周期等内容，还需考虑到图片版权、文字版权、音视频等数字版权，这

将是博物馆时代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最后，二维码对原有博物馆导览设备的冲击。当一种新的事物出现，总包含有对旧事物的否

定与扬弃。二维码技术的应用，使得观众可以“自助导览”，如何平衡与讲解员及传统导览设备

之间的矛盾？问题在路上，答案也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