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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摘要：虚拟技术在电影、游戏广告等行业

已经被大量广泛运用，它给一些传统影视行业

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影响了其原有的拍摄模

式。新闻媒体行业有其独特性，虚拟技术在新

闻节目中如何应用，引发了许多新闻行业中从

事虚拟技术者的思索。本文结合杭州亚运会特

别节目 《亚运时间》 全流程案例，阐述虚拟技

术是如何赋能新闻节目，新闻节目选择虚拟技

术的优势以及未来虚拟技术应用于新闻节目的

发展趋势。

关键词：虚拟技术 新闻节目 全流程应用

一、虚拟技术对新闻节目的赋能

虚拟技术其本质是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构

建数字化的时空配合多种终端以延长人的感官

体验。例如一款 VR设备的游戏、一场应用 XR
技术的电影、一次使用AR效果的连线等等。在

新闻媒体行业目前对于虚拟技术应用较多的则

是 VS技术进行节目的拍摄。VS技术是一种以

拍摄绿箱画面，后期进行抠像，再与计算机同步

构建的虚拟画面进行合成的技术，它改变了媒体

传统的拍摄节目方式，然而带来了更多视觉效果

上的延伸。

（一）突破时空限制

VS技术一大优点便是在节目拍摄过程中可

以突破时空上的限制。得益于计算机GPU的发

展，目前计算机可以在 1秒内渲染出 30帧以上影

像级的画面效果，以假乱真；而CG行业的发展也

使得目前CG设计师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各种三维

软件或者各类三维资产库构建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两者结合让节目中虚拟场景出现变得可行

便利，节目真实的拍摄场地只有一个36平方米的

绿箱，大大节约了各项场地、置景的成本，最重要

的是新闻行业时效性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本次

杭州亚运会特别节目《亚运时间》作为一档体现

杭州本土特色、亚运元素、当天新闻播报的日播

《《亚运时间亚运时间》》中虚拟技术的中虚拟技术的
全流程应用与创新全流程应用与创新

徐郑超

辑和审片时，我们对其“泪洒”画面做了适当保

留，删除了其情绪相对较激动的部分，并保留了

教练对于训练方法“阐释”的说明，以维护好访谈

对象的形象，同时避免观众产生对该项目训练方

法的误解，以保证节目播出后的积极影响。

新闻访谈通常涉及主题、个体、组织或事件

的深入探讨，记者与访谈对象面对面或远程交

流，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在报道

中呈现更全面的画面，传递访谈对象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以上几点是笔者在亚运期间参与访谈

节目后梳理的粗浅经验。大型体育赛事中做访

谈报道，不仅要提前策划、深度介入，还需要不断

调整方案和团队整体协作。在后续的大型体育

赛事中，如何做出影响力更大、更出圈的访谈报

道，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①胡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媒体运行特点

分析与启示——以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为例》，《传媒》，2021年3月版，第71-73页。

②钟伟《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2022

年7月版，第15-16页。

③勾志霞《调查研究是记者不可缺少的基

本功》，《求是》，2014年第8期，第59-60页。

④张慧娟《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情感的驾

驭》，《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3月版，第

75-76页。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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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节目，虚拟技术在时空上的赋能显得尤为明显。

（二）构建幻想世界

VS技术另一大优点在于其可以较为轻松地

做出真实拍摄中无法完成的画面，通过 CG设计

师所刻画的一些动效可以让在不违和的情况下

做出超出观众预期外不符合现实的画面效果。

目前新闻节目中使用较多的实现效果有两种，分

别在于虚拟场景的设计变化与虚拟前景的呈现

展示。比如主持人所在虚拟场景，通过动效变化

可以让主持人在从杭州瞬间到达上海，而真实的

主持人一直处在绿箱之中，这便是场景上的变化

效果。虚拟前景可以是一块展现连线嘉宾从无

到有变化的虚拟大屏，甚至通过视觉差可以展现

主持人与虚拟屏的手势互动、主持人与连线对象

面对面真实交流等视觉效果。本次《亚运时间》

也大量运用了这两种虚拟效果极大丰富了画面

变现力。

二、亚运虚拟节目《亚运时间》虚拟技术全

流程应用实例

《亚运时间》作为今年杭州亚运会特别虚拟

节目在今年各种虚拟新闻节目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它汇聚了目前台里虚拟最成熟的各项技

术手段，同时也有新的形式上的突破。通过运用

已经十分熟练的VS系统，各部门人员相互合作

总用时将近一个季度的虚拟节目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节目准备、录制当中虚拟技术到底做了什

么？应该怎么进行虚拟节目的推进？又会产生

哪些问题？

（一）时间的分配

本次《亚运时间》总用时大约一个季度，但是

节目的总跨度大约长达半年之久。虚拟节目前

期准备时间往往大于实际录制时间，由于虚拟节

目的独特性，虚拟场景经常在节目内容出炉之前

就需要设计并进行完善。因为虚拟节目的独特

表现力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虚拟场景上，因此，前

期准备时间十分漫长。

《亚运时间》从今年第二季度就开始前期的

虚拟场景设计阶段，这一阶段内需要确定虚拟场

景的设计与构建。这一阶段又可以大致分为场

景前期规划与设计制作改进两个阶段，前期规划

占用一周左右，需要 CG设计师团队对于节目中

提出的文字要求进行虚拟场景的参考图设计与

白模设计。通过大约两次左右的节目组、技术部

门、设计师团队三方会议确认最后场景设计方向

即开始实际场景构建。

场景构建制作横跨了一整个季度。在做好

参考图各方满意后即拿出初版的虚拟场景模型

工程，之后的数次场景则是为了美观的修改、为

了稳定的优化。修改优化是一件无止境的事情，

9 月既是亚运会开幕的节点，也是节目开播时

间。修改优化是在开播前最后一刻才最终完成。

通过一整个季度的制作，虚拟场景已基本满足节

目需求之后便是上机通过VS系统进行技术上的

准备与调试。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周时间，处于

9月中旬节目开播前期。

随着杭州第 19届亚运会开幕，《亚运时间》

也随之开播。节目播出时间与亚运会时间相当，

在每天晚上 7点半开始进行虚拟节目录制。每

天录制前半个小时需要准备好各种虚拟设备正

常运行，同时这个时间也是修改每天不同新闻虚

拟中素材的时间。在整个亚运期间，《亚运时间》

以一日一期的频率播出了整个月直到最后的亚

残运会闭幕式。

（二）人员的调配

一档虚拟节目的人员构成较传统拍摄方式

的人员构成有所增减。在本次《亚运时间》特别

节目中，虚拟技术方面可以涵盖三个部分的人

员：虚拟场景设计人员即CG设计师，他们负责早

期参考图设计、三维模型制作、UE引擎中虚拟场

景的灯光搭建材质制作、虚拟前景设计以及一部

分UE蓝图编译，一人在录制现场进行调整，其余

大约 5人的设计小组在后方负责大多数工作量；

虚拟技术人员主要负责UE蓝图编译、Ross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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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系统配置、抠像参数设置等，一人在录制现场进

行保障；最后是传统节目录制技术部门，绿箱摄

像、绿箱灯光、摇臂、音控、演播室技术、放像等

人员。前期场景准备制作阶段主要以虚拟场景

设计人员为主，更重视美术、创意、节目形式等方

面；录制前调试时间段以虚拟技术工程师为主，

更重视精准、稳定、优化等方面；录制中以演播室

技术为主，更重视安全、各流程配合、灵活应急等

方面。

（三）虚拟场景的设计

本次《亚运时间》虚拟场景从前期规划中已

经确定整体为站播。主持人播报的节目形式则

在设计中需要考虑画面整体构图中主持人与虚

拟场景的比列关系。在一般虚拟节目中为了体

现更多的虚拟内容，主持人所占画面镜头比例在

全景景别中会比实景节目少一点，即主持人会显

得小一点。在本次虚拟场景设计中，主持人所在

的主房间较一般房间空间更大、主持人右侧展示

的虚拟大屏前景效果甚至达到了 2米的高度。

场景的整体设计需要满足亚运与杭州、信息

与传统的两对融合。本次的主房间设计地屏以

数字 0与 1排列，但天花板设计又充满中国传统

纹样的镂空设计，房间左侧立柱借鉴杭州良渚文

化出土的玉琮样式，右侧墙体之前放置了本届杭

州亚运会的 logo浮雕与亚运吉祥物。房间后方

则是现代感十足的落地窗，为的是展现房间外更

多虚拟城市场景，落地窗被经常用于虚拟场景的

设计当中。

虚拟演播室房间本身的设定就是位于杭州

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内一间虚构的房间，窗外的

远景则是符合从综合训练馆朝西北方向延展出

去真实亚运村的景观。从近到远可以看见各色

杭州地标，从最近的杭州奥体中心网球场、体育

中心，位于河对岸的游泳馆再到最远处钱塘江对

岸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都按真实位置比例放在

虚拟场景中。同时为满足落地窗外取景的构图

和谐与美观，除了地标之外，建筑物都做了适当

的比例和位置的调整。

（四）虚拟场景的制作

虚拟场景制作阶段是十分漫长同时十分重

要的过程，是整个虚拟节目视觉变现力上工作量

最大、最重要的一环。CG设计师在方案确认后

需要考察实地的建筑物形态来进行三维的建模，

运用Maya、3DS等建模工具复刻杭州市地标建筑

和主演播室房间的内部置景。在模型做好后，导

入UE引擎如同搭积木一般把每个模型放置在空

旷的虚拟世界中。运用UE的材质系统创建每个

模型所需要的材质来实现不同模型展现的不同

纹理、材质、光泽等视觉效果。例如，落地窗需要

玻璃的材质，就需要修改它的透明度 opacity 参

数；地屏需要自发光的效果，就需要将地屏本身

的 base color 颜色贴图，再附着在 emissive color
发光通道上。材质的附着让不同模型产生不同

的表现效果，之后便是UE引擎中灯光的创建与

调整，为照亮整个世界需要天光、平行光来提供

光线，同时产生简单稳定符合真实的阴影，让虚

拟场景进一步贴近现实。在一些细节区域，例如

演播室房间内部的亚运 logo吉祥物、地标夜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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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灯光效果则需要进一步运用点光源、聚光灯等

UE灯光系统加以光影效果的刻画，以丰富细节

区域的视觉效果。

做完模型、材质、灯光，虚拟世界基本上已贴

近真实世界，但还不够，它是静止得如同一幅画。

在让虚拟场景动起来的过程中，则使用UE的 Se⁃
quence动画系统和动态天空、体积云等功能，前

者可以实现诸如虚拟大屏的展开与消失的动画

效果，后者可以实现昼夜的流逝、云朵的运动。

最后在场景搭建完毕后即为蓝图 BluePrint的编

译，例如在节目录制中，要想在特定时间展示虚

拟大屏里的内容，就需要写入播放此动画段的蓝

图。在蓝图系统中为它配置相应的触发按键即

可实现。

（五）软硬件的协同

在前期阶段，主要工作以 CG设计师构建虚

拟场景为主。到了录制前一周的场景上机调试

与正式录制阶段，主要工作就更加导向演播室技

术部门与虚拟技术工程师的多方配合协同上。

在虚拟场景调试阶段，首先需要虚拟技术工程师

完成对摄像机在真实绿箱中的定位，即测量摄像

机与绿箱原点的三维空间距离，在虚拟场景中以

相同比例、相同位置与虚拟摄像机进行对接，同

时保证真实摄像机推拉摇移等带来的 Pan、Tilt、
Zoom参数变化，实时同步虚拟摄像机，使得绿箱

画面与虚拟画面的取景一致，以此来保证跟踪不

会跑偏，往后可进行后期的录制准备。

在每天《亚运时间》录制前，首先需要虚拟技

术工程师调试渲染机，即UE引擎正常工作、蓝图

运行状态正常、引擎内进信号源正常、每日新的

资产替换、虚拟摄像机跟踪符合真实摄像机运

动。在虚拟设备全部正常之后，则需要最后的录

制准备中，主持人一般提前 5—10分钟进绿箱，

灯光师根据每天不同主持人的妆发、衣服颜色布

上均匀的绿箱光照效果，摄像根据主持人站位、

高矮框定机位。一般来说，机位的选择需要摇臂

带更多虚拟场景的起伏和主持人比例较大的落

伏，定机位则是主持人单人中景镜头。确保机

位、布光后，就需要对真实摄像机拍摄的绿箱画

面使用色键器进行抠像，最后在渲染机内形成主

持人在虚拟场景中的效果。录制中虚拟技术负

责蓝图的触发，即虚拟场景中大屏前景等效果的

动画效果，摇臂进行更多运动丰富的镜头。

（六）问题的解决

无论是在前期设计亚运虚拟场景，还是工程

上机调试阶段，技术上的问题总是接踵而至。《亚

运时间》场景设计阶段，问题最突出的便是本次

虚拟场景内元素过多，已经超过录制时渲染机的

GPU渲染上限。这对于录制甚至是有几天的节

目直播是十分危险的。设计师与工程师在交流

后，解决的方式是保证杭州地标建筑与虚拟演播

室房间效果在一些不是重点的细节方面进行模

型的遮挡、灯光的删减。例如，房间落地窗左侧

放置一栋高楼来阻挡后方更大面积的视线，在后

方看不见的地方大量删减模型数量。除了取巧

的模型替换遮挡，灯光的消耗更是UE渲染机的

大头，尽量使用静态光外加烘焙，只在动画中使

用可移动光也是优化场景的一种方式。

录制阶段时抠像问题也是经常发生。一般

来说像本次《亚运时间》多位主持人轮流报道的

节目录制，需要为每个主持人单独设置一套色键

方案，但是由于当天的布光、服装等影响，方案出

现的效果并不好。此时就需要多工种配合进行

调整，有时是在主持人面前补面光，有时则需要

摄像机光圈的调整，又或者主持人的妆发的调

整。修改后虚拟技术，再对色键器键密度等参数

进行调整，以便最终得到满意的主持人画面视觉

效果。

三、虚拟技术在新闻节目中的未来展望

（一）虚拟数字人应用

除了 VS 绿箱虚拟技术，在本次的《亚运时

间》中还有一些别的虚拟技术应用的桥段。在新

闻类虚拟节目中使用除VS技术外的虚拟尝试也

越来越多，谷小雨数字虚拟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每天的《亚运时间》在结尾处都会有一条特

殊的片子是谷小雨进行新闻播报的画面。目前

谷小雨已经可以实现当天中午出稿子，下午出带

口型、带动作、带语音的渲染精度较高的成片。

在《亚运时间》中谷小雨的出现也很好地调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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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在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火炬传递系列活

动中，浙江广电集团承办了《杭州第 19 届亚运

会火种采集仪式》《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火炬传

递启动仪式和收火仪式》《杭州第 19 届火炬传

递杭州站起跑仪式和收火仪式》《杭州第 4届亚

残会火种采集仪式》《杭州第 4届亚残会火炬传

递启动仪式和收火仪式》五大仪式活动的策划、

导演和执行工作，具体由电视教科影视频道完

成此项工作。集团还承担了杭州亚运会、亚残

运会 14 个城市火炬传递的电视信号制作及转

播工作，其中教科影视频道完成电视信号制作

10场、钱江都市频道完成 4场，播出平台均为浙

江卫视。教科影视频道还创意拍摄了由王一博

和中国男子 4×100接力队主演的火炬传递主题

曲《燃》。

火炬传递系列活动是整个亚运会、亚残会的

开门炮，浙江省委省政府、亚组委和浙江广电集

团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集团将其作为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在集团统一部署下，教科影

视频道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对标

亚运会“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和省领导

对火炬传递“安全、有序、顺畅”的总体要求，紧

紧围绕“精益求精、万无一失、只留经典、不留遗

憾”的工作目标，集中力量全力打赢这场高要求、

高标准的硬仗。经过半年时间的鏖战，圆满完成

了火炬传递的各项任务。

一、锚定“万无一失”，紧盯“绝对安全”

“安全、有序、顺畅”，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安

全”作为火炬传递总体要求的第一位，其重要性

无需赘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导演单位的

五大仪式活动，硬件设备方面，导演组制定了电

源、大屏幕、音响等设备的应急预案。电源方面，

采用了直通电源+UPS存储电源和发电车电源三

方面的电力保障方案，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

LED大屏幕也有一主一备两路播放器；音响方

面，话筒、放音、扩声等设备也都做了双备路。每

场活动排练时，导演组在电力、大屏、音响等设备

使用上都做了反复切换演练，确保在主路设备出

现问题时，备用设备能够做到瞬时无缝衔接，并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在设备线路的接口处加以安

全保护，确保硬件设备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高起点谋划高起点谋划 全媒体传播全媒体传播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系列活动复盘

张 欣 张晓峰 陈 瑞

节目的风味，加入了许多新潮、活泼的感觉。未

来谷小雨也会登上越来越多的节目与活动。虚

拟人的虚拟技术在节目中应用也会越来越丰富。

（二）AI技术

AI技术本质上和虚拟没有关系，但是它如

果可以和虚拟技术融合，那将会是 1+1＞2的效

果。未来新闻节目中虚拟的场景可以使用AI高
效的艺术创作以大大降低CG设计师的重复工作

量；虚拟人的应用也可以引入AI的技术，在录制

中实时进行动作、语音、口型的生成，让虚拟人如

同真人一般方便节目的录制。虚拟人本身甚至

可以和AI思维融为一体作为一款产品与观众面

对面的互动。

四、结语

《亚运时间》虚拟项目融合了目前最成熟的

VS虚拟技术，以及新兴的虚拟数字人技术。本文

以《亚运时间》为案例全流程阐述了目前新闻行

业中虚拟节目的前期规划、中期制作以及后期录

制中包含的理论基础与应用方法，以及未来虚拟

技术应用的发展，为融媒体时代新闻节目的创新

变革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技术平台。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技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