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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游戏相关的技术主要有三大块

一、空间定位 二、动作扑捉 三、游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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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定位技术又分为两种：

1、可见光空间定位技术

2、无线电波空间定位技术

     （包括GPS，红外，激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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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见光空间定位技术的简单实现方式

• 1）、安装好高速摄像头，对着场景快速拍照。

• 2）、定位物体必须要有marker。

• 3）、通过图像处理技术，轻易得到marker在图像中的位置。

• 4）、根据安装摄像头的位置和方向信息，根据透视投影原理，marker能得到一条空间射线。

• 5）、如果同时有两个（或者多个）摄像头同时照到这个marker，那么可以同时得到两条空间

            射线，两条空间射线的交点那就是marker在空间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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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空间定位优点：

• 技术成熟，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算法还是实际操作，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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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空间定位缺点：
• 1）、过度依赖于环境，一旦环境光源发生变化，可能出现错误。
• 2）、marker容易被遮挡，所以需要多摄像头，尽量无死角。
• 3）、价格高昂。一个高速摄像头普遍在人民币2w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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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线电波空间定位技术

• GPS（北斗）空间定位
• 红外空间定位
• 激光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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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单的实现方式

• 1）、空间中放置N个无线电波接收器，固定好位置。
• 2）、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发射无线电波出去，加上时间戳或者是通过其他一些办法能计算    
            到时间戳。
• 3）、每一个接收器接收到电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根据时间差，能计算到发射器到接收
            器的距离。
• 4）、根据到不同发射器的距离，甚至不需要角度，N个球的交点，就是发射器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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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波定位存在的不足

• 1、精度问题。GPS的精度一般能达到10米以内，这个精度做导航足够，但是在VR游戏

            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这个精度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

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 1）、无线电波在真空中速度是恒定不变的，但是在穿透云层，大气层等等不确定环境中，速度

            会发生细微变化。而由于光速太快，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最终可能很致命。

• 2）、原子钟技术的制约。众所周知，光速是30wkm/s，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光从A点到B  

            点的时间，精确到毫秒，微秒，是完全不够看的。

• 2、成本问题。HTC  VIVE，已经算比较低成本而且效果不错的空间定位系统了。但是6888的售价还是让

         很多个人玩家望而却步。而据说诺亦腾的红外定位方案，成本则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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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作捕捉技术。
• 1、光学动作捕捉技术。

• 2、惯性动作捕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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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学动作捕捉技术简单实现

• 1）、在身上合适的关节点做上maker。
• 2）、多摄像头通过图像处理技术时刻得到任意marker的空间坐标。
• 3）、空间坐标串连起来得到完整骨骼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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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动作捕捉的不足

• 1、体积巨大，臃肿。
• 2、使用不方便。
• 3、价格昂贵。
• 4、怕遮挡，一些动作（例如扭打）捕捉可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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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惯性动作捕捉系统的简单实现原理

• 1、任意曲线可以细分为无限多个线段
• 2、传感器获得角度，角速度，加速度。
• 3、根据位移公式 S = V * t  + 1/2 * a *t^2。或者直接两次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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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动作捕捉的优势

• 使用相对简单
• 价格便宜，国内诺亦腾的整套设备预售价1.8w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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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动作扑捉仪的不足

• 无法解决误差累积问题。
• 需要配合其他方式一段时间做一次绝对坐标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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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R游戏展示技术

• 预计未来会大热的“绿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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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抠”技术大概实现原理：

• 1）、用一个摄像头对着人拍照，得到实时视频。

• 2）、视频传到游戏端，硬解。

• 3）、在后处理中写一个shader，把视频图片做

            一个mask，一个简单的色差计算即可。

• 4）、把图片混合到游戏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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