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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virtual reality telecommunication (VRT)in a broad sense．and pre— 

sents the structure and reference model of VRT．At last，a realization method of VRT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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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软件技术带来了通信的发展高峰，以光纤通信 

为主干网，互联其它多种通信方式 ，如卫星移动通信、陆地公 

共移动通信(包括 GSM、IS一95)、xDSL、多媒体通信、B—ISDN、 

可视 电话 、信息高速公路 、个人通信及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CSCW)等 ．尤其是3G．描绘 了一个数据速率高、使用方便的 

有线与无线互联通信网络 ，另一方面 ．虚拟现实作为人机理想 

交互界面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 ．1998年作者提 出了 

个人灵境综合业务通信的概念[】]。2000年 Komiya Ryoichi提 

出了面 向人与人之间多媒体通信的虚拟现实通信系统 (Vir— 

tual Reality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2]。本文进一步扩展 

了这些 概念 ．在广泛 的意 义上 提 出了虚拟 现 实通信 VRT 

(Virtual Reality Telecommunication)的概念．给出了 VRT系 

统结构和参考模型 ．最后阐述 了 VRT的实现方法。 

1 虚拟现实通信(VRT)的概念 

虚拟现实通 信(VRT)是 指任何人、任何时 间、在任何地 

方以 自然交互方式进行 的人与人或人与机之 间的双方或多 

方、移动或固定的综合业务通信[2。 “]。可见 ．VRT通过把个 

人通信 、虚拟现实 、计 算机支持 的协同工作、多媒体通信等方 

面内容有机 地融为一体 ．依靠一个多功能虚拟现实通信终端 

VRTT(Virtual Reality Telecommunicaton Termina1)以虚 拟 

现 实(VR)交互方式、按需选择通信服务 ．实现语音、图像、文 

本 、数据 (包括人的各种五官信 。])等的综合业务服务。如双 

方通信 、多方会谈、虚拟旅游 、电子购物、远程遥控操作、居家 

工作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操作等等 。VRT通过建立一个会 面 

的虚拟空 间而实现通信的两个人具有在同一地点、同一时 间 

会面的通信，这种通信方式称为面对面通信[2]。 

综上所述 ，Ⅵ 依靠高速数据传输和虚拟现实技术构造 

了具有现场真实感的通信交互虚拟环境。 

2 VRT系统组成和工作流程 

2．1 系统组成 

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它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口]：(1)广播 

电视中心 ，为用户提供免费或有偿广播 电视服 务 ．共 N个 ； 

(z)公用共享数据库 ．为用户提供各种服务的公用数据库 ．如 

虚拟旅游、图书检索 、公用信息咨询等 ，共 M 个 ；(3)专用控制 

／数据库 ．为用户之间的协同操作提供控制 和数据资料 ．如完 

成 电视会议、多人协同操作等 ，共 L个 ；(4)本地控制监视终 

端 ．为用 户提供异地监视、控制等服 务，如遥控操作等 ．共 K 

个 ；(5)交换网，在信令网的控制下，完成各种不同业务所需 的 

链路连接和数据可靠传输 ；(6)公共信道信令网 ．提 供各种链 

路建立 、释放等业务控制功能；(7)P和动态存贮器．P是相应 

框图为能接受其它用户访问和实现其功能而供对方下载的应 

用程序，动态存贮器用于通信时存贮对方的应用程序 P，它们 

是实现 VRTT多功能集成的核心；(8)只读存储器 ，用于存储 

最普遍使用的应用程序 ；(9)SPPS静态图像处理系统 ．分为收 

发两个系统；(10)MPPS动态图像处理 系统 ，分为收发两个系 

统 ；(11)VPS语音处理系统，分为收发两个系统 ；(12)TPS文 

本 处理 系统 ，分 为收发两个系统 ；(13)OPS其它 多媒体信 息 

(如触觉等)处理 系统 ．分 为收发两个 系统 ；(14)接 收／发送 

VR虚拟环境产生器．可 以接收数据 ．也可 以发送 数据 。所 提 

供的虚拟环境实现 了人机 自然交互 ；(15)信令分析 和信令产 

生 ．前者对接收信令进行分析 ，后者根据信令分析的结果，产 

生相应的控制信令．它们共同完成业务控制 ；(16)存贮设备和 

打印机．提供数据存贮和打印服务。 

2．2 系统工作流程【5 

以虚拟旅游为例 ，描述系统的工作流程。 

第一步 ，VRTT 向提供虚拟旅游服务 的公用共享数据库 

申请服务业务 ．于是依靠公 共信道信令网建立起 Ⅵ TT和公 

用共享数据库之间的链路连接；第二步 ，公用共享数据库将其 

应用程序 P传递到 VRTT的动态存贮器 ．Ⅵ TT回答正确接 

收 ；第三步 。公用共享数据库将 Ⅵ TT 申请 的服务业务传递 

给 VRTT．在应用程序 P的作用下，用户即可 在 VRTT上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接收虚拟旅游等服务；第四步 ．服 务完毕拆除 

用户服务链路。 · 

可见 ．VRTT之所以能多功能集成 ．适 应各种不 同的业 

务 ．关键在于软件“应用程序分布存贮”和“动 态存贮器”及硬 

件结构的不变性0 ]。 

5 VRT实现 

Komiya Ryoichi提 出了三种实现模型 。本文给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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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VRCs通信 

vRT 实现 的结构参考模型 ，如图2所示。若通 信系统 不采用 

Ⅵ一2或 Ⅵ一3，则其为当前 的通信系统或通信概念，有不 同的组 

合 。当然还可 以演绎 出其它系统结构，如由 I一3(有线 )、I-1、 

I一1、Ⅳ一1、Ⅳ一1组成的基于电话线或网络的具有协同协作特 

性的 NetMeeting系统[ 】，等等 ；若通信系统采用 Ⅵ一2或 Ⅵ一 

3，则其为 VRT，有不同的组合 ，例如 ，由 I一1(有线 )、I-1、I一 

1、Ⅳ一1、V一1、Ⅵ一2组成 的 VRT[ ，等等 。特别是 ，智能业务层 

完成的功能包括按需申请业务 ，如业务种类(语音、静态图像、 

视频等 、三维环境 、协同交互方式等)、业务质量(数据数率、时 

延等)等等 ，因此理想的 VRT兼容现有的通信方式。 

未来的虚拟现实技术 (3) 

人机交互接 口(vI) 现有虚拟现实技术 (2) 协议 

斑 右 平 而 一维 夺 百 协 同 拮 术 n ) 

适用于未来的网络智能业务 (2) 智能业务 (V) 协议 

现有的智能业务 (1) 

未来的图像处理技术 (4) 

高清晰度立体图像 (3) 图像 (Ⅳ) 协议 

高清晰度图像 (2) 

压缩图像 (1) 

未来的资料处理技术 (2) 资料 (I) 协议 

存贮、打印 (1) 

未来的语音处理技术 (3) 

语音 (I) 高保真立体语音 (2) 协议 

压缩编码语音 (1) 

未来的网络技术 (4) 

全球网(有线和无线)(3) 传输与网络 (I) 协议 

广域网(有线和无线)(2) 

局域网(有线和无线)(1) 

图2 VRT系统结构参考模型 

实现 VRT关键 技术很多[g ，例如，空时处理、调制解 

调、数 据压 缩 、纠错 编 码、三 维 成 像、网 络 协议 、业 务质 量 

(QoS)控制，等等，概而言之，这些技术可分成四类：(1)高速 

效据传输 。包括有线和无线信道。特别是无线信道上的高速效 

据传输 ；(2)高速数据实时处理 ，特别要求接收端的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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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3)网络(有线和无线)协议技术；(4)虚拟现实技术。 

目前，在部分功能和空间局部范 围内，VRT在有线或无 

线网络上可以实现[． 】。 

结束语 VRT同 目前通信网和通信概念相 比，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 ：(1)VRT各种数据之间和数据本身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时空约束关系，要求 VRT必须提供与之相应 、灵活多 

样 的数据传输方式和服务质量 (QoS)控制 ；(2)VRT终端采 

用VR交互方式，使得它在技术上更复杂、所提供的通信业务 

种类也更多；(3)VRT的数据传输速率从低到高覆盖范围更 

广，尤其是高速数据传输速率更高；(4)VRT将移动的个人通 

信 、固定的综合业务通信和虚拟现实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之成为一种新型的通信方式 ，其用途更加广泛。 

VRT实现依赖高速数据传输、虚拟现实、计算机 、数据压 

缩 、软件、通信协议等技 术的发展，3G／4G 和高速有线网络的 

发展可能成为 VRT的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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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另外一组数据模式聚类的结果 ，图中的两个近似椭 

圆共有4个交点。 

0 I 2 3 4 5 6 7 8 9 10 II I2 I3 

图3(a) 

0 I 2 3 4 5 6 7 8 9 10 II I2 13 

图3(b) 

0 I 2 3 4 5 6 7 8 9 10 II 12 13 

图3(c) 

图3 (a)包含两个交错椭圆(四个交点)的数据 点分布 

图(b)用 k平均算法初始化 的聚类图．(c)用 中心 

对称聚类算法得到的结果 

图4 Ca) 图4(b) 

图4(c) 

图4 Ca)原 图片．(b)经过边缘提取和二值化处理，除噪 

声处理后的图．(c)经过聚类算法后的人脸定位 

人脸的形状也是近似椭圆形 ，所以本 文的聚类算法也可 

用于人脸识别中的人脸检测。如图4所示，图4 Ca)是一幅包含 

人脸的图片 ；图4Cb)是经过边缘增强 以及二值化后的图，其边 

缘 由一系列数据点组成 ；图4(c)是用本文算法聚类后检测 出 

的人脸位置。 

总结 本文提 出的中心对称聚类算法，综合了 k平均算 

法和基于对称的相似性度量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聚类算法 

确实能有效地找到有 中心对称性质的数据聚类 ，可以用于人 

脸识别中的人脸检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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