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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增强现实技术的目标是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与用户周围的现实环境融为一体，使用户从感官效果
上确信虚拟环境是其周围真实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增强现实技术具有虚实结合、实时交互、三维
注册的特点。围绕这三方面，本书主要介绍增强现实系统的标定方法、实现虚拟与真实环境无缝融合
的显示设备、有标识的六自由度跟踪注册技术、无标识的六自由度跟踪注册技术以及适用于移动终端
的增强现实系统，并给出了典型的应用实例，包括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轻量级飞行模拟器开发和基于
增强现实技术的圆明园数字重现定点观察设备。
王涌天、陈靖、程德文编著的《增强现实技术导论》可作为计算机、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
生、研究生的教材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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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涌天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国际工程光学学会资深会员（SPIEFel－low）
、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期在技术光学和虚拟现实领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成像
和照明光学系统设计和CAD，新型光学元件，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系统和应用，医学图像处理
与手术导航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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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目前看到最全面的论述AR的书籍，出版于2015.6,展现了AR详尽的历史与技术概要:显示-交互-注册
。书籍分类于光学工程，需要不少学科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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