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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一、准备阶段 

⚫ 2022 年 07 月，项目立项并筹备组织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 

⚫ 2022 年 07 月，召开工作组启动会议，标准工作组提交工作计划及人员组成等方

案。 

二、调研阶段 

⚫ 2022 年 07 月，进入调研阶段，标准编制组前期以资料调研方式，收集相关标准、

项目文档进行大纲设计； 

⚫ 2022 年 07 月，标准编制组以标准大纲草案为基础，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单位进

行调研，分析讨论、资料整理、汇总。 

三、起草阶段 

⚫ 2022 年 08 月，标准编制组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充分听取各单位的意见并研究

相关资料； 

⚫ 2022 年 08 月，形成标准草案稿。 

四、草案稿研讨阶段 

⚫ 2022 年 08 月，召开了工作组内部标准草案稿的工作组研讨会，标准编制组针对

研讨会上的相关问题； 

⚫ 2022 年 08 月，明确标准的各模块内容，对草案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征求意见阶段 

⚫ 2022 年 08 月，标准编制组完成《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征求

意见稿、编制说明； 

⚫ 拟定于 2022 年 09 月完成《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征求意见

公示，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 

⚫ 拟定于 2022 年 09 月 20 日前，召开《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

专家审查会。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又称虚拟实境或灵境技术，是 20 世纪发展起

来的一项全新的实用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囊括计算机、电子信息、仿真技术，其基本实

现方式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利用并综合三维图形技术、多媒体技术、仿真技术、显示

技术、伺服技术等多种高科技的最新发展成果，借助计算机等设备产生一个逼真的三维

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的虚拟世界，从而使处于虚拟世界中的人产生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 VR 技术的需求日益旺

盛。VR 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并逐步成为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领域。 

虚拟现实技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用户可以在虚拟现实世界体验到最真实的

感受，其模拟环境的真实性与现实世界难辨真假，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虚



拟现实具有一切人类所拥有的感知功能，比如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知系

统；最后，它具有超强的仿真系统，真正实现了人机交互，使人在操作过程中，可以随

意操作并且得到环境最真实的反馈。正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存在性、多感知性、交互性等

特征使它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与人类学习生

活的结合必将更加紧密。 

培训培训是给有经验或无经验的受训者传授其完成某种行为必需的思维认知、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过程。知识经济时代，是以信息和知识的大量生产和传播为主要特征。并

以每年 18-20%的递增率发展。然而，与巨大的信息和知识量相比，学习者将会发现自己

的“知识贫乏”，已有的知识正变得支离破碎，学习的速度太慢，要学的知识太多，这

是由于个人学习的有限性和滞后性与知识增长的无限性和快速性产生极大反差造成的。

培训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现代培训只有在观念、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变革，才能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将虚拟现实技术与培训相结合，使被培训者在学习过程中，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操作。一方面，可以减少场地或其他教具的成本投入，二

是可以让被培训者实时操作，更快地吸收新知识，应加以实操，提升学习效率。 

目前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的无相关标准，但四川省对虚拟现实技

术在心理健康、旅游方面的应用有制定地方标准，虚拟现实使用的设备有GB/T 38259-2019

《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通用规范》，虚拟现实应用软件相关标准有 GB/T 

38258-2019《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应用软件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虚拟现实实操平台相

关标准有 DL/T 2319-2021《带电作业虚拟现实实操平台》。因此，为拓展虚拟现实在实

际生活中的应用，推动虚拟现实按行业发展，为培训行业开拓发展方向，急需制定《培

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团体标准，指导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制定《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团体标准能更准确有效的指导培训

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合法合规、精准有效地应用。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原则性：标准的格式严格按照GB/T 1.1最新版本的规定进行编写。  

适用性：根据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水平和产品特点，制定的标准充

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产品质量，促进我

国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产业的优化升级，也可以更好地满足政府监管部

门对相关企业的有效监管。  

先进性：现阶段，关于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无相关的国家

标准，有DB51/T 2544-2018《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应用指导规范》、DB51/T 

2545-2018《虚拟现实技术在旅游行业应用指导规范》两项地方标准，结合培训行

业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特性，制定《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团体

标准。  

协调性：制定的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指导规范标准与国家现行的法

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参考引用的标准： 

GB/T 38259—2019 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通用规范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培训行业应用的功能及性能、环境及交付、使用流程

及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培训行业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指导和评价。 



二、术语和定义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VR 

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生成的逼真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多

感官一体化的数字化人工环境，用户借助一些输入、输出设备，采用自然的方式与虚拟

世界的对象进行交互，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亲临真实环境的感觉和体验。来源为GB/T 

38259—2019中定义3.1条。 

三、应用的功能及性能 

对虚拟现实应用中的显示渲染、虚拟漫游、数字重塑、交互追踪、3D全景图片、培

训、VR直播的功能及性能提出指导意见。 

四、应用环境及交付 

1.应用环境应满足安全要求、软硬件使用的空间要求、光线要求及软硬件运行的网络

通信要求。 

2. 产品研发完成后，应同时交付满足合同要求的完整应用、配件及产品说明书等。

配件包括但不限于屏幕、相机、键盘、鼠标、手柄等，产品说明书内容应至少包含环境

要求、使用者安全要求、应用适用范围、知识产权说明、操作指南、注意事项等。 

五、使用流程 

执行虚拟现实技术服务，应按照标准的流程进行，使用流程根据使用者体验的终端

不同而存在差异，通常虚拟现实在培训行业的体验终端包括移动端、PC端、VR一体机以

及专业虚拟现实体验机器。 

本章给出了移动端/PC端使用流程的示意图及流程描述。 

六、应用评价 

收集使用者的应用数据，对数据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用于应用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

可用多种方式收集评价效果，例如应用使用评价的评分制或者大数据的算法等。 

对显示渲染、虚拟漫游、数字重塑、交互追踪、3D全景图片、培训、VR直播的评价

方向提出指导意见。 

从使用者的角度，对外部设备、虚拟现实产品内容的获取方式、虚拟现实产品内容

的使用效果、产品运行流畅度、产品清晰度、产品功能逻辑正确性使用、产品易用性使

用评价、产品使用安全性评价、产品临场感使用评价、产品制作内容评价、信息反馈渠

道、产品目标定位、虚拟现实产品适用性、产品总体满意度、虚拟现实技术使用、虚拟

现实技术拟真还原度、虚拟现实技术使用者感受、应用内置程序等方面的评价基础指导

意见，并对社交媒体评价、电话评价、邮件评价、在线留言评价、书面评价、口头评价

等评价方式的评价放线费提出指导意见。 

七、附录A 

对使用者的安全做出提示。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组织措施：在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

宣贯小组。 



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