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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T/UWA 022拟由五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描述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通用的功能要

求和性能要求。

——第 2部分：光学动作捕捉系统软件接口标准。目的在于规定光学动作捕捉系统的外部软件接口。

——第 3部分：惯性动作捕捉系统软件接口标准。目的在于规定惯性动作捕捉系统的外部软件接口。

——第 4部分：数据手套软件接口标准。目的在于规定数据手套的外部软件接口。

——第 5部分：脸部捕捉系统软件接口标准。目的在于规定脸部捕捉系统的外部软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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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通用的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的设计、研发和测试，其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

于影视、游戏等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247-2019 《信息技术 增强现实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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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WA 022.3-2023 《信息技术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 第3部分：惯性动作捕捉

系统软件接口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以及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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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247-2019，2.1】

3.2

可穿戴式设备 wearable device

用户可以直接穿在身上或是整合到用户的衣服或配件上的便携式设备。

3.3

动作捕捉 motion capture

测量、跟踪、记录人或者其他运动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运动轨迹的技术。

3.4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 wearable motion capture system in virtual reality

通过让用户穿戴便携式设备以满足虚拟现实应用中动作捕捉需求的系统（区别于使用结构光、摄像

机等无需接触人体的动作捕捉系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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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骨骼系统 human skeleton

人体位姿描述的基础，定义了人体可活动关节的数量和它们之间的运动传递关系。

3.6

人体位姿 human pose

通过人体骨骼系统描述的人体运动关节的位置和朝向。

3.7

手部位姿 hand pose

人体手部各个关节的位置和朝向。

3.8

脸部位姿 face pose

人体脸部的位置、朝向和表情。

3.9

大范围光学动作捕捉 wide-area optical motion capture

工作范围可达到百平米以上，使用光学传感器得到人体位姿的动作捕捉技术。

3.10

惯性动作捕捉 inertial motion capture

使用惯性传感器得到人体位姿的动作捕捉技术。

3.11

脸部捕捉 face capture

获取用户脸部位置、朝向和表情的动作捕捉技术。

3.12

数据手套 data glove

获取用户手部各个关节的位置和朝向的设备。

4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框架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通过输入设备采集原始数据，通过位姿计算后，向应用输出

格式化的人体位姿数据，应用得到人体位姿数据后进行业务逻辑处理并向输出设备输出控制信号，从而

给用户展示可视化的人体位姿结果。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为应用提供人体位姿、手部位姿、脸部位姿和反馈相关的管

理接口，如图1所示。图中连线表示模块之间互相操作的接口，带有箭头的连线既表示模块之间互相操

作的接口，又通过箭头方向表示信息流的传输方向。

本文件只规定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的通用规范。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包括位姿计算模块、位姿数据模块和反馈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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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位姿计算模块通过输入设备获得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根据数据类型分别使用光学位姿计算、惯

性位姿计算、手部位姿计算、脸部位姿计算等子模块进行数据处理，获得人体位姿、手部位姿

和脸部位姿，其计算结果将发送给位姿数据模块进行后续处理；

b) 位姿数据模块将位姿计算模块得到的计算结果转换成应用可识别的格式化位姿数据。该模块向

应用提供人体位姿、手部位姿和脸部位姿三种位姿数据接口；

c) 反馈模块负责将应用提供的反馈信息转化为输出设备可处理的信息，以便最后向用户输出面向

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的处理结果。

用户

反馈模块

虚拟现实穿戴式动作捕捉系统

应用

输入设备

光学动捕

惯性动捕

脸部捕捉

数据手套

1

位姿计算模块

人体位姿

手部位姿

脸部位姿

位姿数据模块

2

8

13

15

光学位姿计算

惯性位姿计算

手部位姿计算

输出设备 14

3

脸部位姿计算

4

5

6

7

9

10

11

12

图 1 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框架

图中：

1——用户使用输入设备，用户的位姿信息通过该接口被输入设备采集；

2——输入设备和光学位姿计算模块间的软件接口，输入设备通过该接口向位姿计算模块输出光学

设备数据流；

3——输入设备和惯性位姿计算模块间的软件接口，输入设备通过该接口向位姿计算模块输出惯性

设备数据流，该接口需要满足T/UWA 022.3-2023的要求；

4——输入设备和手部位姿计算模块间的软件接口，输入设备通过该接口向位姿计算模块输出数据

手套数据流；

5——输入设备和脸部位姿计算模块间的软件接口，输入设备通过该接口向位姿计算模块输出脸部

捕捉设备数据流；

6——光学位姿计算模块和人体位姿模块间的软件接口，光学位姿计算模块通过该接口向人体位姿

模块输出人体位姿计算结果；

7——惯性位姿计算模块和人体位姿模块间的软件接口，惯性位姿计算模块通过该接口向人体位姿

模块输出人体位姿计算结果，该接口需要满足T/UWA 022.3-2023的要求；

8——手部位姿计算模块和人体位姿模块间的软件接口，手部位姿计算模块通过该接口向人体位姿

模块输出手部位姿计算结果；

9——脸部位姿计算模块和人体位姿模块间的软件接口，脸部位姿计算模块通过该接口向人体位姿

模块输出脸部位姿计算结果；

10——人体位姿模块和应用模块间的软件接口，人体位姿模块通过该接口向应用输出格式化的人体

位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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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手部位姿模块和应用模块间的软件接口，手部位姿模块通过该接口向应用输出格式化的手部

位姿数据；

12——脸部位姿模块和应用模块间的软件接口，脸部位姿模块通过该接口向应用输出格式化的脸部

位姿数据；

13——应用模块和反馈模块间的软件接口，应用通过该接口向反馈模块提供应用相关的反馈信息；

14——反馈模块和输出设备间的软件接口，反馈模块通过该接口向输出设备输出硬件设备可处理的

反馈信息；

15——用户使用输出设备，输出设备通过该接口向用户输出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人体动作捕捉系统

的最终反馈。

5 功能要求

5.1 位姿计算模块

位姿计算模块应具有功能如下功能

a) 接收来自动捕设备的原始数据；

b) 原始数据记录包括数据捕捉的时间戳；

c) 原始数据保存至本地储存介质；

d) 处理来自动捕设备的原始数据，将位姿作为计算结果输出给位姿数据模块。

示例：惯性动捕设备通过无线网络将原始惯性传感器数据发送给惯性位姿计算模块，该模块计算结

束后，将人体活动关节的位置和朝向作为人体位姿发送给位姿数据模块进行后续处理。

5.2 位姿数据模块

位姿数据模块应提供相应（包括动作、手部、脸部）关键点的相对三维空间点坐标，并提供格式要

求。

示例：全身动捕设备关键点包括四肢关节点；手部动捕设备关键点包括手指关节点；脸部动捕设备

关键点包括脸部表情控制关键点；或者按照根据应用场景的特定需要给出的相应关键点。三维空间点坐

标包括给定笛卡尔坐标系条件下X、Y、Z坐标。

5.3 反馈模块

反馈模块功能如下：

a) 在需要反馈结果的应用中，应以视觉、听觉、触觉或其他反馈方法中的至少一种将当前位姿状

态通知用户；

b) 应能够接收应用提出的反馈请求，通知用户的位姿在应用中的响应结果。

示例：用户做出某个姿势后，将用户当前姿态通过图像显示的方式，以人体骨骼位姿的形式显示在

屏幕上。

6 性能要求

6.1 位姿计算模块

位姿计算模块性能如下：

a) 位姿信号采样率应不低于20Hz；
b) 位姿时间戳的精度应不低于30ms；
c) 针对单帧位姿，从位姿输入的结束时刻到位姿计算模块完成计算步骤，所持续的时间。动作捕

捉系统的响应时间应不高于1000ms；
d) 针对单帧位姿，输出的位姿与真实位姿的单方向角度自由度平均误差不超过10°；
e) 针对单帧位姿，输出的位姿与真实位姿平均误差不超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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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手部动作捕捉数据误差不能超过手部最大尺寸的3%；脸部动作捕捉误差不能超过脸部最大

尺寸的3%；全身动作数据误差不能超过身体最大尺寸的3%。

6.2 位姿数据模块

位姿数据模块性能如下：

a) 应将位姿计算模块输出数据完整保存至本地存储介质，数据从开始存储到结束存储的时间应

≤500ms；
b) 针对单帧位姿，从位姿输入的结束时刻到位姿计算模块完成计算步骤，动作捕捉系统完成上述

计算的响应时间应≤1000ms。

6.3 反馈模块

反馈模块性能如下：

a) 响应时间：从位姿输入的结束时刻到动作捕捉系统输出反馈所持续的时间。动作捕捉系统的响

应时间应≤2000ms；
b) 反馈延时：从位姿数据模块输出识别结果到反馈模块输出反馈信息的时间长度。反馈延时应

≤1000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