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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务源头规范化管理

在北京某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李舒平时喜欢看
音乐剧、话剧等演出，但说起购票经历，她一脸
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我喜欢的演员在一档综
艺节目上火了，有他出演的音乐剧就越来越难抢
到票，只能从‘黄牛’手里加价买票。”

随着国内演出市场日益繁荣，许多热门演唱
会、爆款剧目的票常因稀缺而引发争抢。不少消
费者表示，购票网站上的票经常“秒光”，但他
们并不知道主办方究竟放出了多少票、“黄牛”
手里又为何能囤积那么多票。

事实上，这一乱象背后是演出行业长期存在
的票务系统不规范问题。此前，销售演出票的既
有全国性的平台，也有各个地方的票务公司，还
有剧场自有的票务系统和各种小型演出票销售公
司等。演出票务市场信息不透明、演出票务缺乏
统一标准，滋生了演出组织方不合理锁票、“黄
牛”倒票等现象，严重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

《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实施后，有望
扭转这一局面。据悉，该行业标准适用于剧场、
剧院、会堂、礼堂等艺术表演场所以及在广场、
体育场馆、旅游景区等各类临时搭建演出场所的
营业性演出等，着重解决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内
容、规格、编码、制作、发行等基本要求；统一
全国演出票务的生成、打印、取票、印刷等具体

要求；统一全国演出票务购票、检票、退票等全
流程的规范化服务；制定演出行业的票务基本规
则。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全国演出票务市场数据进
行采集和有效监管。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表示：“当各
大演出票务平台全面按照此行业标准改进票务管
理系统和票务销售系统后，将逐步消除品类划分
不一、统计口径不齐的问题，保证所有出票系统

‘先认证、后上岗’，实现票务源头规范化管理。”

每张票全流程可追踪

《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首次进行了有
关票务的编码规范，这意味着今后每张演出票的
编码都有了全国统一标准。

统一编码将使票务管理系统和票务销售系统
并行，票务管理系统将涉及场所管理、演出活动
管理、实名购票、销售管理以及退票、检票等数
据处理；票务销售系统会涉及用户账户管理、演
出信息展示、售票、退票以及相关履约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手里的每一张演出票，都可以
实现全流程追踪。”潘燕说。

统一信息编码还将为市场在售演出项目提供
真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基础。编码能够快速对应大
数据筛查，便捷掌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演出
产品销售情况。

《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要求提供演出
票务管理的系统，应具有实名购票和支持数字化
票券（电子票）的功能，这对行业实行实名制购

票和电子票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潘燕认为，实
名制购票在防疫期间具有重要意义，对日常购票

来说也能起到防“黄牛”的作用，但是哪些项目
需要采用实名制购票或者电子票据，还需要演出
主办单位根据演出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府
主管部门的要求和演出项目实际情况多方考虑，
选择合适的票务销售策略。

据悉，《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 实施
后，下一阶段，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将在行业内开
展全国票务系统标准认证工作，剧院、剧场单位
所使用的票务系统都需要进行认证。依托标准，
协会将逐步引导行业企业完善票务服务，有力助
推全国演出行业的发展。

票房数据动态可监管

依据《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的要求，
各演出票务平台都要接入全国统一的票务信息采
集与服务系统，这将为行业监管提供便利。潘燕
说：“各方都接入这个平台后，所有的演出票务
系统实时销售的信息包括订单信息，都会在平台
上显示，管理部门就能实时监控票务的销售情
况。如果有不按照规定销售的，管理部门可以通
过高科技手段鉴别核查，以便实施有效监管。”

目前，已有多家票务系统的票务管理和销售
数据按照要求与全国演出票务信息采集与服务平
台对接，初步实现了跨系统演出票务信息的实时
采集与统计。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中国在推动演
出行业数字化发展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建立
初步实现了演出票房的透明化管理。同时，数据
可视化也将帮助演艺产业链上的各个参与方更好
地了解目标用户，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运作效率
和工业化进程。

对演出行业从业者来说，利用全国演出票务
信息采集与服务平台可以更精准地掌握行业动态
以及自身作品的数据表现。以接入该信息采集平
台的灯塔专业版APP为例，用户登录后可查看全
国演出票房大盘，数据覆盖了戏剧、音乐、舞
蹈、曲苑杂坛、旅游演艺、综艺等品类。具体到
每一项，都可看到演出票房、在售项目、平均票
价、票房排名等10余个细分维度。

灯塔业务总经理郑勇说，全国演出票务信息
采集与服务平台的建立解决了行业数据归一的问
题，灯塔专业版提供的演出数据就是要解决数据
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灯塔专业版接入全国演
出票房数据后，将全面推进演出行业数据服务体
系和智能宣发服务体系的建设，解决行业内供需
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未来，通过票房数据实
时更新、宣发行为智能预估等功能，演出主办方
可以精准锚定、触达、转化、留存目标观众，实
现有效决策。”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30年，数字化技术在全球口腔修复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但我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与产品
开发一度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义齿三维设计软件、专用
打印机、氧化锆材料等产品基本依赖进口，设计算法、打
印工艺、材料制备工艺等核心技术不足。”北京大学口腔
医学院口腔医学数字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玉
春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为改变这一现状，自2001年
开始，他联合国内院校和企业，从最具挑战的全口义齿入
手，到可摘局部义齿、固定义齿，不断进行研发、试错。

如今，团队原创研发的复杂口腔修复体人工智能设
计软件、专用3D打印工艺设备和仿生氧化锆材料，已经
可以让“数字化义齿”的修复，变得高效、舒适且美观。

数字化技术用于义齿修复成研究热点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2018），我国35岁以上成人平均失牙4.7颗，各年龄
组缺损、缺失牙齿达数十亿颗。口腔修复体、义齿即
假牙，是目前人类重拾咀嚼功能的有效帮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位法国教授首先将数字
化技术应用于牙科。”孙玉春介绍，近30年来，数字
化技术在全球口腔修复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深入和广
泛，以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为代表
的口腔数字化修复技术，在固定修复、种植修复和可
摘局部义齿修复方面的慢慢发展成熟，修复诊疗的效
率和精度也在不断提高。

近年来，将数字化技术用于全口义齿修复成为研
究热点，国际上先后涌现出十余种数字化全口义齿修
复系统。不过，孙玉春透露，由于制模、记录颌位与
全口义齿设计技术难度仍然较高，导致义齿设计效率
和智能化程度不高。

“判断义齿疗效的关键，是义齿的设计制造精度与
仿生匹配度。”孙玉春表示，进入21世纪，人们看到了
人工智能在口腔医学领域的价值。人工智能最初用于
口腔诊断，但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三维扫描、计算机辅
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仿生材料设计，它可以提高
义齿的设计效率和仿生度，让义齿与患者更匹配，同时
减少传统手工设计、制造、精调人力成本。

1000多副手工模型建成数据库

但义齿的三维设计，长期依赖于欧美国家基于解
析几何算法的CAD软件，这种软件聚焦于每一颗牙
齿单独设计，应用难度大且效率低。

将近10年的时间，孙玉春常常利用国外软件排
列每一颗义齿的位置，但他发现，始终没有国内义齿
技工大师排得好。

差异来自不同的技术路线，“用欧美软件设计时，
要用鼠标对每颗牙齿的空间位置、姿态和三维形状进
行逐个交互式调整，每颗牙齿需要考虑上下左右前后6
个自由度，全口28颗牙齿需反复调整168个自由度。而
传统技师是靠多年积累的手工排牙经验和操作技巧排
牙，想用鼠标和键盘模仿，难度极大。”孙玉春说。

快要放弃时，孙玉春灵光一现，“何不把中国技
师做好的义齿看成一个整体，再根据每个患者的个体
情况，整体调整义齿的三维外形参数？这就像盖房
子，把以前一块一块垒砖，变成整栋房子迁移，而这
个房子又可以根据环境自适应变形。这样也许就可以
突破国外软件设计效果和效率的瓶颈”。

孙玉春团队将北大口腔医学院最初积累的1000
多副义齿模型扫描进电脑，进行数据建模。利用这
1000多副模型，团队最终提出基于面部中线、口角
线、唇高低线、牙颌弓曲线（宽度、深度、曲度）等
10余个关键变量的权重指标体系，根据这些指标采集
患者的信息，几秒钟就能在数据库中找到最适合当前
患者的标准义齿模板。

现在，他们的数据库里已经有全国近20万副义
齿模型。“目前在国内有约570家义齿加工厂在用，
每天可以设计1700多副义齿模型。”孙玉春说。

探索最适合的齿形结构3D打印参数集

虽然设计义齿的效率提升了，但要把设计图变成
真切的义齿，还面临很多困难。

早期欧美进口的金属3D打印装备为单激光扫
描，排版设计过程过于繁琐、智能分析判断能力不
足，需要大量的手工调整和打磨后处理操作，导致制
造精度效率低、材料浪费大。

“打印工艺是3D打印的灵魂，有那么5年时间，我
在办公室一字排开5台打印机，每天不停地打印各种临
床需要的制品，光打印材料就用了约300公斤，最终摸
索出最适合齿形结构的专用3D打印工艺参数集，例如
打印的角度、打印速度，层间重叠率、材料填充率、打印
温度等。”孙玉春说，团队原创了3D打印自动化排版切

片工艺软件，率先研制出3套口腔专用的单双激光金属
3D打印装备和物联网运维平台3D云，通过分类和模
式识别算法优化姿态调整和支撑添加，对精度要求更
高的关键局部结构做自动的特殊工艺设定，突破了金
属3D打印悬垂面精度限制，实现了设备总体打印精度
与国际同类设备持平，但关键局部打印精度优于国际
同类设备水平的突破。

“当时用国外典型的打印机打印出的义齿关键局
部的精度只有100—150微米，但用我们的打印机可以
达到30—50微米。”孙玉春说。

叠层处理材料让义齿更逼真

从牙尖到牙根，颜色、透明度、硬度是渐变的，
如何制备出仿生的材料用于人工智能设计和精细的制
造工艺？

氧化锆是制造义齿的主要材料。“欧美日长期掌握
着口腔氧化锆材料制备的尖端技术，但他们早期生产
的氧化锆材料只有单一的颜色、透明度、硬度，力学、美
学均与天然牙齿硬组织‘失配’，这也是全球牙科陶瓷
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孙玉春指出，为了让义
齿从上到下呈现不同的颜色、透明度、力学性能，科研
团队对氧化锆材料叠层处理，每一层都暗藏玄机。

“我们将含有不同比例氧化钇的6种氧化锆，按照
一定结构压在一起，在每层建立一种双向梯度渗透的
仿生界面，这个界面模仿天然牙齿的绞釉层，使义齿
在制造和烧结时，不会发生层间断裂和制造精度下
降。”孙玉春说，这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义齿
咬合面的硬度、弹性模量远高于天然牙釉质的难题，
提升了口腔氧化锆修复体与余留天然牙齿在功能、美
学上的仿生匹配度。

如今，经由这套解决方案研发出的8种产品，均
可完全替代进口并已出口海外，仿生氧化锆材料产品
已经推广到全球120多个国家，每年可生产近千万颗
义齿。

“20年前，我国在口腔数字化修复领域的相关产
品基本依赖进口。现在，国产关键技术产品不仅填补
了国内空白，部分达国际领先水平，而且还实现了中
国自主高端口腔医疗技术装备在全球牙科市场‘零’
的突破。”孙玉春说。

图为孙玉春使用“复杂口腔修复体的人工智能设
计与精准仿生制造”技术为患者戴上义齿。受访者供图

（据《科技日报》）

国内首个演出票务领域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互联网+”让票务市场更透明
●李贞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国内首个演出票务领域行业标准《演出票务服务与技
术规范》正式实施。专家表示，该标准的施行将进一步完善演出票务管理，治理行业
乱象，推进演出领域数字化建设。

▲天津市河西区西岸相声剧场内，观
众在网络取票机前排队取票。

孙凡越摄（新华社发）

◀某票务平台页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府
主办的第16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浙江义
乌国际博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展览范围包括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
与设计服务、智慧旅游服务、创意旅游商品等，突出创新导向、数
字赋能等特点。图为游客在博览会“美好生活”展区提前感受冬奥
氛围，现场体验VR滑雪等高科技设备。 吕斌摄（人民图片）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VR滑雪乐趣多

20年前，我国在口腔数字化修复领域的相关产品基本依赖进口。现
在，国产关键技术产品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部分达国际领先水平，而且
还实现了中国自主高端口腔医疗技术装备在全球牙科市场“零”的突破。

近日，在2021年中关村论坛上揭晓的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中，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机构，凭借“复杂口腔修
复体的人工智能设计与精准仿生制造”共同摘得北京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33DD打印打印
做出一口好做出一口好““牙牙””

●●金金 凤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