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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以国家标准体系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

程》（以下简称《国家职业标准》）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

能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对元宇宙虚拟数字人开发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

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

定。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

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北京北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中兴协力（山东）数字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滴度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艾欧提物联网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嘉合百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

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河北省物联网智能感知与应用技术创新中

心、河北省物联网区块链融合重点实验室、河北省物联网安全与传感器检测工

程研究中心、石家庄学院、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河北经贸大学、中北大学、

山东大学、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传媒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山西财经大学

信息学院、 河南七进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来视角电子科技（石家庄）有

限公司、朔州中科翰云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省产教融合促进会、河北星航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顶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西中科维森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宽谋企业管理中心、深圳泽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量子动力（深圳）计算

机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饷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

公司、山西省投资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众城博睿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创业科创科技中心、河北新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正时文化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清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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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王正伟、郧文庆、曹凯峰、张振龙、许海越、张心欣、姬君、李亮、褚云

霞、尚晓雷、廖薇、 张军、 魏祥、 朱晓莲、李大威、张光华、焦冬秀、王

泽华、国为民、吴明、王云、殷昊宽、王全伟、李佩珂、王晓燕、彭军辉、张

铁星、徐国栋、林志勇、 王炎、 杜秀珍、 纪少游、 刘军池、 王健、 苗雅

慧、沈劲枝、宋金斗、高威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未经中关村物联

网产业联盟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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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虚拟数字人全流程开发师职业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元宇宙虚拟数字人全流程开发师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

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元宇宙虚拟数字人全流程开发师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

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元宇宙 

人类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的，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现实世界，可与现实世界交

互的虚拟世界，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网，是人类数字化智能化高度发展下的虚

实融合的社会新形态。 

3.2虚拟数字人 

虚拟数字人意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除了拥有人的外观、人的行

为之外，还拥有人的思想，具有识别外界环境、并能与人交流互动的能力。它

存在于非物理世界中，由计算机图形、图形渲染、动作捕获、深度学习、语音

合成等计算机手段创造和使用，具有多种人类特征。 

虚拟数字人是虚拟人物和现实世界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形式。其具体特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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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虚拟”、“数字”及“人”三个部分。“人”是其中的核心的因素。高

度拟人化为用户带来的亲切感、关怀感与沉浸感是多数消费者的核心使用动

力。能否提供足够自然逼真的相处体验，将成为虚拟数字人在各个场景中取代

真人，完成语音交互方式升级的重要标准。 

3.3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 

在真人驱动中，在完成原画建模和关键点绑定后，动捕设备或摄像头将基

于真人的动作/表情等驱动虚拟数字人。由于背后有真人操作，真人驱动型在

动作灵活度、互动效果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3.4 AI（人工智能）驱动型虚拟数字人 

AI（人工智能）驱动型虚拟数字人的语音表达、面部表情、具体动作将主

要通过深度学习模型的运算结果实时或离线驱动，在渲染后实现最终效果。AI

驱动型虚拟数字人最终效果受到语音合成（语音表述在韵律、情感、流畅度等

方面是否符合真人发声习惯）、NLP 技术（与使用者的语言交互是否顺畅、是

否能够理解使用者需求）、语音识别（能否准确识别使用者需求）等技术的共

同影响。 

3.5 仿真型数字人 

基于物理仿真计算和原理，通过实时或离线解算产生数字人运动过程中的

肌肉、脂肪、筋膜、皮肤等形变动画，还可额外获取数字人运动过程中的生物

力学数据，所获得数据结合可视化及渲染技术，即可提供超写实的动画渲染效

果，也可提供医学或科学可视化渲染效果。 

3.6虚拟数字人全流程开发师 

虚拟数字人全流程开发师是指掌握建模、绑定、渲染、语音交互、自然语

言处理、知识图谱、深度学习、视觉交互、卷积神经网络、通信等相关技术，

能够按照需求，全流程开发虚拟数字人的开发人员。 

 

4 适用院校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适用如下相关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动漫制作技术、数字展示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艺术设

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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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动漫设计、游戏设计、摄影与摄像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技术、

影视制片管理、影视编导、影视美术、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等专业。 

应用类本科院校适用如下相关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动漫制作技术、数字展示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艺术设

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人物形象

设计、动漫设计、游戏设计、摄影与摄像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技术、

影视制片管理、影视编导、影视美术、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等专业。 

此外，还适用计算机及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艺术设计、数字媒体技

术、动漫美学等专业以及非学历短期培训等。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形象设计与建模、驱动模型、动作绑定、技术美术、

特效制作、编程、语音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内容制作等相关岗位就业人

员，面向影视制作、数字艺术制作、数字文化创意等相关行业，主要面向影视

公司、 动漫公司、游戏公司、电视台、数字多媒体行业公司、广告制作公司、

传媒公司、影视基地等企事业单位，主要面向的岗位群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制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电脑动画、数字特效、数字音乐、影像设计与制作、影视

动画制作、虚拟现实设计、游戏建模、3D动画等，主要从事虚拟数字人开发与

运营的工作职能。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虚拟数字人开发师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6.2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的专业能力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

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1.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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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 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形象技术 

人物特性 基本表现出数字人身份设定、

外形风格等人物特性信息 

元宇宙中的虚拟

数字人认知与应

用。熟悉 Python、

Java、C 等计算机

编程语言，对网络

编程技术和多线

程编程应用全面

掌 握 ， 能 利 用

Avatary、ZENO、

Audio2face 、

MeteHuman 等 平

台工具软件，实现

数字人建模绑定，

形成可驱动模型，

熟练掌握动作捕

捉技术及相关设

备，掌握制作超写

实虚拟数字人。 

 

 

完好性 数字人形象的完好程度，不存

在扭曲变形、马赛克、明显跳

帧 

精细度 人物模型的面数 

面部细节建模情况 

面部布线结构 

贴图分辨率 

人物身体及服饰绑定层级和复

杂度 

人物身体、面部及服饰的模型

点数及骨骼数量 

 

形象舒适度 让用户生理上感到舒适的程

度、自然度、使用愿景 

 

语音 

发音准确度 不存在漏音、吞音、多余发音、

音素错误、音调错误等 

韵律准确度 韵律包括停顿断句、音高、音

长、重音位置焦点位置等基本

准确 

语音舒适性 语音音调语速是否标准、清晰、

自然、得当；流畅连贯度；情

绪饱满度；拟人舒适度 

动画 动作契合度 嘴唇动作、眉毛与眼皮动作、

眼球动作、头旋转动作、上身

肢体动作、下身肢体动作、全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9 / 14 

 

身动作等基本契合、协调 

动作舒适性 口型基本匹配、面部表情基本

自然、肢体动作基本自然 

交互处理 语音识别准

确性 

语音识别基本准确 

交互响应时

间 

平均交互响应时间正常范围 

交互体验感 基本能够准确解答用户问题 

基本能准确联系上下文完成用

户任务 

交互过程中，基本能保持风格

一致 

基本富有情感，有情感化表现 

 

驱动技术 驱动方式 掌握真人驱动技术 

 

2. 中级 

职业技能 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形象技术 

人物特性 较好表现出数字人身份设定、

外形风格等人物特性信息 

熟 悉 Python 、

Java、C 等计算机

编程语言； 

对网络编程技术

和多线程编程应

用全面掌握； 

能利用 Avatary、

ZENO 、

Audio2face 、

MeteHuman 等 平

台软件，实现数字

完好性 数字人形象完好程度较强，  

精细度 人物模型的面数 

面部细节建模情况 

面部布线结构 

贴图分辨率 

人物身体及服饰绑定层级和复

杂度 

人物身体、面部及服饰的模型

点数及骨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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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建模绑定，形成

可驱动模型，熟练

掌握动作捕捉技

术及相关设备，掌

握语音识别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语

音合成、知识图谱

等 AI 相关技术，

熟练掌握动作捕

捉技术及相关设

备熟练掌握表情

捕捉技术及相关

设备，掌握智能驱

动型虚拟数字人

全流程开发熟练

使用 Python 构建

相关技术结点的

本地化代码编写。 

 

形象舒适度 让用户生理上感到舒适的程

度、自然度、使用愿景较强 

 

语音 

发音准确度 发音准确度较强 

韵律准确度 韵律包括停顿断句、音高、音

长、重音位置焦点位置等十分

准确 

语音舒适性 语音音调语速比较标准、清晰、

自然、得当；流畅连贯度；情

绪比较饱满；拟人舒适度较强 

动画 动作契合度 嘴唇动作、眉毛与眼皮动作、

眼球动作、头旋转动作、上身

肢体动作、下身肢体动作、全

身动作等比较契合、协调 

动作舒适性 口型比较匹配、面部表情比较

自然、肢体总做比较自然 

交互处理 语音识别准

确性 

语音识别比较准确 

交互响应时

间 

平均交互响应时间较短 

交互体验感 能够准确解答用户问题 

能准确联系上下文完成用户任

务 

交互过程中，能保持风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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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情感，有情感化表现 

 

驱动技术 驱动方式 掌握 AI驱动技术 

 

3. 高级 

 

职业技能 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或技能

要求 

形象技术 

人物特性 完全表现出数字人身份设定、

外形风格等人物特性信息 

能利用 Avatary、

ZENO、

Audio2face、

MeteHuman 平台软

件，掌握骨骼带动

肌肉、脂肪、筋膜、

皮肤高级变形技

术，掌握头发衣服

动力学技术，使用

CC3、Maya、UE4/5、

Unity等软件进行

建模、渲染、驱动。

能独立制作高质

量模型及贴图 

具备角色中高模

型以及基本的 PBR

贴图制作能力； 

较强的造型能力

和色彩感觉； 

熟知骨架设计.角

色蒙皮.动作的流

程；精通 MAYA各

项绑定功能，MAYA

骨骼系统角色装

配（RIG），ADV

插件； 

会使用Avatary各

项功能，绑定系

统、表情捕捉系

统，生成高精度动

画； 

完好性 数字人形象十分完好 

精细度 人物模型的面数 

面部细节建模情况 

面部布线结构 

贴图分辨率 

人物身体及服饰绑定层级和复

杂度 

人物身体、面部及服饰的模型

点数及骨骼数量 

 

形象舒适度 让用户生理上感到舒适的程

度、自然度、使用愿景都很强

烈 

 

语音 

发音准确度 发音准确度和拟人化都很强 

韵律准确度 韵律包括停顿断句、音高、音

长、重音位置焦点位置等十分

准确 

语音舒适性 语音音调语速十分标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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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得当；流畅连贯度很强；

情绪十分饱满；拟人舒适度很

强 

精通 unity 或

Unreal等引擎； 

根据动画表演的

需要，对 3D角色

进行肌肉和骨骼

绑定，应用绑定技

术系统，赋予角色

生动的表情、协调

的运动姿态和动

感造型； 

有动作动画基础，

了解各种生物运

动规律及结构； 

精通 Python、Mel、

C++语言开发自动

化或半自动化绑

定工具；熟练绑定

相关的程序编写；

掌握用贴图来控

制 BlendShape 中

间变形过渡效果； 

熟悉动力学系统，

肌肉系统，次级绑

定； 

能够独立完成二

足、四足等生物绑

定，蒙皮准确，处

理各种层级节点

关系，对于特殊造

型的角色或道具，

有自己的解决方

案，能针对任何类

型的角色设计一

套合理、优化的绑

定构架； 

具备三维生产流

程管理能力； 

精通动作捕捉，表

情捕捉技术，精通

动捕面部数据修

复，表情动作库等

动捕数据相关工

作；会使用捕捉设

备进行数据采集，

动画 动作契合度 嘴唇动作、眉毛与眼皮动作、

眼球动作、头旋转动作、上身

肢体动作、下身肢体动作、全

身动作等十分契合、协调，全

身动作十分契合，协调，由于

运动而造成的肌肉形变，肌肉

碰撞，肉体的弹-惯性运动，以

及皮肤的拉伸，褶皱，扭曲等，

以假乱真 

动作舒适性 口型完全匹配、面部表情十分

自然、肢体动作十分自然 

交互处理 语音识别准

确性 

语音识别十分准确 

交互响应时

间 

交互响应很快，完全正常 

交互体验感 十分准确解答用户问题 

完全能够联系上下文完成用户

任务 

富有情感，有十分细腻、拟人

的情感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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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手KEY角色动

画经验。 

掌握语音识

别技术、自然语言

处理、语音合成、

知识图谱等 AI 相

关技术，熟练掌握

动作捕捉技术及

相关设备熟练掌

握表情捕捉技术

及相关设备，掌握

智能驱动型虚拟

数字人全流程开

发 熟 练 使 用

Python 与 UE4/5

蓝图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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