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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降低操作者认知负荷为目标从人机认知任务分配角度探讨雷达界面信息图的交互设计策

略。 方法 对基于雷达信息图的系统观察任务流程进行分析，基于新型人机协同、人机合作视角探讨系

统人机功能分配的原则，采用认知负荷评测方法，通过用户绩效测量和 NASA-TLX 量表，采集分析任

务完成的时间、正确率及认知负荷水平，比较不同的人机分工方案对操作者认知负荷的影响。结果 基

于新的人机功能分配策略的设计方案中，用户完成时间、正确率均大于初始方案，完成任务的认知负荷

小于初始设计方案。结论 复杂信息界面的信息呈现与交互设计，可以通过系统功能在人机之间的合理

分配，充分发挥人机各自优势，降低操作者的认知负荷，提高观测准确率，提高系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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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design strategy of the infographic on radar interface to reduce us-

ers’ cognitive l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machine cognitive task allo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ystematic 

observation task flow of radar infographic, discussed different human-machine allocation methods of system ta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uman-machin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task completion time, 

accuracy rate and the cognitive loads through use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NASA-TLX scale, and contraste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human-machine task allocation methods on users’ cognitive load. In the design based on the new hu-

man-machine task allocation, the users’ completion time and accuracy rate were both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initial in-

terface design, and the cognitive load to complete the cognitive task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initial interface design. 

Through rational allocation methods of system cognitive tasks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the information presenta-

tion and interactive design of complex information interface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humans 

and machines, reduce the cognitive load of operators, and improve observation accuracy and syste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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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被称为环境观测的“眼睛”和“耳朵”，

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军事作战等多

个领域，如气象预报、环境监测、天体研究、大气层

结构研究、导航等，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依托、以数字

化的信息系统进行运作、监管和决策的人机一体化复

杂系统[1]。雷达界面信息除了多源、信息量大、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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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等特征外，通常专业术语较多，是典型的复杂信

息界面，其界面视觉呈现和交互设计对操作者的学习

成本及操作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具有重要影响。从不同

角度探索雷达信息界面设计，以降低操作者认知负

荷，正引起相关领域的高度关注。 

1  认知负荷理论概述 

1988 年 ， 认 知 心 理 学 家 约 翰 · 斯 威 勒 （ John 

Sweller）在米勒[2]、阿特金森和谢弗林[3]等人的研究

成果基础上，提出了感觉记忆和短时记忆的容量都是

有限的，当人直接或间接接收的信息多于记忆容量

时，便会造成认知系统的负担，形成认知负荷[4]。阿

特金森和谢弗林的记忆贮存模型见图 1。随着人机交

互系统逐渐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形成了

各种复杂的信息环境，如航空航天、核电、航海雷达

等领域，即所谓的复杂人机信息系统，其界面通常具

有信息容量大、结构关系错综复杂的特点。 

在复杂的信息系统人机界面中，认知负荷是指操

作者为了顺利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实际投入到注意和

工作记忆中去的认知资源总量，以及占大脑总的固有

的认知资源的比例。当系统要求用户完成任务的难

度、提供的材料难度等与人的有限的认知资源（认知

能力、认知方式等）不匹配的时候，就造成了用户的

认知负荷超载。人机界面认知负荷形成的因素模型[5]

见图 2。由此带来的人类认知机理与界面信息供给之 
 

 
 

图 1  阿特金森和谢弗林的记忆贮存模型 
Fig.1  The multi-store model of memory by  

Atkinson & Shiffrin, 1968 

间的不平衡问题急剧增加，即“人”的一方通常面临

认知负荷过重的问题，从而可能引发人因失误，影响

人机系统的高效运行和安全。当前，关于复杂人机系

统中认知负荷的内在机理的研究已经在不同学科领

域得到广泛关注，其中如何优化界面信息呈现方式，

使其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匹配，进而提高人机对话效

率，也日益成为设计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外雷达信息界面设计相关领域研究 

本研究以专业检索方式构建检索式 SU =“雷达”

*（“界面设计”+“交互设计”+“用户体验”+“人

因工程”+“显控”）在中国知网 CNKI 以及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中 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

panded（SCI-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等文献库进行检索。共获得有效中文文献 119

篇、外文文献 10 篇。 

2.1.1  国外相关研究 

检索到的国外相关文献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可

能与雷达信息系统话题相对敏感有关。其中与信息界

面交互设计比较相关的文献可以分为早期和近期两

个阶段。早期文献主要指 2010 年以前，主要技术背

景是仪表式界面向综合电子界面过渡的时期。有研究

者从信息的集成显示对操作者和系统效能的影响方

面进行了探讨，为电子集成界面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依

据。如 Moertl（2002 年）提出知觉信息整合有利于

提升信息检索性能，并提出了人机功能分配的理念[6]。

Sauer（2002 年）探究了雷达和电子海图信息以不同

的方式呈现给操作人员时监视时间、场景复杂性与情

景意识的关系，研究表明，集成显示使导航的主要任

务性能有所提高[7]。Olsson（2006 年）的研究表明，

合理的信息集成，可以减少导航设备相关的显示器和

按键面板的数量，可减少工作人员在信息搜索和操作 

 

 
 

图 2  人机界面认知负荷形成的因素模型 
Fig.2  Factor model of formation of human-machine interface cognitive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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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所投入的精力，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操作

的能力[8]。Burigat（2007 年）则比较了不同的导航辅

助工具在桌面虚拟环境中执行寻路任务中的辅助作

用[9]。近期文献主要指 2010 年之后，特别是近五年

来，日益集成、复杂的信息系统对人的认知机制提出

了挑战，出现了关于降低认知负荷的研究文献，如

Berenger M（2016 年）提出好的视觉设计可以改善大

脑处理能力，释放操作员的注意资源，使其更有效地

处理其他额外的关键刺激[10]。Tseng（2018 年）则基

于视觉搜索任务，讨论了图标设计及地图背景杂波等

的影响，提出在带有大图标和未显示地形（TND）的

地图背景的界面中，可以获得最佳的监控效果，可降

低雷达监视操作人员的工作负荷[10]。  

2.1.2  国内相关研究 

通过分析发现，国内的与雷达设计相关的文献主

要从 5 个方面开展研究：（1）基于算法的模块化设计

理念；（2）基于算法的雷达系统性能提升研究；（3）

用户体验即交互设计思想在雷达交互设计中的应用；

（4）基于 Qt 等编程语言的界面图形化设计；（5）基

于人因工程的雷达硬件设计研究。其中关于人机信息

界面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用户体验、交互设计思想在雷达交互设计中的应

用。袁国安等人（1997 年）从提高人的操作可靠性

出发，提出了防空雷达人机界面设计的若干规则，并

尝试构建有关指标来衡量人机界面的设计优劣，利用

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方法，综合评估雷达的人机界面设

计质量，指导雷达的人机界面设计 [12]。张莉（2013

年）则将用户体验设计基本原则运用于雷达控制台界

面，提出与分析了雷达用户体验设计的概念、流程以

及方法，扩展了用户体验设计应用的领域[13]。陈雨薇

（2018 年）基于用户体验设计原则、一致性原则以

及美学完整性原则 3 个方面对国内军用雷达软件的

用户界面设计进行讨论分析[14]。吴潇伟（2019 年）

从人的视觉机制出发，总结归纳了船舶导航雷达显控

界面的设计原则，并通过 TOPSIS 评价方法对优化前

后的显控界面进行了视觉体验度量评价，验证了相关

设计方法的有效性[15]。叶显武（2020 年）基于舰载

相控阵雷达作战效能高，多任务、多功能、多目标，

人机交互复杂难度大的特点，提出了雷达人机交互应

遵循人机协同工作、以人为中心进行交互设计的基本

原则[16]。 

基于 Qt 等编程语言的界面图形化设计。这一领

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界面图形化设计工具的开发方

面，郝春环（2005 年）[17]、崔红亮（2007 年）[18]、

武伟（2014 年）[19]等人提出应采用图形化用户界面

设计雷达显控终端软件，并从实现方法和技术层面进

行了研究。李红兵（2019 年） [20]、练学辉（2014

年）[21]、胡杨（2016 年）[22]等人基于 Qt 作为工具实

现了雷达显控终端图形化的显示及人机交互功能，在

图形界面生成、设计界面友好方面进行了探索。 

2.1.3  小结 

国内的研究除了界面开发工具的探索之外，较多

关注通用界面设计或体验设计原则在雷达领域的应

用设计拓展，以及界面设计的评价；从国外的相关研

究中可以看到对界面设计与人的认知资源、操作绩效

等相互关系的探讨。总体来说，国内外可检索到的与

雷达界面设计相关的研究虽然较少，但是在关于雷达

界面的复杂性及其对操作者有限的认知资源构成了

挑战等方面达成了共识，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

度出发对优化系统设计以缓解这一矛盾进行了探讨。 

2.2  新型人机关系的出现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智能时代的到来，

对人机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构建系统中的新型

人机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人机组队”（Human-Machine 

Teaming，HMT）、人机协同正在成为智能时代人机关

系发展的新趋势[23]，表征为在人与智能体（机）之间

是基于一种团队队友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两者之间的

“交互”，‘机’可以基于大数据、AI、深度学习等技

术，承担系统中更多的运算、记忆、推理等辅助决策

任务，而‘人’可以更多地司职判断、决策与方案调

整，使人机能够各自发挥优势。机器智能（模式识别、

推理等能力）与人的生物智能（人的信息加工等能力）

之间可以形成互补[26]，提高了系统的运转效率，减少

了因为人的认知局限造成的出错几率。 

新的智能人机协同发展趋势拓展了降低复杂信

息系统中操作人员认知负荷过重的解决路径，即不仅

可以从界面信息的可视化层面探讨优化的可能性，还

可以从系统认知任务人机之间重新分配的角度去做

更深入的探讨，进而重新思考和驱动系统界面的信息

供给与设计。例如，许为等人[27]在有关一项智能供应

链解决方案的项目中，针对系统开展了一系列人机作

业和任务分析，通过优化人机功能分配，使智能系统

承担了更多的功能，减少了大量的人工作业，从而在

提升系统生产效率、用户体验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

改进。但总体来说，技术的日新月异在交互设计层面

的影响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已有的相关探索多

从计算机和工程心理学等角度出发，特别是在复杂信

息系统如雷达的交互设计中，其领域的特殊性，使其

基于新型人机关系的交互设计研究仍然处在一个有

待进一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提炼和探索的阶

段。本研究即从新型人机关系发展趋势出发，以雷达

界面信息图的交互设计为例，探讨降低认知负荷的设

计原则与方法。 

3  雷达典型信息图简介 

信息图是雷达观测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的重要组

成要素，是用户准确捕捉目标信息、及时了解态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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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雷达方位参数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radar azimuth parameters 

 

 
 

图 4  偏心 p 显和 AE 视图 
Fig.4  PPI-Scope and C-Scope 

 
化的重要窗口。本研究以雷达典型信息图偏心 P 显与

AE 视图为例，基于任务流程，探讨了人机间认知任

务分配对用户认知负荷的影响。雷达方位参数示意图

见图 3。 

如图所示，在雷达探测目标过程中，关于探测参

数设置的方位信息主要分为 3 类：探测距离、水平角

和俯仰角。这 3 类信息在偏心 P 显及 AE 视图中得到

了有效体现。其中 R1 和 R2 分别代表了雷达探测的

舍近距离和舍远距离；A1 和 A2 分别代表了雷达扫描

最大范围中心线与当下扫描范围边线的夹角，其中位

于中心线左侧的夹角为负值，右侧为正值。E1 和 E2

分别代表了搜索俯仰角度的上限和下限。 

偏心 p 显和 AE 视图见图 4。雷达 PPI-Scope

（Radar PPI-Scope）：PPI 示波器是目前最常用的雷达

显示器，它是雷达平台周围区域的极坐标显示，通常

以雷达自身位置为扫描的原点，采用径向扫描的方式

探测雷达平台周围区域。屏幕上的扫描旋转速度与雷

达天线速度一致，以确保获得与雷达波覆盖区域地图

一样的图像。通过偏心显示法，放大显示某个区域的

雷达图像，可有效提高显示精度和分辨力，所得图像

即为图 4 左侧视图所示的偏心 P 显。偏心 P 显可显示

水平方位角信息和距离信息。 

A-E 视 图 （ Azimuth/Elevation（ C） Scopes）：

C-scope 视图横纵坐标分别为相对水平角和相对俯仰

角，本质上给出目标的方向，而非目标实际距离。通

常的雷达观测，是以雷达偏心 PPI-Scope 和 C-Scope

的参数组合，来构建搜索区域及目标的三维空间坐

标，两者是雷达搜索目标过程中常用的二维空间显示

器。因此，本文即以雷达界面中的偏心 PPI-Scope 和

C-Scope 信息图设计为例，展开相关研究。 

4  基于目标捕捉的雷达信息图任务流程及

痛点分析 

任务简述：操作员接到目标跟踪任务，根据收到

的 目 标 基 本 方 位 信 息 ， 对 雷 达 偏 心 PPI-Scope 和

C-Scope 视图进行搜索区域的参数设置，以跟踪目标。 

任务分解：任务可分为 3 个阶段，分别是设置搜

索参数前的操作准备、搜索区域设置与下发、目标监

测，并将 3 个阶段细分为 8 个子任务，通过对操作员

观测操作的行为路径分析，分析雷达偏心 PPI-Scope

和 C-Scope 视图使用过程的交互逻辑、信息基础与要

求及痛点，偏心 PPI-Scope 和 C-Scope 视图的典型任

务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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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的主要痛点分析如下：

（1）操作员搜索区域设置。目标方位参数设置过程

中的信息基础是 R、A、E 三类参数的属性，包括参

数类型、数值范围与同类参数的数值关系，操作员在

对系统未知目标进行搜索区域设置时，需要了解和记

忆这些基本属性要求，可能因信息量大或时间压力等

因素而出现输入绩效低或输入错误，影响工作效率。

（2）手动关闭参数面板。操作员设置完参数、预览

下发后，需手动点击关闭参数面板。（3）预览方案下

发。操作员需手动调取参数设置面板，选择预览方案、

点击下发控件，操作步骤较多。（4）设置方式单一。

区域参数设置的形式仅提供通过参数面板进行数值

输入的方式，灵活性不够，影响操作效率。（5）观测

过程对注意力的持续性投入要求较高。操作员需全程

实时关注目标信息以了解目标状态，及时跟踪目标，

如是否进入或溢出观测范围，一旦溢出需立刻重新设

置新的观测区域等。（6）溢出目标区域设置。一旦发

生目标溢出，操作员需根据屏幕观测信息按部就班逐

一重新进行观测区域的参数设置，对于时效性强的任

务，操作人员记忆和操作压力较大，容易忙中出错。 

5  人机功能重新分配策略及设计优化 

人机功能分配的根本问题是基于人机的特性分

析，决定把什么任务分配给人，把什么任务分配给机

器，从而充分发挥人机各自优势，使人机效能最大化。

通过对现有文献中人机认知特点进行梳理对比[28]，整

理人机能力对比见表 2。 

在本研究中，针对前述交互流程分析中的痛点，

以降低人的认知负荷为宗旨，确定雷达信息图交互设

计中人机功能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充分考虑人机各自

的特点，将机器（系统）能够完成的任务优先分配给

机器，以减轻人的工作负担和认知资源消耗。具体策

略为： 

1）将需要记忆的信息更多地交给机器，减少人

的记忆负担和出错可能性。如在本任务中，当需要操

作者设置参数时，为了减少操作者必须记忆参数各种

属性的认知负荷，设定由机器默认提供相关信息提 
 

示，降低出错几率，参数面板中的参数设置提示见图

5。在右上角参数输入栏中给出参数形式与范围提示。 

2）将需要持续高度注意资源的任务尽可能交给

机器，减轻人的认知疲劳。如在本任务中，初始系统

任务设置是由操作者持续关注目标方位的变化，当目

标进入或溢出观测区域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操作。调

整后的任务分工将观测任务交给机器，当目标即将进

入或溢出观测区域时，通过视觉、听觉等进行多通道

提示，吸引观测者注意，减轻对操作者持续注意力的

需求。目标进入搜索区域的提示见图 6。 

3）将时效性较强的认知任务分配给机器，由人

进行决策，减轻由于时间压力带给操作者的认知紧张

和出错可能性，提高效率。例如在本任务中，当目标

溢出观测区域，需要尽快设置新的观测区域以锁定目

标时，选择由系统根据目标速度、方向等参数信息直

接给出区域设置方案，由操作者直接确认或做出微

调，目标溢出搜索区域的提示见图 7。 

4）减少操作环节，也是减轻人员工作负荷、提

高系统效率需要考虑的重要部分。在本任务中，针对

痛点 2 参数设定完成之后，乘员既可手动关闭面板，

也可要求系统当 3 s 内无其他操作，参数设置面板自

动关闭。参数面板 3 s 内无操作自动隐藏示意图见图

8。针对痛点 3，当有预设搜索区域时，C-Scope 视图

中“参数设置”图标控件旁显示“下发”图标控件，可

在参数设置面板关闭状态下一键下发预设区域，下发

按钮示意图见图 9。针对痛点 4，增加鼠标滑窗设置

搜索区域，搜索区域设置示意图见图 10。当界面出

现目标时，系统根据目标轨迹推算，自动提供 R 值的

最佳参数设置推荐方案，操作员可根据情况决定接受

或调整。 

5）人是系统的最终决策者，因此在本任务中，

系统可以提供方案，但最终确认和修改的任务交给操

作者（如图 7）。当目标溢出区域时，系统提供新的搜

索区域设置方案，操作员决定调整参数或接受方案。 

优化后的任务流程：通过人机功能的重新分配驱

动界面交互设计优化。新的流程优化示意图见图 11。

（1）激活视图参数设置功能。（2）点击参数设置面

板，设置搜索区域参数，参数输入框中提示参数的基 

表 2  人机能力对比 
Tab.2  Capability contrast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人擅长于： 机器擅长于： 

a. 人的听觉、嗅觉等某些感知觉能力强于机器 

b. 人具有多通道接收信息的能力 

c. 人灵活性和可塑性强 

d. 人具有长久的信息存贮能力及随时综合利用记忆信息进行

分析和判断。 

e. 人具有自我反思、总结、不断提升的能力 

f. 人能进行归纳推理。 

g. 人具有情感与意识，具有能动性，能传承文化 

a. 机器能按需控制功率、强度和负荷的大小 

b. 机器运作快，信息加工处理速度快 

c. 机器工作误差能随机器的精度升高而降低 

d. 机器稳定性好，可保持效率持续性工作 
 
e. 机器感知能力一般强于人 

f. 机器能较为高效、精准地进行多线程工作 

g. 机器能执行恶劣环境下的工作 



72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10 月 

 

 
 

图 5  参数面板中的参数设置提示 
Fig.5  Parameter setting tip in the parameter panel 

 

 
 

图 6  目标进入搜索区域时的提示 
Fig.6  Report on the target having entered the search area 

 

 
 

图 7  目标溢出搜索区域时的提示 
Fig.7  Report on the target having left the search area 

 
本属性。（3）参数设置完成，点击预览查看预设区域，

此时区域边线显示为虚线表示为未下发。操作员可点

击关闭控件关闭面板；而若预览 3 s 内无后续操作，

参数面板自动关闭。（4）当目标进入预设搜索区域时，

系统提示目标进入搜索区域，操作员可决策是否下

发，点击面板中下发控件即可下发搜索区域，下发后

搜索区域边线由虚转实。（5）观测视图，当目标溢出

搜索区域时，系统提示目标溢出搜索区域，并生成新

的搜索方案，操作员依据情况进行决策；若需下发新

的搜索区域方案，可直接点击提示面板中的下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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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参数面板 3 s 内无操作自动隐藏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automatic hiding of parameter panel without operation within 3s 

 

 
 

图 9  下发按钮示意图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issuing button  

 

 
 

图 10  搜索区域设置示意图 
Fig.10  Search area setting diagram 

 

 
 

图 11  流程优化示意图 
Fig.11  Process optimiza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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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A、B 方案测试任务流程示意图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task process of plan A and B 

 
件，下发新区域。 

6  实验设计与设计评估 

目前，关于认知负荷的评估可以通过主观评定、

实验范式任务分析（包括主任务分析、次任务评定）

和生理测量等技术进行[30]。本研究主要采用主观评定

方法，运用任务与绩效测量和 NASA-TLX 量表测试，

记录受试者按照任务流程操作两类界面不同任务节

点完成时间与准确率和主观评价的认知负荷，进而验

证分析新的人际功能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实验设计方案及测试数据分析如下： 

6.1  实验设计 

6.1.1  被试 

20 名本科级以上学历学生，专业背景相似，此

前未接触实验材料。受试者无色盲、无色弱、矫正视

力不低于 5.0，按测试要求分为两组，每组 10 人。 

6.1.2  测试材料 

优化交互的原始界面流程说明及测试 Axure 高

保真原型、优化界面交互和认知任务分配的新界面流

程说明及测试 Axure 高保真原型（两者界面风格一

致）、NASA-TLX 量表、任务成功记录表（子任务操

作正确计“1”，操作失误计“0”）。 

6.1.3  实验仪器 

实验设备主要包括远程指导笔记本（显示像素：

1920 px×1080 px，15.6 英寸）、测试笔记本（显示像

素：1920 px×1080 px，15.6 英寸）、数据采集软件（腾

讯会议、Axure 文件） 

6.1.4  测试环境 

该次实验的方式是让受试者以坐姿的姿态操作

界面，受试者距显示器 50 cm。测试应疫情影响采用

线上测试方式进行，室内照明条件正常，照度为 300 lx。 

6.1.5  实验设计方案 

实验分为两组，基于新型人机功能分配理念设计

的交互设计方案记为 A，实验组原界面记为实验组 B。

实验设计主要包括 3 个部分。第 1 部分，实验前根据

测试说明材料让受试者了解测试操作流程及基本知

识。第 2 部分，分别使用设计方案 A 和 B 进行测试，

主体测试流程如下：（1）视图激活。（2）区域参数设

置。点击参数设置控件，调取参数设置面板，设置搜

索区域所需设置的 6 个参数，并点击预览控件预览搜

索范围。（3）观察视图初次下发搜索区域。观察视图，

观察目标是否进入搜索区域，当目标进入搜索区域

时，选择方案对应的方式，下发搜索区域。（4）观察

视图，当目标溢出当前搜索区域时，选择方案对应的

方式生成新搜索区域，读取 A1 数值，并下发新搜索

区域。告知被试，测试任务结束。A、B 方案测试任

务流程示意图见图 12。第 3 部分，填写 NASA-TLX

量表。客观评价自己在操作过程中的感受。 

6.2  实验数据及结果 

在每个受试者完成任务之后，客观地评价操作过

程。之后设定 6 项负荷指标的权重：通过两两比较的

方式，每个维度比赢一次得 1 分，计算出 6 个维度的

权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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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指标的权重为 N/15，最终计算出的认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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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各项维度的评分； iW ：各项维度的权重； iN ：

选择第 i 项维度为重要维度的数目。 

经过计算得到实验组 A、B 组测试数据见表 3。 

任务平均正确率：被试完成每个子任务的任务成

功率的平均值，子任务包括区域 1 的 R1 和 R2 值设

置、A1 和 A2 值设置、E1 和 E2 值设置、区域 1 是否

设置在视图集中区域、区域 1 下发、区域 2 下发等。 

由表 2 可知，完成时间比较：实验组 A 采用的

是系统功能重新分配的设计方案 A，4 个任务 T1、T2、

T3、T4 的完成时间分别为：30.05 s、3.90 s、5.36 s、

100.50 s，而组 B 采用的是初始设计方案 B，4 个任

务完成时间分别为：58.06 s、3.89 s、33.61 s、164.20 s，

组 A 的完成时间显著快于组 B。完成任务时间作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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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验组 A、B 组测试数据 
Tab.3  Test data of experimental group A and B 

实验组 T1（s） T2（s） T3（s） T4（s） 
任务平均

正确率

认知

负荷

实验组 A 30.05 3.90 5.36 100.50 95% 25

实验组 B 58.06 3.89 33.61 164.20 73% 39

参数说明： 

T1：打开参数设置面板进行参数设置到点击预览控件

的时间； 

T2：观察到目标进入预设区域并下发的时间； 

T3：目标离开区域预设区域 1，生成区域 2 并下发的

时间；（B 组中区域 2 采用键鼠滑窗的形式进行区域设置，

默认生成 A、E 值，但须手动输入 R 值） 

T4：视图激活到任务区域 2 下发的时间。 
 
量认知负荷的常用方法之一[32]，可见优化后的设计方

案有效地降低了受试者的认知负荷。 

正确率比较：通过 A、B 组子任务正确率分析，

采用方案 A 的实验组 A 完成任务的平均正确率 95%，

远高于采用方案 B 的实验组 B 的 73%，正确率方面

设计方案 A 优于设计方案 B。 

认知负荷水平比较：通过 NASA-TLX 量表测试，

A 组的平均认知负荷显著小于 B 组的认知负荷。 

综上所述，优化后的设计方案 A 有效地降低了

受试者的认知负荷。 

7  结语 

基于智能系统新型人机关系，探讨从人机功能分

配的角度，重新思考复杂人机信息系统中降低人的认

知负荷的设计路径，拓展了人机界面交互设计方法的

思考维度。本研究针对雷达典型信息图的交互设计，

在充分理解人的认知能力特点和机器能力特点的基

础上，根据任务需求，对系统任务进行重新分工：将

需要记忆、需要高度持续注意力需求的任务交给机

器，而将最终决策与调整的任务交给人，减少人的工

作负担，进而降低人的认知负荷。并基于新的人机任

务分配策略驱动交互方案的优化设计，通过不同方案

下人的认知负荷水平的比较，验证了策略的有效性，

为雷达信息图的交互设计提供了参考。面向雷达一类

的复杂信息系统，从系统功能再分配的角度出发，以

提高系统整体绩效和运行的安全性为前提，探讨降低

操作者认知负荷的设计策略或方法，相关设计研究还存

在很大的探索空间，还需要更加综合的多角度的深入思

考，例如更加清晰的功能分配原则、更具普适性的认知

资源的量化方法，以及不同分配方法与设计方法的映射

等，后续仍需要基于实践的积累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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