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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驾驶员为导向的汽车人机界面识别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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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现代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汽车运输管理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广泛应用，

车身内部空间、人机交互界面、操作处理方式和交互处理正在不断发生改革。目的 为了探索研究现阶

段智能汽车的发展趋势，深入了解汽车界面识别系统的模式和技术进步，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发

展，系统分析了当前市场背景下，智能驾驶汽车人机界面识别系统多模式的体现形式。方法 从人机交

互的角度出发，以 BMW 汽车案例为主，通过以驾驶员为导向，进行智能汽车仪式感设计研究分析，重

点阐述蓝牙技术、汽车界面显示设备、数字智能化、智能控制系统、共享技术、情感交互六个领域在驾

驶系统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剖析互联网时代现阶段智能汽车统筹发展，深入研究汽车界面识别系

统在人机领域的实际应用。结果 结合学术界和汽车产业市场，分析智能汽车界面识别系统的能力和技

术的重要性，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智能汽车发展的趋势。结论 指出提升汽车识别界面的技术水平是

当前国内智能汽车厂商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发展重点，提升汽车内饰的用户体验以激发消费潜力，拓

宽消费市场是未来汽车人机交互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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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oriented Automotive Human-machine Interface Recognition System 

ZHANG Ji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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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l space of the body,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interface, operation processing mode and 

interaction processing are undergoing continuous reform with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mobile Internet and moder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The work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form of manifestation of multi-modalities of the 

human-machine interface recognition system for intelligent cars under the current market background, so as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cars at this stage, deeply understand the mod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automotive interface recogni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with BMW cars as the case, the driver-oriented ceremonial design of intelli-

gent cars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driving system in 

six fields: Bluetooth technology, car interface display equipment, digit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sharing 

technology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alyz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ars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deeply study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ar interface recognition system in human-machine field. 

Combining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marke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apabilities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intelligent car interface recognition system was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ca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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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plor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level of automotive recognition interface i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focus of domestic intelligent car manufacturer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ompanies. Improving 

the user experience of car interiors can stimulate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expanding the consumer market is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future automotiv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KEY WORDS: driver; automotiv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automotive interface recognition system 

由于智能驾驶汽车自控内部机构设计的简化，可

以释放大量的空间压力。人机交互的设计能够根据不

同用户的不同场景，实现量身定制的系统优化。在未

来的智能时代，汽车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在逐步数字

化、智能化，基于目前我国智能汽车的人机交互将成

为利用多种电信渠道与各种计算机进行通信的多种

人机交互方式，适应以人为中心的人机自然交互设计

标准[1]（在正常情况下，触觉、语音、手势、面部、

视觉、体感等交互方式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人机交互）。 

在互联网服务的大背景下，汽车人机界面识别系

统设计已成为国内外各大汽车企业及科技公司的关

注重点。 

1  现阶段我国智能汽车发展情况 

在过去，汽车一直被当成是一种出行工具而存

在，具备很强的工具属性，当汽车作为一款工具时，

人们关注的是安全性、可靠性、便捷性等，而当智能

汽车的概念出现后，随着 5G 的出现，车联网[2]成为

可能，这要求人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汽车设计。如何提

升汽车应用的便捷化、智能化、现代化和人性化已成

为汽车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无线通信技术和智能手

机为汽车电控平台智能化和便捷化提供了技术基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汽车驾驶使用中，会更

多地需要人与汽车的情感交互，这就要求人们进一步

完善“人—车—路—云”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将人、

车、路和网络连接成一个整体，即互联网服务系统，

它不仅可以带给人们更加方便的生活，也有利于社会

的高速发展。 

2  以驾驶员为导向的汽车的仪式感设计 

仪式感就是用庄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

似无趣的事情，或者说把看似无趣、平常的事情、

操作，进行精心设计。随着现代化制造技术、工艺

的发展和进步，消费者对汽车的差异化、品质化的

追求，正在逐步地体现在将来的产品上。因此，驾

驶员在驾车时的仪式感体验代表着消费者对精致生

活、与众不同的风格的追求。汽车的仪式感设计主

要体现在人车相对状态和车辆自身状态的改变上。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切换驾驶模式，采用不同的

油门，能让驾驶员尝试到不一样的感觉。当驾驶员

启动驾驶模式时，车机会自动显示欢迎语，欢迎语

的内容可以自由设置；为车主设计昵称，在驾驶员

开启车门的那一刻，自动驾驶室屏幕即刻显示；座

椅、后视镜位置会自动调整为驾驶员的设置；Carplay

也会自动连接，播放上次播放的音乐；自动调节驾

驶员专属的车机设置（空调、音响调校、氛围灯、

快捷键等）。将炫酷、科技融入汽车界面设计中，对

现有汽车的状态进行改变。这些部件通过先进技术

的融入，构筑视觉的时尚感，从而为驾驶员营造满

满的仪式感。 

不同品牌的车有着不一样的仪式感设计，比如，

BMW 汽车更注重体验和“以客户为中心”的参与感

（见图 1），实施“用数据赋能”和“打造适应数字

化进程的组织”的数字化战略[2]，打造以驾驶员为导

向的多样化用户与品牌互动渠道，利用现代化的数字

化技术向 BMW 驾驶员、BMW 的粉丝们提供在线选

车、在线服务、社交沟通等体验，运用创新成果为客

户创造价值。全德汽车俱乐部（Allgemeiner Deutscher 

Automobil-Club e. V.，ADAC）[3]对 2021 年汽车测试

的成绩显示，BMW iX3 在中国市场销量超过 2.1 万

台，新 BMW iX3 凭借强大交互体验，豪华氛围感，

独特电动驾趣，卓越驾乘舒适感，自动驾驶辅助、同

级安全标杆的设计，全球领先的生产实力，获得了豪

华品牌纯电动车型销量冠军，德国 ADAC 测试最佳

冠军，充分体现了当代消费者对现代豪华的追求。 
 

 
 

图 1  BMW 车内自动显示欢迎语言 
Fig.1 Welcome Message automatically  

displayed in BMW car 
 

BMW 新 7 系的三种仪式感（见图 2）。天使之

翼迎宾光毯是标配，通过不同位置的光源，当用户

进出车辆时，车门旁边的区域会被灯光照亮，并形

成光毯般的效果。经车辆解锁或车门打开的激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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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MW7 系车天使之翼迎宾光毯 b  BMW7 系车天使眼大灯 c  BMW7 系车星空全景天窗 

 

图 2  BMW7 三种仪式感设计体现 
Fig.2 Three kinds of ceremonial design of BMW7  

 
件，这对由灯光投射出的虚拟翅膀，在夜幕中常常

给车主一种走红地毯般的体验感，让每位车主在夜晚

进出车辆时赏心悦目。天使眼大灯设计是 BMW 新 7

系的亮点，当驾驶员刚到家准备熄火下车时，将转

向灯拨杆朝外推一下，此时就激活了回家照明功能，

天使眼大灯会点亮一段时间目送着驾驶员回家。宝

马独有的酒廊式星空 LED 全景天窗具有现代科技

感，一个可变透光度的 LED 全景天窗，在晚上，全

景天窗会亮起无数个小灯，就像看到天上的星星一

样，充满浪漫的气息。 

在智能汽车的未来市场领域中，汽车的仪式感

设计不仅涉及无线的通讯领域，还会影响人机交互

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汽车互联网服务系统在这

个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3  汽车人机界面识别系统现状及六大趋势 

通过趋势聚类归纳的方式，分别从智能汽车蓝牙

技术的搭载、数字智能化、共享技术以及控制能力、

人机情感交互方面进行了归纳，并最终形成了以下六

大趋势方向。 

3.1  蓝牙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汽车市场领域方面，最为流行的电子车载系

统是娱乐系统和导航系统为一体的形式，而一般情况

下，蓝牙娱乐系统还可以进一步搭载，为了实现用户

手机和蓝牙电话的无线连接，以达到让用户使用蓝牙

接打电话，同时手机中电子地图和车载导航的相关信

息，从而进一步提高出行的安全性。通过接入用户手

机 SIM 卡的蓝牙无线设备，自动登录到电话运营的

网络、电话服务商、识别手机号码、手机内部存储联

系人、用户 ID 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在导航车载

的基础之上，还添加了和智能手机存储内容交互信息

的功能。文字，图片，音频等集中一体地在电子系统

中展现。汽车智能控制系统在手机应用软件上的程序

主要包括汽车钥匙检测、状态控制、车辆故障检测和

信息显示与定位等组件。用户可以远程启动汽车、控

制汽车锁开关、车窗升降和车身照明，还可以查看轮

胎的胎压和温度、电池信息、总行驶里程、车速、室

内外温度和剩余燃油等信息。在 GPS 定位界面图中，

可以分别显示当前位置和汽车位置信息。 

在未来，智能汽车控制平台中，手机应用客户端

作为蓝牙设备的主站。将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生活

便利的要求。借助蓝牙的快捷技术手段实现对手机界

面的深度绑定操作，同时提高信息交换的高速传输效

率，最大可能地增强无线连接的智能和方便快捷的功

能，开启用户与智能汽车导航和定位的人机交互功能。 

3.2  界面显示设备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智能汽车控制平台设计中，从现阶段我国发布

的众多车款中，可以看出车内的屏幕越来越大。除了

车内的屏幕之外，还可以看到 HUD 技术的发展和普

及。这种特殊情况的不断发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多样化显示设备技术的加速发展，提供给了

用户更多的选择空间。二是人们对显示内容和不同维

度的需求快速增长，这加速了 HUD 技术的推进发展。

而在过去，人们通常将大屏显示的视觉目标集中在智

能汽车本身的整个屏幕上，这不利于目标的定位显

示。在未来，对于大屏显示器设计，可以将平面转向

多维的显示，使屏幕连接场景的功能成为汽车新型的

发展趋势，车内外各异的地理方向和其他介质都非常

有可能直接成为这种显示屏的媒介，人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多媒体显示电子设备的操作系统和新型的信息

处理架构，这将逐渐成为未来智能汽车行业的人机交

互系统设计的关键组成部分。 

3.3  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数字智能化设计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先生

说：“数字化早已渗透到宝马的研发、制造、车机端

数字化体验以及包含无数接触点的客户旅程之中，其

核心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创新成果为客户创造价

值 [4]。”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在互联网的大数

据时代[5]，与汽车出行密切相关的生活应用服务正在

得到逐步的完善，汽车作为一个出行的移动空间，不

仅是车与车之间的沟通，更涉及车与环境、车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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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体验。 

比如，BMW 在数字互联网领域的先进技术，主

要体现在现有智能软件的升级、新功能的上线，车辆

已有功能的优化三个方面。全新一代 BMW 车载短视

频、数字钥匙，腾讯小场景，大范围、为驾乘者在旅

途中提供更加愉悦、便捷、安全的数字体验，见图 3。 
 

  
a  BMW 自动登录驾驶员档案 

  

b  BMW 数字钥匙 

图 3  BMW 数字智能化设计案例 
Fig.3 Digital intelligent design case of BMW 

 
从基于用户空间体验的扩展角度来看[6]，用户在

智能汽车的使用空间中，仍然可以满足在家庭和企业

办公室等场地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生活需求，只是无法

获得相对独立的第三部分空间使用体验。这些都是基

于智能驾驶汽车与车辆周边物理环境和虚拟环境的

实时服务[7]，它们也将成为未来几年智能驾驶汽车的

发展趋势之一。所以本文合理推测，在未来，基于智

能商业模式的生活服务模型设计，会成为我国智能家

居汽车行业[7]人机用户界面设计的主要应用方法。图

4 是新能源汽车数字工厂新科技的展示，这里的车和

人的数字结合，体现了科技给人带来的震撼效果。 
 

 
 

图 4  新能源汽车“数字工厂” 
Fig.4 "Digital factory" for new energy vehicle 

关于汽车数字智能化设计的转变[8]，可以关注以

下几个方面。 

1）未来的数字智能化设计一定不是单一化的形

式，而是多方面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加创

新和自然的新型方式。 

2）关注未来全自动驾驶[9]模式时，仍然会有实

体设备来把握方向，但会将实体作为操作基础，结合

科技化的措施，以此实现更加有效简单的模式更新。 

3.4  共享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我国现阶段，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都在转型。

汽车共享行业日益成熟，共享作为可持续设计的核心

理念，具有传达给用户的重要信息作用，它已经成为

了汽车设计的重要路径。在当今社会，汽车行业高速

发展，衍生出了旅行即服务的服务理念，拥有汽车已

经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能够及时准确地

解决用户对于汽车的多方面使用需求问题是十分关

键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行业内出现了无人驾驶

技术，以及 5G 中数据粒子的细化技术。这些技术的

出现，为汽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行业保障和技术支

持，这种技术和服务相互结合的科技，不仅是用户的

硬性需求，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要条件。上汽集团

下的享道出行和环球车享（Evcard）就是一个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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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同时也是服务共享的最佳体现，通过两方面

的结合发展，未来它们必定会作为公众出行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有关共享服务或者出行服务，可以有如下关注。 

1）利用 5G 的优势，无限将数据颗粒细化，更

加智能化地分析用户的要求。在智能化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司乘匹配的工作效率。 

2）使用新型汽车技术，不断减少用车的成本，

带给用户全新的汽车体验，即让专车使用的成本降低

至公交成本。 

3.5  控制智能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阶段，我国智能汽车人机交互发展中的交互设

计不仅着眼于屏幕，更着眼于人机。BMW 从 2015

年开始提供手势控制功能，在 2018 年推出智能个人

助理。BMW 自然互动（BMW Natural Interaction）新

型交互系统，在 2021 年推出的 iNext 电动 SUV 量产

车上首次呈现[8]。驾驶员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语音和自

己的手势之间进行选择。这将意味着控制系统的逐渐

成熟，将成为推动未来智能驾驶汽车人机关系发展的

重要核心[10]，也成为了发展人机关系的重要核心。对

于未来的智能驾驶汽车，人机交互将是设计师的核心

理念，行业内部人员需要明确汽车控制的重要性，这

对人机交互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汽车夺取人的驱动力，机器干扰人等现象

层出不穷。汽车的安全问题是判断控制的核心因素。

关于这方面，中国智能汽车人机交互设计师，未来可

以有如下关注。 

1）控制权无缝切换。 

2）一定要把握好绝对度和相对度，尤其是机器

出现干扰人的情况时，应采用多种交叉检查机制。 

3.6  人机交互情感系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 2019 年的上海车展，人们重点关注汽车的人

机交互的趋势，基础的交互方式仍然是触控、语音和

手势。如果交互方式的技术得不到有效的突破，交互

的技术创新空间将始终有限。图 5 表示的是智能汽车的

架构图，总体包括通信系统，操作系统，感知系统等。 
 

 
 

图 5  智能汽车架构 
Fig.5 Intelligent car architecture 

 

3.6.1  人体感知系统 

多通道交互融合是未来交互方式的一个新的发

展方向。多通道网络融合交互的基础要求就是通信

技术的持续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 [9]，有关我国现

代智能驾驶汽车实现人机多个通道间的融合交互，

主要有以下重要角度。 

1） 就目前情况来看，多通道的视觉技术发展仍

然是多通道人机融合交互的重要基础，而其他类型的

多通道交互将作为实现创新驾驶体验的核心要素，在

汽车的更新换代中依然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2） 语音交互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智能驾驶汽车

的重要标配。而手势交互在此背景下就显得相对弱

势，由于手势交互仍然存在系统场景化和适用性差的

问题。基于语音交互，目前还普遍存在语音识别的速

度较低、准确性差的缺陷，在识别过程中，确定目标

唯一性也是十分关键的。 

3.6.2  生物识别系统 

智能汽车的个性化，是我国智能汽车用户长期

以来关注的重要目标，也是未来汽车发展的重大需

求 [9]。这里的个性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

现在已经出现越来越多、正在实施的个性化选择，

例如消费者买车时，可以自主地选择颜色、配置等，

这是外观和功能方面的个性化表现。另一方面，人

脸识别系统、语音识别系统已经用于汽车智能系统[10]，

当驾驶员进入驾驶室，启动汽车开关按钮时，汽车

智能系统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手势等识别驾驶员的需

求 [11]，这是更为专业的人机交互系统上的个性化。

现阶段关于我国专业智能汽车人机交互系统个性化

设计中[12]，需要着重关注以下角度。 

1）大数据网络时代的智能汽车自动化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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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包括驾驶员手势识别技术[13]、语音识别系统、

指纹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14]，自动记录驾驶员专

属的个人信息系统匹配。 

2）基于人体生理学和心理学感知，我国智能汽

车人机交互用户界面的自动实时监控个性化，这里主

要指对车主或者其他乘客的身体生理学和心理感知

状态信息进行实时自动监控，比如当系统检测到车主

疲劳驾驶时，汽车就会提醒车主采取规避措施，以防

出现安全问题。 

图 6 为生物识别和网络大数据的智能汽车专属

设置的自动个性化因素，关注驾驶员和乘客的生理

心理感知并进行记录，包括人正常社交服务、移动

办公、娱乐等服务，形成个性化智能识别系统。 
 

 
 

图 6  BMW 汽车智能生物识别系统分析 
Fig.6 Analysis on intelligent biometric recognition  

system of BMW cars 

3.6.3  高智能情感交互 

当下的科技发展局限了人们仍然专注于人与车

的互动。但当高智能和情感化成熟都普及时，车与

车的互动可能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例如，当两

辆车相遇时，灯会互相打招呼，而不是简单地闪烁

两次，但灯本身可能是一种情感对象，这种情况其

实就类似于现在的许多车载机器人。关于汽车方面

的智能情感交互的案例，见图 7。 

在智能驾驶的基础上，未来汽车人机交互设计

发展会更加注重用户与汽车，实现更加人性化 [15]的

人机互动，不仅是能够响应驾驶员的指令，还应该

配合与用户间的沟通和协作。在此基础上，在解决

汽车交互体验设计过程中，只有更多地关注人们内

心的情感需求的问题，才能使汽车在真正意义上从

机器过渡到有生命的情感伴侣阶段 [16]，成为智能汽

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种设计趋势在智能汽车情

感交互方面，可以关注以下两点。 

1）知觉和认知能力。这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两

个层次，也是智能情感交互的先决条件。在未来，每

辆车都可能标配智能机器人，实现基本的人体感知

作用。  

2）注重交互——人与车、车与人的互动；外面

的行人和汽车；外面的汽车和行人；汽车和汽车等全

方位地交互，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需要把

它放到外界大的环境中去着重思考[8]。 
 

 
a  2018 年 BMW 汽车中搭载的 Alexa 语音助手  b  2018 年 BMW 汽车中搭载的手势控制系统 

 

图 7  智能情感交互的案例 
Fig.7 Case of intelligent emotion interaction 

 

4  结语 

随着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能化应运而生。住宅智能系

统、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领域快速发展，各

种智能系统和设备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目前许多国

家对于智能化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视，并大力支持和发

展这方面的技术，因此对信息智能交互的研究与探索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此外，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

已经能够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行驶数千英里，并且智能

汽车还可以执行人类难以执行的高难度任务[17]。 

本文的研究，意在揭示和说明互联网时代我国智

能驾驶汽车的应用前景和市场，分析了其中最关键和

突出的汽车识别界面的技术，同时对于我国可视化科

技和人工交互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探索，并指出

我国智能驾驶汽车界面识别系统即将支撑开启中国

智能驾驶汽车的未来，以期为我国当前及未来的智能

汽车设计和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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