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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实现自动驾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车交互 

完全自动驾驶时代即将来临——但在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处理各种态势、各种环境和各种

状况之前，实现自动驾驶的进程将仍处于“进行时”，人类干预对于驾驶而言仍将不可

或缺。 

随着自动驾驶开发的进展，各种各样的挑战会不断涌现。当前，许多 OEM 正转而开始

部署 L2+级或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允许驾驶员在一段时间内不必干预某些驾驶任务，

从而实现车辆性能和可负担性之间的平衡。与这一优点相对的是，系统有时会要求人类

重新干预并接管车辆驾驶。 

在这种自动驾驶水平下，确保驾驶员和自动驾驶系统之间的无缝交接是我们的目标。因

此，行业需要一种与驾驶员进行交互的智能新系统——它能够构建车内外环境模型以及

驾驶员状态模型并将两者相结合，保证驾驶员能够顺利接管车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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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吗？ 

设想一下：你正在越野旅行途中，车子正沿着蜿

蜒向前的高速公路穿越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你十

几岁的儿子正在开车，而你则任由思绪漫游，也

许观赏着周围的美景，或者畅想着即将到来的探

险之旅；抑或，你悠闲地翻着一本书，在手机上

浏览着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或者只是打个盹。 

突然，你儿子催着你赶紧接过方向盘，因为出现

了他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情况。而你此时的思绪还

在别处，却需要立即掌握情况：我们此刻在哪？

在哪条车道上？周围有哪些车辆？出现了什么

险情和紧急情况？有哪些相关的交通标志？ 

当然，在繁忙的高速路上更换司机是不现实的，

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某些级别的自动驾驶所面

对的挑战。随着 L3 级自动驾驶的开发，人们可

以期待在某些情况下将驾驶完全交给汽车。但这

也意味着自动驾驶系统有的时候需要驾驶员全

身心地关注驾驶情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 

当前的系统可能会通过发出警告或预估驾驶员

接管控制权所需的时间，以解决移交控制权方面

的问题。但是，驾驶员接管所需的时间以及执行

接管的情况会受到引发控制权转移的多重因素

的影响。驾驶员是否正沉迷于其它活动的程度、

驾驶员是否正处于分心状态、驾驶情况有多复杂

等等因素。  

无自动驾驶 驾驶员辅助 部分自动驾驶 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高度自动驾驶 完全自动驾驶 

没有自动驾驶功能；驾驶员需

要执行所有驾驶任务。 

车辆将由驾驶员控制，但车辆

设计中可能包括一些驾驶辅助

功能。 

车辆具有加速和转向等自动驾

驶功能，但驾驶员必须始终参

与驾驶任务并关注驾驶环境。 

驾驶员必须参与其中，但不需

要关注驾驶环境。驾驶员必须

随时准备好在收到提示时控制

车辆。 

车辆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执行所

有的驾驶功能。驾驶员可以选

择控制车辆。 

车辆能够在各种条件下执行所

有的驾驶功能。驾驶员可以选

择控制车辆。 

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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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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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泊车 

感测 

系统冗余 

驾驶员监控 

大脑专注于驾驶任务 

眼睛专注于驾驶任务 

手握方向盘 

脚踏踏板 

是 

否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无 

可能有 可能有 可能有 
（在车道上减速） 

触摸/驾驶员状态 驾驶员就绪度 驾驶员就绪度 驾驶员就绪度 

有 有 有 



 

3 

人机控制权移交 

工程师们必须想方设法帮助人类驾驶员准备好

有效且快速地控制车辆。在人机配合的驾驶中，

系统必须实时了解其人类伙伴的状态——了解

驾驶员的认知状态、行为和意图——并为驾驶员

创建个性化档案，以实现自动驾驶的安全操作。 

通向理解的桥梁 

庆幸的是，今天，汽车行业正致力于开发各类工

具，为车辆赋予充分的智能，让它们不仅可以了

解驾驶员当前的身体状态，还可以了解与驾驶员

互动的最佳方式，从而顺利地移交控制权。结合

对车辆周围环境的了解，这可以让自动驾驶系统

主动调整车辆界面，方便驾驶员做出决策。 

环境模型 

真正实现这一畅想的关键在于监控车辆周围的

环境。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会将诸多

环境因素考虑其中，如天气、交通状况、当日时

间以及车辆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城市环境中

行驶。 

随着车辆的更新换代，传感器（雷达、摄像头、

激光雷达和超声波传感器等）也越来越多；同时

无线获取地图、交通状况和天气数据等功能也日

益普及。借助传感器融合技术，系统已经可以建

立一个优秀的环境模型，反映车辆周围的情况并

评估具有威胁的情况。 

但是，将车辆的环境模型与人类的模型相匹配是

一大挑战，因为人类有独立的感官以及系统和环

境心理模型。 

 

人类和机器人可以默契配合  

汽车领域并非是第一个开展自动化系统

与人类合作的行业。航空、国防和太空探

索都是在该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领域。这些

领域都要求： 

● 安全文化 

● 在不利的、动态的和不确定的条件

下，弹性化的人机协调 

● 不同人员和机器之间的不固定的任

务交接 

● 有关自动化系统功能的用户教育和

培训 

这些领域还都采取了团队框架，其中包含

监督角色，并辅以共同的团队协调和辅助

目标。随着自动驾驶的出现，来自这些领

域的经验教训将得到用武之地。 

 

驾驶员模型 

实现人机默契配合的一条途径是让系统创建驾

驶员模型，利用驾驶员监测系统，通过摄像头判

断驾驶员是否注意力集中、走神或昏昏欲睡。 

传统的系统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案或假设驾驶员

行为是静态的，但在监控面部表情和认知能力等

多种变量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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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系统有时会不管驾驶员是否打算改变车道

或当时驾驶员的专注度照样发出车道偏离警告。

与之相比，更先进的舱内传感系统可以实时观察

驾驶员，并创建模型，展示驾驶员在不同状态和

不同驾驶条件下的表现或行为。 

随着驾驶员开始体验 L2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的功

能，如自动变道辅助，他们会逐渐了解系统会如

何应对不稳定的交通流量、不断变化的交通密度、

汇入车流等多种交通场景。最初的探索阶段对于

系统赢得消费者的总体信任度和技术接受度十

分关键，在这一阶段，驾驶员会去了解系统的各

项功能。驾驶员会对系统的运行建立心理模型，

并判断系统的行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令人烦

扰的还是合理的。 

 

 

评估驾驶员接管控制权的就绪度 

预测驾驶员的接管响应

延迟和执行接管的情况 

对驾驶员的信任度、偏

好和 ADAS 专业知识进

行分类 

检测系统使用不当的情况 

评估驾驶员

的协作意图 

导航输入 

施工区、收费站、隧道 
检测疏忽、

差错和失误 

交通状况和交通流量

模式 
情境融合对象和威胁 

车道类型和

条件 

城市道路/高

速公路 

自动驾驶等级 

当前的系统功能状态 

操作限制和界限 

最近的模式更改 主动车辆操控 

驾驶员超车 车速 

驾驶员与 ADAS 系统的交互： 
- 加速、刹车、转向、超车 

- 系统参与、脱离 

- 人机交互 

驾驶员手部和

身体姿势 

驾驶员走神和

困倦程度 

驾驶员态势感知 自动驾驶模式下 

驾驶员注视模式

和注视区域 
与驾驶无关的

任务和行为 

驾驶员认知负荷 驾驶员情绪状态 

驾
驶
员

 

车
辆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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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驾驶员模型也可以实时了解驾驶员的

情况。在上面的例子中，驾驶员模型可以在自动

换道之前、期间和之后对驾驶员对系统的反应和

交互进行分类。 

借助驾驶员模型，系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驾驶

员的情况。它将借鉴交互历史判断驾驶员是倾向

于过度信任自动驾驶系统，还是不够信任自动驾

驶系统。无论驾驶员参与驾驶操作与否，它都能

找到相应模式，并推断出随后与该驾驶员交互的

最佳方式。比如，系统可以观察驾驶员是更喜欢

接收信息，了解车辆当前操作及采取此种操作的

原因，还是不喜欢被打扰。 

情境辅助 

配备环境模型和驾驶员模型后，自动驾驶系统就

能够更有效地了解驾驶员驾驶车辆需要哪些帮

助。比如，系统可以对驾驶员的查询进行语义分

析，并借助机器学习强化分析，更好地关联相关

概念和情境。自动驾驶系统应具备情境辅助功能，

其唯一的功能就是预测驾驶员的需求，并在他们

需要时以最适合他们的形式提供他们需要的信

息。 

情境辅助功能可以预测为驾驶员提供帮助的方

式和时间。比如，感知到驾驶员有疑惑后，车辆

可以主动提供信息，帮助建立信任，就像人类驾

驶员对乘客那样。 

驾驶员模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供帮助： 

● 定制人机界面，使交互符合驾驶员模式。这

在出现不确定情况时尤其重要，如不利 

● 的驾驶条件。比如，变道时，系统可以通知

驾驶员有关车道风险预测的变化，并根据周

围交通流量的复杂度发出预警——这些都

有助于建立驾驶员对系统的信任。 

● 根据每位驾驶员不同的驾驶特征调整

ADAS 响应。还是以变道为例，可以根据每

位驾驶员的舒适度对速度、确信度和可接受

的车辆间距等变量进行个性化设置。 

此外，驾驶员模型和情境辅助还有助于减少人为

失误。比如，如果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停用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系统可以考虑相关情境，观

察驾驶员对开关的反应，确定驾驶员是否意外关

闭了开关。这种情况极其危险，因为驾驶员没有

意识到自动驾驶已经被关闭或没有准备好重新

控制车辆。针对这种情况，系统可以通过设计在

过渡期间暂时启用控制辅助，为驾驶员提供协助。 

安波福目前正与多家 OEM 展开合作，针对特定

驾驶场景的情境，进行驾驶员建模和注意力标准

管理的开发。 

驾驶交接  

让驾驶员迅速从放松状态进入活跃和警觉状态

是实现车辆控制权交接的一大挑战。设想一下在

出现交通堵塞时，驾驶员可能手里正拿着东西

（喝咖啡、查看电子邮件）或者正处于不适于驾

驶的状态（向后倾斜或伸长脖子）。 

此时环境模型的态势和威胁评估以及驾驶员模

型将发挥作用。借助环境模型，系统能够知道哪

些要素需要多加注意，而哪些不需要。比如，驾

驶员可能会立即注意到附近的两辆大卡车，而其

实此时驶入前面车道的小轿车更值得驾驶员关

注。系统可以借助驾驶员模型有效地突出这两小

轿车的存在，如在平视显示器上车辆周围放置视

觉标记，使用信息娱乐系统上的信息或通过音频

提醒驾驶员。 

情境感知系统的优势 

情境感知系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决策

过程中协助驾驶员： 

● 全面评估情况，将驾驶员状态、道路

状况和 ADAS 状态考虑其中 

● 考虑到驾驶员的舒适度、技能和处理

当前信息的能力，以最具安全性的方

式协助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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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合作式交互是确保顺利交接的新兴方案，驾

驶员和车辆将共同处理操作和不确定性。主动安

全系统可能不确定在某些环境或交通条件下需

要进行什么操作。在行驶中的某些阶段，车辆可

以与驾驶员达成“照管协议”，通知驾驶员即将

发生的不确定性——如施工区带来的不确定性

——并评估驾驶员的合作意图。驾驶员会主动确

认进行合作，然后密切关注系统在施工区附近车

道上的操作。这种密切合作的方式使人和机器成

为一个团队，可以提高安全性。 

从起点到终点  

自动驾驶系统与驾驶员之间的交互方案可能会

与核电站技术员与自动系统、或者飞机驾驶员与

自动驾驶系统之间的交互方案类似。 

核电站和飞机也是安全至上的系统，但操作员并

非始终掌握控制权。相反，他们经过培训，能够

了解系统关键方面的状态并留意异常情况或威

胁。 

事实证明，人类擅长发现异常并进行分类或概括，

而计算机更擅长查看大量数据、解析数据并同时

执行多种复杂操作。得力的情境助手可以匹配人

类的思维方式——处理数据并就异常情况提醒

驾驶员。此外，情境助手还将有助于训练驾驶员

与车辆配合，使他们成为出色的 ADAS 操作员。 

开发人员不能忽视人类驾驶员对于 L2 级和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操作仍必不可少这一事实，因此

应通过系统设计，为驾驶员提供安全操作车辆所

需的支持。学习的方式和与系统交互的方式因人

而异，这意味着一刀切的模式化方案不可能总是

可行。 

构建成熟的驾驶员和环境模型对于在驾驶员和

车辆间建立安全、协作的关系至关重要——当驾

驶员看到系统真正理解他们以及车辆周围发生

的事情时，他们更有可能会选择信任并使用系统。 

 

 

 

重新定向和重新聚焦 

系统会看到什么 

 
 

态势：系统正在跟踪周围的车辆并评估威

胁，同时跟踪驾驶员的视线和他们的态势

感知模式。 

 

驾驶员会看到什么 

 
 

评估驾驶员的感知能力：当准备将控制权

移交给驾驶员时，系统会判断驾驶员有没

有意识到左侧有更大的威胁，并在平视显

示器中突出显示。 

 

系统会看到什么 

 
 

重新定向：突出显示驶入车道的车辆使驾

驶员在接管控制权时立刻注意到最需要

注意的环境要素。 

 

 

驾驶员 

注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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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驾驶员为接管控制权做好准备 

驾驶员是否清楚周围环境（车辆、交通和道路状况）对于确保安全移交控制权十分关键。安波福开发了一款针对驾驶员的初

级态势感知评估模型，可以判断驾驶员的注视的对象并评估驾驶员视线与周围车辆和整个环境的相关性。 

该模型将环境感测和驾驶员感测数据相结合，可以推断驾驶员在试图重新接管控制权时的态势感知水平。如果驾驶员在准备

接管时表现出较低的态势感知能力，车辆会提示他们将视线转向给定方向以重新定向——还可以突出显示具有潜在威胁的特

定物体。 

某些条件触发控

制权移交 
要求移交控制权 移交 系统限制 

自动驾驶 移交准备 态势感知 

 对当前态势要素的感知 

 对当前态势的认识 

 对未来态势的预测 

决策 移交执行操作 常规驾驶 

驾驶员接管控制权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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