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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能座舱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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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作为汽车行业未来发展主趋，在业内多个研究学者达成共识，此类趋势将为人们

生活及出行带来较大的变化，同时会促使汽车座舱在多方面发生变化，体现在形态、功能及交互方式，所以智能座

舱设计是未来汽车产业创新及发展核心因素，也是凸显汽车个性化，吸引更多用户关注的方面。本文就汽车智能座

舱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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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汽车问世以来，汽车经历了两个时代：机械时代

和电气时代。这两个时代的汽车都是以驾驶为主要目的

交通工具，汽车内部空间区域主要分为固定的驾驶员位

和固定的乘客位。由于近几年自动驾驶、人工智能、5G

等尖端科技的兴起，汽车行业也逐渐在汽车上集成了辅

助自动驾驶和智能助手等功能，让驾驶变得更加轻松快

捷，但人们对于座舱的需求也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日益

增加。1

在未来，全自动驾驶技术将改变传统的驾驶模式。

人们将从枯燥的驾驶操作中解脱出来，使得汽车座舱成

为人们驾驶、休息、娱乐、工作的地方。这也引发了人

们对未来汽车智能座舱能实现什么功能、空间区域该怎

样划分、需要什么技术支持的思考。想找到这个问题的

答案，首先还得探寻什么才是智能座舱。接下来文章会

根据国内外汽车座舱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智能座舱可能会

存在的关键技术思考座舱发展趋势。

一、汽车智能座舱概述

智能座舱实质是汽车驾驶舱中的人机交互场景，主

要目的是将驾驶信息与娱乐信息两个模块进行集成，利

用自身处理海量信息数据的强大能力，为用户提供高效

的、直观的、充满未来科技感的驾驶体验。智能座舱的

设计诉求主要是用于提升用户的驾乘体验，同时还要保

证用户驾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智能座舱的设计要求是

多样的，其主要体现在功能体验与交互感知的整合上，

并使其更加的符合人机工程学。智能座舱的设计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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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交互体验来进行的。们可以将智能座舱理解为一种

用户的驾乘使用载体，分析用户的驾驶需求和娱乐需求，

把握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优化智能座

舱的空间结构，进而提升用户的驾乘体验。智能座舱也

是除在工作和家庭场景以外的第三生活空间。随着用户

对汽车的使用时长越来越高，汽车智能座舱与用户进行

人机交互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意味着汽车智能座舱设

计的另一层目的需要着力解决由用户驾驶汽车时间长而

引发的安全问题、疲劳问题、操作紊乱问题等。这时智

能座舱的另一层含义，凸显了其作为用户全场景的第三

生活空间的真正意义。

二、智能座舱的发展现状

1.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语音交互技术在智能座舱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它的

重要性体现在对安全、便捷性甚至是对情感性的提升。

小鹏 P7 具备了的语音反应速度较快，识别率也较高，此

外，它的语音助手还可通过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键以及

中控下方触控面板的语音键唤醒。蔚来 ES6 则配备了“4

区生源识别”，同时系统会根据不同分区的声源，来进行

空调、升 / 降窗等精准对应操作，支持随时的唤醒词打断

功能，支持多轮的连续会话功能。此外，人脸识别技术

和手势识别技术也被一些厂商应用到座舱内，虽然应用

的广泛程度不及语音交互技术，但是为这个维度的技术

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例如，上汽荣威在 RX5 MAX

上配备了 SKY EYE 天眼系统，能够主动识别面部信息，

用户刷脸登录后，轻踩刹车即可启动车辆。起亚在其智

能座舱中搭载的 V-Touch 触摸式手势控制技术使用 3D 摄

像头跟踪眼睛和手指运动，能够允许用户在不使用物理

按钮的情况下管理车内功能，娱乐、照明、空调等。

2. 智能座舱输入 ( 控制 ) 现状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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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方式历经较长时间的变化及创新，由原有机械

时代以按键、转钮为主，逐步演变为手机触摸式，创新

用户交互习惯，为车内触屏有效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实

体化按键由于用户记忆具有一定复杂性，不具有美观性，

主要存留的为方向盘部分按钮。未来输入发展趋势主要

从以下两方面着手：①语音交互广泛应用。语音交互作

为汽车与驾驶者最高效、便捷的入口，其对用户操作车

辆安全性及便捷性十分关键，语音可实现汽车全功能控

制，不久未来可实现声音辨识用户，从本质实现一体化

服务。现阶段，语音交互仍存在部分瓶颈，其与人工智

能化水平、对语义进行分析解读难度较大；②手势、脸

部辨识功能逐渐被实现。立足应用功能层面分析，脸部

辨识精准性存在一定的缺陷，使用场景受限，短时间内

难以实现交互方式，局限于初期研究探索应用，以此吸

引更多消费者。面部识别可短时间内精准辨识用户，基

于汽车未来战略发展层面，面部识别可全面识别用户实

际现下状况，为驾驶者和乘车人员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应用前景广阔。

3. 大屏化、多屏化趋势显著

随着实体操控按键越来越简化，显示屏幕也开始成

为座舱内饰的主流配置，出现两个明显趋势。

第一，中控屏的尺寸越来越大，清晰度越来越高。

例如，威马 EX5 中控采用的是 12.8 英寸触控屏，屏幕分

辨率为 1920*1080；蔚来 ES6 的中控屏为 11.3 英寸触控屏

幕，分辨率为 1600*1400；小鹏 P7 的中控屏为 14.96 英寸

液晶屏，分辨率高达 2400*1200。

第二，第二，除了大屏化之外，智能座舱还呈现出

多屏化的发展趋势。方向盘、车窗、车前以及车后都加

入了屏幕。延锋发布了自主设计研发的 Xi M21 智能座

舱，其一大亮点就是多屏交互，车内安装的 5 个显示屏

无缝融入内饰，与未来数字生活充分结合。

三、智能座舱的未来发展趋势

1. 满足驾乘人员的更多场景需求

随着汽车智能座舱的大力发展，用户对驾驶场景的

需求也越来越多。基于此，智能座舱的设计方向应当集多

功能于一体，以确保其在与用户进行交互时，可以满足用

户各种车载服务需求。例如，在驾车出游方面，一是可以

规划行进路线，保证其行车线路的合理性，提升其行车的

效率，保障行车的安全；二是可以通过对路程中的相关设

施进行提示，如停车场、加油站等，有效的为用户出行提

供良好的服务；在亲子方面，可以为用户提供娱乐服务，

如利用多功能的显示屏为有孩子的家庭出行提供动画片、

音乐等服务。孩子可以通过娱乐设备享受到出行的乐趣，

体验出行过程中的驾乘感受；在用户办公方面，智能化的

汽车座舱配备了相应的车载电脑，以方便用户办公。总

之，集功能化、智能化、舒适化于一体汽车驾驶座舱可以

满足用户在众多场景下的用车需求。

2. 不断优化现有功能

（1）语音交互功能不断优化

当前的语音识别技术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反应速度较快，识别率也较高，抗干扰性也比较好。但

是当前智能座舱的语音交互功能在情感化、多轮对话、

唤醒 / 打断方面仍有待提高。未来智能座舱的语音交互系

统能更加准确地识别用户的日常用语，甚至能够识别用

户方言，更加轻松地和用户进行多轮对话，在用户想要

打断对话的情况下能够转变话题或者终止当前对话，此

外用户也可以对唤醒词进行自定义。

（2）导航功能不断优化

目前导航功能仍然是用户最为集中的痛点。导航不

准，更新慢，实时性差，起终点显示不明确是当前汽车

导航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发展过程中，导航系统

将实时联网，自动更新，并逐步实现定制化。

（3）功能种类更加多样化

未来车辆不仅能为用户提供驾驶和出行类服务，还

能为用户提供社交类、娱乐类以及工作相关类的服务功

能。目前，用户在车内的社交活动仍旧是依靠手机完成

的，在未来，用户可以通过车内自带的社交软件来联系

好友、共享位置以及导航信息。对于娱乐类的服务功能，

未来的智能座舱具备为用户提供订票、选座、预订酒店

等功能，还可以为用户推荐附近的电影院正在上映的电

影以及与电影票相关的信息，或者根据用户喜好推荐附

近的餐馆；对于除了驾驶者之外的乘客，座舱内置的音

乐、视频以及游戏 APP，能够让乘客的旅途不再无聊，

并通过多屏交互技术，确保在其他乘客进行娱乐的同时

不会影响司机的驾驶。

3. 交互界面将变更为交互“介面”

传统汽车座舱往往通过机械传导的方式与用户进行

交互。随着智能座舱的深入发展，多模态交互技术的应

用扩展了用户与汽车的交互空间。例如，手势交互是借

助手势对汽车进行操控，通常用于控制汽车车载音响音

量的大小，其控制精准度和应用范围仍有待提升；眼动

和表情交互通常是对用户面部进行识别，一是用于捕捉

驾驶员的情绪状态。当用户昏昏欲睡时，系统通过播放

音乐或者释放香味来唤醒驾驶员。当用户心率、心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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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信息出现异常时，系统自动向医院发出求救信号；

二是用于确认用户的身份。汽车座舱在确认用户身份信

息后还可以同步车内明暗程度、音乐喜好、汽车座椅调

节等个性化设置，以满足用户的驾乘需求；语音交互通

常是对用户语音进行识别，多用于分析其情绪状态或者

驾乘需求，如识别到副驾接听电话就自动降低媒体音量

等。基于多场景下的汽车座舱多模态交互设计拓展了人

机交互的空间，凸显了人机交互“介面”的意义 [5]。

结束语

随着近几年新技术的爆发式增长，各种技术与座舱

相互融合，使得座舱变得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本文通

过对汽车智能座舱发展现状的分析，提炼出未来智能座

舱应具备的关键技术，引发了对未来座舱智能化、人性

化、可定制化、高度集成化的思考。人们对于智能座舱

的思考从未停止，本文对于智能座舱发展方向也仅仅局

限于现在所存在的技术或者理论，但如果站在未来的角

度再思考智能座舱，或许智能座舱就不是文章内容所述

的形式。未来对于座舱的设计将更有灵感，思考将更有

深度，更具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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