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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智能车载系统中的音乐服务与交互设计。 方法方法 基于对智能车载系统信息复杂性的

探讨，结合未来车联网下可连接的服务系统，分析车载系统中音乐服务所需的交互设计要素。 结论结论

通过搭建基于云服务的信息服务系统，定义了智能车载系统中音乐服务的服务模型以及其人机交互

界面，并通过应用实例初步验证了研究的有效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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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explores the music service and interaction design in intelligent in-vehicle system. Based on discussion
about the complexity in intelligent in-vehicle system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connected future service system，it
aims to analyze the key items of interaction design needed for music service in in-vehicle system. By constructing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Cloud-service，the music service model and human-machine interface design in
intelligent vehicle system are defined. Moreover，through a practical example，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ystem are
preliminarily jus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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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正在迅速成为一个连接数量化和多样性数

字信息服务的平台[1]，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汽车早已

不是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另外，随着普世计算、物

联网等互联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发展及应用，智能汽车

及智能车载系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2]，诸如

音乐服务这类的娱乐功能已经成为车载系统中不可

缺少的部分。智能汽车为车载环境中的人们提供了

更多可连接的信息服务，如连接移动设备、互联网等，

这类可连接服务也不断影响着车载系统中的音乐服

务方式及驾驶者对音乐服务的认知体验。然而在车

载环境中，驾驶者已经被认知能力及有限的注意力资

源所限制，越来越多的服务及信息为争取有限的驾驶

者注意力资源而竞争[3]，因此，基于智能车载系统如何

重新定义及设计音乐服务与交互方式，以提高驾驶者

驾驶安全、效率及实现愉悦驾驶体验，是汽车人机交

互领域一个必要的尝试。

1 传统车载系统的信息复杂性

当前，汽车内部的信息模型已经从单一的行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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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况信息模型逐步发展成为包括车辆信息、车辆间

（Car2Car）信息、车辆和其他信息载体（Car2X）交互的

信息在内的复杂信息体系[4]。其中，信息的复杂性主

要体现在3个方面：人车信息内容复杂、人车交互情境

复杂和人车交互界面信息显示复杂。人车信息复杂

性框架见图1。人车信息主要是指驾驶者的信息（生

理状态、情绪等）、车的信息（车的性能、车载功能）以

及人车交流的信息。而车内信息功能的多样化及人

在车内活动的丰富性，使得人车信息内容复杂化。同

时，随着汽车逐步成为了一个集合信息获取、传递、交

流和娱乐的交互式空间[5]，人车交互情境也变得更加

复杂。交互界面信息显示的复杂性体现在汽车交互

界面信息内容、信息维度、显示方式[6]3个方面。这些

信息复杂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驾驶者的感官认知，进

而影响其驾驶行为及驾驶安全。

按照诺曼的观点，追求复杂是人类对产品功能和情

感体验需求的体现，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减少复杂，

而是通过精心的设计来良好地管理复杂，为用户提供复

杂但易用的产品[7]。处理复杂的人车信息，人们需要更

为智能的车载服务系统以及更为人性化的自然人机交

互界面，以容纳和理解更多的人车信息内容，基于情境

为用户提供关键的服务信息以及简洁的信息界面。

2 复杂的人车信息的智能车载系统

智能车载系统是指面向未来的智能辅助驾驶系

统及信息娱乐系统，旨在变革人与车、车与车之间交

流方式的服务系统。物联网的发展以及物联网应用

下的车联网概念的提出为智能车载系统提供了基

础。从系统交互角度，车联网主要包括有车与车通信

系统、车与人通信系统、车与路通信系统、车与综合信

息平台通信系统、路与综合信息平台通信系统[8]。车联

网信息架构见图2，其意义是促进各类信息的交换，但

对于驾驶环境中人面临的复杂信息的处理，需要结合

服务设计理念寻求更系统的解决方式。

建立智能车载系统所需的服务生态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完善智能车载系统所需服务的服务生态

及利益相关者、建立大数据基础、建立可连接的服务

网络。完整的服务生态由驾驶者、汽车、云平台（服务

终端及计算平台）、汽车生产商、各类传感器、服务内

容提供者、相关设备、技术支持等角色组成。大数据

基础主要是指建立驾驶者状态信息及驾驶行为数据

和汽车实时数据（位置数据、汽车状态数据等）。可连

接的服务网络是指建立基于车联网的服务。基于服

务系统的智能车载系统能为驾驶者提供更具情境性

的驾驶辅助信息服务，更丰富的娱乐功能，进一步促

进驾驶者在汽车驾驶中的社会交流及分享服务。信

息服务系统架构见图3。

3 智能车载系统的音乐服务

在车内，驾驶者通常将电台广播作为常规的娱乐

信息系统，相比MP3等播放器，对于电台用户只需关心

如何设定频道列表及常用收听频道。操作上，驾驶者

只需打开电台，然后开始收听，但传统娱乐信息系统中

电台的局限性在于电台频道的有限性，以至于用户只

图1 人车信息复杂性框架

Fig.1 Complicated frame of the human-car information

图2 车联网信息架构

Fig.2 Framework of the vehicle area network information

图3 信息服务系统架构（省略中间件技术）

Fig.3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not conclude mid-

dle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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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少的选择。而在音乐服务中，用户除了对音乐的

内容上需要更多的选择，在操作上也需要更多的直接

交互行为，如选择音乐人、音乐风格、唱片等。这些选

择在驾驶情境中给用户造成了更多的认知和操作负

担，进而有可能影响其第一驾驶任务。

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音乐服务在内容上可定

义成类似电台收听的模式，即为用户提供一个不间断

的播放列表。基于云服务为用户提供模糊搜索以支

持用户的歌曲筛选，筛选维度可包括音乐风格、年代、

流行热度、情绪及个人资源库等。模糊搜索方式可为

用户提供比传统电台广播更多的播放列表选择，同

时，由于避免了歌曲选择过程及手动媒体设置，它会

产生更少的操作及认知负担。另一方面，基于可连接

的设备，用户可以将移动设备、互联网平台的音乐服

务整合到车载系统的音乐服务中，基于用户在这些设

备中的音乐收听习惯及喜好，减少用户在车载环境中

的音乐选择及设置过程，因此，在智能车载系统的信

息服务系统架构的基础上，音乐服务模式框架主要包

含两个部分：汽车人机交互界面（服务前端）及互联网

云服务平台（服务后台），见图4。前端负责用户操作

行为及交互信息输入，后台则负责数据的收集、计算

及将数据抽象生成个性化的音乐列表等。前端和后

台的交互满足用户对音乐播放列表的需求，前端收集

用户的信息输入方式，更准确地了解用户的歌曲喜

好，将信息及数据传输给后台①。后台基于互联网自

动生成个性化音乐播放列表，期间数据的收集①、传

输⑦以及处理②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后台同时收集

了用户移动设备及网页音乐服务应用的数据时⑥，会

加快这一过程。最终，车载系统从互联网与服务及连

接设备获得音乐播放列表（④、⑤、⑧）。

4 智能车载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前面详细讨论了智能车载系统的服务后台部

分，而作为服务前端的人机交互界面更是智能车载

系统的关键部分。智能车载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设

计包含两个关键部分，即交互方式的设计和显示界

面的设计。

4.1 手势操作交互方式设计

传统汽车车载系统的人机交互方式主要是基于

方向盘、物理按钮以及其他设备的有形物理交互方

式，但面对日益复杂的人车信息，多通道用户界面会

成为未来交互设计的核心。多通道界面中的交互方

式包括手势、语音、眼动等，其中手势交互已经在部分

产品（特别是游戏产品）和展示设计中逐渐使用起

来。相比于传统的触摸等物理操作方式，手势交互被

认为是一种与机器或计算机更自然的交互方式[9]。

Martin Zobl，Michael Geiger等[10]人就手势控制车载设

备的操作进行的可用性分析，表明车内手势输入是人

机交互界面中可靠的交互方式，因此，手势交互可作

为智能车载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的有效操作方式。

对于基于手势操作的人机界面设计中手势的设计

定义，Michael Nielsen，Moritz Storring等[11]人在基于手势

操作界面开发设计的方法研究中强调，基于人的手势

操作设计实验必须考虑以下原则：直观的功能及手势

映射、手势的语义理解、文化差异、人与人交流中的自

然无意识手势表达、手势的物理人机性，因此，对于智

能车载系统中音乐服务交互方式的设计，应对车载环

境中音乐服务的情境及相关任务操作进行分析定义，

让用户对人机交互界面的情境、功能有一定理解，以用

户参与式设计[12]等方法设计得到音乐服务操作的手势。

4.2 显示界面设计

从智能车载系统的显示界面来看，人与车、车与

车、车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互动将需要更丰富的显示空

间，智能车载系统的显示界面将有可能整合HUD、虚

拟现实、3D显示、仪表板及中控或移动设备成为一个

整体的显示界面。苹果公司发布的车载系统Carplay

见图5（图片摘自Apple官方网站），将用户的iOS 设备

以及 iOS 使用体验与仪表盘系统无缝结合。

对于智能车载系统中的音乐服务信息显示，设计

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显示内容的信息组织与信息

显示的方式。信息内容的信息组织分为情境信息的

组织、状态信息的组织及复杂操作信息的组织[6]。音

乐服务的情境信息是指行车情境中的音乐实时信息，

如实时音量调节。音乐服务的状态信息是指与音乐

服务直接相关的信息，如播放歌曲信息（歌名或演唱

图4 智能车载系统的音乐服务模式框架

Fig.4 Music service model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in-vehic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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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歌曲播放进度、循环方式等。音乐服务的复杂

操作信息是指唱片选择、音乐人选择及播放模式选择

等。为减少驾驶者低头等引起驾驶分心的问题，对不

同类型的信息应考虑其不同的信息显示方式，如情境

信息可以结合平视显示以仪表板或HUD显示的情境

展示的方式呈现。状态信息则以静态的仪表板或中

控台显示。而对于复杂操作信息的显示，服务设计模

式由服务后台完成，基于情境显示。同时，除去如仪

表板、HUD等平视显示和中控台的显示外，音乐服务

的显示设计应配合一定的听觉显示[5]，及时告知驾驶

者操作反馈。

5 设计案例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湖南大学汽车车身先

进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人机

工程与交互体验实验室和中南大学智能所共同开发了

基于手势操作的车载音乐服务产品设计，见图6。该原

型系统基于互联网的连接，将音乐播放列表整合到中

控台显示界面。操作方式上，通过手势来完成相关音

乐服务操作。在手势的具体设计过程中，首先对车载

环境下音乐服务的操作情境进行了分析，定义了歌曲

切换、音量调节、歌曲播放/暂停、退出等8个情境操作

任务。然后通过用户参与式设计与有声思考法开展了

用户自定义音乐操作手势的实验，得出了160个手势。

通过进一步的手势分类，最终定义了针对音乐服务产

品情境操作的8个手势。如以左右手掌的挥动作为歌

曲切换的手势，以基于中控显示向下拍的方式来完成

歌曲的播放/暂停操作。目前，该方案已经完成了系统

和界面的开发，并进行了多次可用性评估及迭代。

6 结语

智能化、自动化是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趋势，智

能化主要在于帮助人和汽车处理更加复杂的信息，实

现功能及操作上的智能化，以减少车载环境下的驾驶

安全及驾驶分心问题。这里针对智能车载系统的音

乐服务与交互设计进行了探讨，定义了智能车载系统

的信息服务系统及音乐服务架构模型，并基于该服务

模型讨论了智能车载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的关键设计

要素，最后通过具体的设计实例进行了应用和验证。

对互联网计算技术、物联网等背景下的汽车智能车载

系统的服务设计及人机交互界面研究具有较大的意

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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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良好的用户体验，而并不关注电话的工作方式；若

从技术途径着眼，设计电话在于对现代技术的利用（例

如多传感器技术）来使得电话运转正常。交互品质是

将这3种途径的贡献点加以整合的一种手段（也就是

说，运用合适的技术，使得电话得以运转并且能提供一

个良好的用户体验）。可以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交互品

质，并且对（限定的）交互品质给予更直接的思考。这

一优势可以将3种途径的优点合成一体，这也是一种打

造交互愿景的方式，这一方式能对研究人员和设计师

设计新式用品类型及交互类型加以帮助。通过对交互

级别的定义，交互品质能够引导交互过程。

从概念、设计和开发环节的体验来看，可以利用

交互品质通过构建功能、体验和技术的连贯性来获得

见解和经验。交互品质可以成功地整合功能设计、体

验交互以及交互科技应用。在创新设计研究中引入

交互品质，可以直接引导并限制整个设计过程。运用

交互品质途径的优势在于它将3种设计途径（功能、体

验和技术）紧密结合。不同设计方案的交互品质可以

被比较和评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于运用交互品质

进一步指导关于创新设计研究的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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