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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汽车导航信息在多屏交互模式下，对用户的体验进行测量研究。方法 被试通过宋模拟驾驶

实验完成体验后，对体验进行主观评分。结论 得出不同显示区域，不同信息类型，对用户舒适性及安

全感体验的影响。不同的信息类别显示在不同的显示区域，造成的用户体验有很大的差异，多屏化交互

的趋势下，视觉信息的布局的设计应简洁化，并通过分区来提升对有效信息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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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ulti-screen interactive mode, car navigation information is measured and the users' experience is 

studied. Subjects will give their subjective mark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imulated driving experiment. It obtains the in-

fluenc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display area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to the users' comfort and security experience. 

Different information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display areas result in great differences in users' experience. Under the trend 

of multi-screen interaction, the design of visual information layout should be more simplified, and improve the extraction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through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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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无线通讯、自动控制和信息传感技术的发

展，物联网开始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而车联网是

物联网在交通领域的重要应用，在车联网的发展趋势

下，智能交通将产生大量的实时信息，且各类信息复

杂而又变化多样[1]。而随着多屏交互技术的发展，车

内多媒体系统开始有了多屏化的趋势，汽车导航系统

也开始应用显示于车内不同屏幕，以提升驾驶员的驾

驶体验。本文根据车联网带来的智能交通信息化及车

内多媒体导航多屏化这两大趋势，研究了驾驶员在不

同屏幕不同信息显示的情况下，驾驶过程中的安全感

及舒适度体验。通过评估用户的体验进而分析信息显

示在多屏化交互中的设计。 

1  车联网及其信息运用 

物联网是为了让不同物品通过网络连接，实现智

能化的识别与管理，而使用各类传感装置（如频射识

别装置、全球定位系统等）与互联网结合，形成一个

巨大的、整体的网络[2]。 

车联网将物联网应用在城市交通网络中，属于物

联网的一类[3]，其将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汽车技术相连

结，以实现城市交通智能化。车联网应用了不同的传

感设备，将车辆行驶信息、交通及道路情况采集后通

过网络进行交换，从而对人—车—路实现智能化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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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调度和管理[4]。车联网是实现智能交通的重要途

径，也是未来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5]。 

车联网是城市智能交通的技术支持平台，在车与

车、人、设备之间形成了通讯网，将更多的信息在其

间传递。车联网上的信息应用大致分为 3 类：一是与

车辆的行驶安全相关信息应用，是为了减少或避免交

通事故而向用户提供周围交通情况的信息；二是交通

协调与管理的相关信息应用，这类信息只要是向用户

提供实时的交通信息情况，协调交通流，以提升交通

流量；三是与车内娱乐相关信息应用，是为车内乘客

提供线上娱乐，如游戏、购物，资讯获取等[1]。 

目前，车辆中的信息主要以行驶安全信息为主，

但是，随着未来智能驾驶甚至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

交通和娱乐信息将大量涌入汽车，成为车内信息的主

体，也会导致信息量的快速增加。信息的显示区域及

其显示方式，就会成为车联网背景下汽车人机交互界

面的一个核心问题。 

2  多屏互动与车内导航技术 

多屏互动是指为了丰富多媒体生活，将智能应

用、平台、操控等，基于 IGRS，DLAN 等协议，通

过 WiFi 网络连接后整合，以实现在不同的多媒体终

端（如手机、电视、平板等）上将多媒体内容传输、

共享、控制、展示等[6]。多屏融合与多屏互动的发展，

使得人们可以在触手可及的屏幕之间，随时获取与分

享信息[7]。  

2.1  汽车内多屏交互应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车内交互有了多屏化的趋势，

在该趋势下，车内屏幕类型越来越多。在各类车载屏

幕中常见有中控显示屏、仪表盘显示屏、后排区域娱

乐显示屏、内后视镜区域显示屏，HUD 显示（HUD

显示系统是一种驾驶视觉辅助系统，最初应用于航空

领域，目前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8]）等。其中，中控

显示及仪表盘显示是较为传统的显示方式，其他的是

在多屏化的趋势下拓展的新的显示方式。 

奥迪 Prologue 概念车见图 1[9]，使用了全宽仪表

盘显示屏，该屏幕集成了 3 种触摸显示屏，从仪表盘

延伸至了整个中控台，该款概念车中包括副驾驶区域

和顶灯位置都设计成了屏幕。 

 

图 1  奥迪 Prologue 概念车  
Fig.1 Audi Prologue concept car 

2.2  多屏互动下的车载导航 

车载导航是车载多媒体最主要的功能，能实时定

位车辆，动态规划驾车行驶路径[10]。在车内交互多屏

化的影响下，车载导航技术也开始趋向多屏化。 

以高德与捷豹路虎合作推出的多屏互动的高端

互联网车载导航系统为例，见图 2[11—12]。2016 年 3

月，高德地图与捷豹路虎中国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了多

屏互动的高端互联网车载导航，该导航系统通过互联

网可获得大量的导航数据及实时交通数据。该系统在

中控屏幕、仪表盘屏幕及后排屏幕，能分别独立地提

供导航信息及服务，且屏幕间实现了互动，后排乘客 

 

图 2  高德与捷豹路虎合作推出的多屏互动车载导航系统 
Fig.2 Multi-screen interactive vehicle navigation system launched cooperatively by the map and Jaguar Land R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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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导航信息传送至仪表盘与中控屏幕[13]。 

传统的车内导航实质是路径导航，是在交通网络中

为用户规划合理的优质的出行路径，但并未考虑到实时

的信息变更，如交通事故信息与道路情况信息等[14]。

而车联网所带来的大量信息，则可以给车载导航系统

提供更多的实时的交通信息与道路环境信息，提升用

户的导航体验。 

车联网与车载导航多屏互动的信息传递见图 3，

大量信息化及多屏化的车内导航环境会增加驾驶员

驾驶的复杂性与安全风险。但根据诺曼的观点，追求

复杂是人类对产品功能和感性体验需求的体现，因此

在这种复杂信息情境下，需要合理地管理与安排信息

的分布及车内屏幕的分工，提高用户在驾驶过程中的

体验与安全性[15]。 

 

图 3  车联网与车载导航多屏互动的信息传递 
Fig.3 Multi-scree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the vehicle networking and vehicle navigation 

3  实验 

3.1 被试与实验环境设备 

本次实验总共邀请了 46 名被试，其中 22 名女性，

24 名男性，平均年龄 26 岁，被试均选取近期有驾驶

经历者，平均驾龄为 2.5 年。 

实验环境为室内实验环境，实验主要设备有：模

拟驾驶系统，用于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模拟驾驶；

iPad mini 一部，固定在设定位置，用于模拟车内多媒

体屏幕；摄像机一台，用于实验过程中的摄像记录。 

3.2  实验控制变量 

3.2.1  实验情境 

本次实验根据导航系统提示信息的紧急与非紧

急程度，设置了两种情境，由于路径导航为导航系统

最基本的功能，单独设为一种情境，因此本次实验共

设置有 3 种情境。 

路径导航情境：该情境为最基本的路径导航驾

驶情境，系统只会以动画的形式提醒被试道路的行

驶方向。非紧急信息提示情境：该情境选取了 3 种

非紧急的信息供被试体验，分别为前方路况信息、

车速限制信息和测速照相信息，系统以动画显示的

形式给予被试提示。紧急信息提示情境：在实验中，

该情境设置在突发状况时，基于车联网及汽车传感

器技术，车内导航系统紧急给予驾驶员紧急提醒（如

前方有行人但车速未减、视觉盲区有人或者障碍物、

前方道路出现紧急情况），系统以动画显示的形式给

予被试提示。 

3.2.2  信息显示区域 

视觉显示是传统的汽车人机交互界面显示模式，

目前，驾驶显示位置除了传统的仪表板和中控显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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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正在兴起的 HUD 显示等[16]，因此在基于设

定的 3 种情境进行实验时，提示信息将分别出现在如

图 4 的不同的显示区域，HUD 显示屏、中控台显示

屏、仪表盘显示屏及目前也很常见的内后视镜显示

屏。这 4 个区域是驾驶员常用的显示区域，同时也包

含了驾驶员视线的主要区域。 

 

图 4  提示信息显示区域 
Fig.4 Prompt message display area 

3.3  实验因变量 

被试对舒适度体验的主观评分：在实验过程中，

要求被试对在驾驶过程中读取信息时的舒适度进行

主观评分，评分方法为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法[17]（5

分非常舒适，3 分一般，1 分十分不舒适）。 

被试对安全感体验的主观评分：在实验过程中，

要求被试对在驾驶过程中读取信息时的安全感进行

主观评分，评分方法为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法（5 分

非常安全，3 分一般，1 分十分不安全）。 

3.4  实验方法流程 

实验流程见图 5，被试需在不同的实验情境及信

息显示区域的设定条件下，完成不同的驾驶任务。 

在路径导航情境下，被试需要在模拟驾驶的过程

中根据导航的指引，完成一段路程的驾驶任务；在紧

急信息提示情境下，被试在自由驾驶的过程中会得到

导航系统给予的紧急信息视觉提示，被试需要及时地

在得到信息提示后采取刹车措施；在非紧急信息提示

情境下，被试在自由驾驶的过程中根据导航系统的视

觉提示，可以采取减速和改变行驶路线等措施。 

在每一次实验结束后被试需要填写李克特五点

计分量表，对该次实验中舒适度和安全感的体验进行

评分。评分结束后再进入下一轮实验，以此类推，直

至完成所有实验。 

 

图 5  实验流程 
Fig.5 Experimental process 

4  实验结果 

4.1  路径导航情境的主观评分 

在路径导航情境下，见图 6，内后视镜显示与中

控显示这两种模式，安全感与舒适度平分均属于较高

水平，整体体验明显优于其他两种模式。在 HUD 显

示模式下，被试舒适度与安全感体验差异较大，在该

模式下，舒适度体验平均分为 4.68，在 4 种模式中为

最佳水平，而被试的安全性体验平均分则明显大幅度

降低，仅为 3.26。在仪表盘显示模式下，被试舒适度

与安全感评分均为最低，被试的体验最差。 

4.2  紧急信息提示的主观评分 

在紧急信息提示情境下，见图 7，安全性与舒适

度的体验评分平均值基本一致。在 HUD 显示模式下，

舒适度与安全感分值均明显高于其他 3 种模式，被试

的体验最佳；中控显示模式平均分值均为最低，被试

的体验最差。仪表盘显示模式与内后视镜显示模式则

处于中间水平，平均分值相距不大。 

4.3  非紧急信息提示情境的主观评分 

在非紧急信息提示情境下，见图 8，安全性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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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路径导航情境 
Fig.6 Path navigation situation 

 

图 7  紧急信息提示情境 
Fig.7 Emergency information prompt situation 

 

图 8  非紧急信息提示情境 
Fig.8 Non-emergency information prompt situation 

 适度的体验评分平均值基本一致，在 HUD 显示模

式下，舒适度与安全感明显低于其他 3 种模式，被试的

体验最差。其他 3 种模式则平均分相差不大，都处于较

高水平。在仪表盘模式下，整体分数相对为最高。 

5  实验结论 

HUD 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在使用舒适度上有着

较好的体验，用户不需要将视线转移到其他位置就能

高效地获取到信息，但由于视觉的遮挡，HUD 显示

在安全感的体验上相对比较薄弱。而在紧急信息的显

示上，HUD 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安全感与舒适度体

验都处于较高水平。由此，HUD 显示的设计应尽可

能的简洁化，显示内容应选取重要的信息，减少对驾

驶员的视线遮挡，为驾驶员建立安全感。 

中控显示作为目前最为主流的显示方式，用户的

体验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紧急信息提示情境

下，由于不能快速及时地获取信息，增加了用户的判

断时间，用户的体验较差。现阶段，中控显示仍然是

用户比较习惯的显示方式，适合一些非紧急信息及路

径导航信息的显示。 

内后视镜显示在实验中的体验整体处于中高水

平，在不同的信息显示区域体验中差别不大，在设计

时比较自由，可以作为自由选择模块供用户根据需求

与自身的使用习惯自行选择显示的信息。 

目前阶段用户在使用仪表盘显示时通常是获取

车速、油量、车灯状态等车辆状态信息，实验中，该

模式在非紧急信息情境下用户相对体验较好，紧急信

息情境提示次之，路径导航情境的用户体验最差。在

设计时，仪表盘显示模式适合作为辅助使用的显示区

域，可以显示一些简单的信息提示。 

6  结语 

由于车联网带来的智能交通信息化与多屏交互带

来的多屏化，合理地将不同信息安排在不同的显示区

域，能避免由于信息集中显示在同一区域，而造成用户

对有效信息的选取困难，从而提升用户的驾驶体验。本

次研究可以为多屏交互下的导航设计提供参考，让未来

的车内导航更加符合用户期望与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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