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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手势交互作为一种非接触式的自然交互方式，将广泛应用于车载交互中。通过研究符号学

理论结合感性研究方法，分析符号学与车载手势交互的手势轨迹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从手势轨迹

角度研究车载手势交互的设计流程，更好地辅助车载手势设计。方法 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符号

学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结合语义差异法、意象尺度法、层次分析法等，收集并分析车载功能手势轨

迹样本偏好，挖掘用户对手势轨迹符号所产生的深层次需求，将分析和提炼出来的关键手势轨迹符号应

用于手势轨迹设计，探索符号学与车载手势交互的手势轨迹之间的关系。结论 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手势

轨迹符号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符号学理论研究手势轨迹的方法和流程，验证了符号学可以有效地

应用于车载手势交互的手势轨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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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ure Trajectory of Vehicle Gesture Interaction Based on Semiotics 

ZHANG Jia-qi, WEN Hao, ZHOU Kun, LI Cai-jie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Gesture interaction as a non-contact natural interaction method will be widely used in vehicle interaction.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iotics and gesture trajectory of vehicle gesture interaction by 
studying semiotics theory and perceptual research methods, thus forming a design flow for the study of vehicle gesture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sture trajectory, so as to better assist the design of vehicle gestures. Based on semi-
otics theory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semantic differential, image scale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tc., the 
extension and connotation meanings of semiotics were appli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sample preferences of vehicle 
functional gesture trajectory, and excavate users' deeper needs on gesture trajectory symbols. The analyzed and refined 
key gesture trajectory symbols were applied to gesture trajectory design,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iotics 
and gesture trajectory of vehicle gesture interaction. The semiotics theory is used to study the gesture trajectory symbols. 
A method and flow that study the gesture trajectory based on semiotics theory are proposed, which proves that semiotics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gesture trajectory design of vehicle gesture interaction. 
KEY WORDS: semiotics; gesture trajectory; vehicle functional symbol; vehicle gesture interaction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传统

的车载物理交互方式，已经很难满足更加自然和人性

化的用户体验的要求，自然交互使得人机交互的体验

更加自然和高效，这将成为未来重要的车载交互方

式。自然交互是与计算机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换和传

递，这种双向信息的形式是以各种符号和动作的方式

进行呈现的[1]。自然交互中的手势交互是一种利用计

算机图形学等技术，对肢体语言进行识别和分析，转

化为系统操作命令[2]，并且在驾驶过程中减少驾驶员

分心，提升驾驶安全系数的交互方式，手势交互将广

泛应用于车载人机交互中。目前，景春晖等人提出了

一种基于汽车造型特征线的车载手势设计方法[3]，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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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等人设计出了一套三维手势与之匹配的车载信息

系统产品[4]，尹超等人分析了现实与虚拟现实之间的

符号学联系，提出了 VR 中的手势是以现实为原型的

符号化设计方法 [5]，谭征宇等人利用感性意象的方

法，对三维手势进行了设计研究[6]。许多学者和设计

师对车载手势交互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但并未从车

载手势运动时所形成的手势轨迹方面，对车载手势进

行设计和研究。本文从符号学理论方法入手，探究符

号学与手势轨迹之间的关联性，收集并分析车载功能

手势轨迹样本，对用户产生的感性意象和偏好，将分

析和总结后的关键车载功能手势轨迹作为依据，应用

于车载手势设计中，形成一个基于符号学的手势轨迹

设计流程，从而更好地辅助车载手势设计。 

1  符号学与手势轨迹的关系 

1.1  符号学 

符号学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人类信息的传播

途径。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符号学，例如语

言、文字、手语、手势、图像、动作等。符号学是由

符号实现意指（传达）作用的系统，并且所指的符号

必须是由能指（符号形式）和所指（符号内容）构成

的双面体[7]。设计中的符号形式是设计人员传达给用

户信息的载体，用户通过符号形式来感知符号内容，

符号形式和内容相辅相成，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共

同构成符号的意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将符号

学分为两层意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8]。符号学的

外延意义是一种相对表象的理解，即人们看到一个符

号形式时，直观传递的表层意义。符号学的内涵意义

是符号所包含的一些意味深长并有待联想的隐含性

意义，例如宗教信仰、社会环境、心理暗示、文化背

景等方面的深层次含义。对于符号学全面的理解，要

通过对符号的外延意义（符号形式）和内涵意义（符

号内容）两方面进行综合思考，才能对符号所要传达

的意义有全面的理解。符号学的意义见图 1。 
 

 
 

图 1  符号学的意义 
Fig.1 The significance of semiotics 

 

1.2  车载手势交互的手势轨迹  

在车载交互方式中，传统的物理按键和触摸屏式

的交互方式，逐渐不能满足驾乘者追求更加简洁、易

学、自然操作的交互体验，车载手势交互作为一种非

接触性的自然交互方式，可以实现在驾驶过程中实施

操作指令时双手不直接与设备接触[3]，这种方便操作

同时增加使用乐趣的交互方式，将会被更多的驾乘者

接纳和使用。手势识别主要分为静态和动态手势识

别，静态手势识别是对于固定手势的识别，而动态手

势识别主要是对手势的状态或运动轨迹进行识别[9]。

用户感知手势行为是通过捕捉手部的运动状态来实

现的，即通过观察指尖运动形成短暂记忆，这种手指

的运动就构成了一条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线条[3]，手势

轨迹直观地体现了动态手势的使用状态。食指指尖跟

踪的动态识别方法，正是通过指尖在空中来完成动态

手势的操作，它能很好地呈现出所书写的手势，其运

动幅度小并且动态手势轨迹更容易被设备识别[10]，因

此本文将食指指尖作为动态手势的捕捉点进行研究。 

1.3  符号学与手势轨迹的关系 

人机交互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当用户操

作车载手势指令时，会对动态手势形成的轨迹产生直

观的印象和记忆，从而形成了手势操作指令与手势轨

迹的匹配关系。动态手势轨迹与车载手势设计是否被

使用者所接纳相对应，动态手势形成的轨迹符号，就

成为了判断车载手势设计能否被用户所接受和使用

的重要依据。符号学源于人们的生活，是人类文明和

社会价值的结晶，也是研究人类一切文化现象中系统

化符号的理论。而手势轨迹要求从用户的知识和经验

出发，以符合用户心理预期的方式进行设计，因此从

符号学的角度对手势轨迹进行设计和研究，可以从用

户的认知并符合心理预期的角度，进行手势轨迹设

计，将最大限度地降低用户的认知负荷[1]。在对目前

的车载手势进行操作时，需要对不同车载功能对应的

手势进行记忆和操作，繁琐和不符合使用者心理预期

的手势动作，会增加用户的记忆难度，造成额外的记

忆负担。根据手势轨迹的研究方法，可以将手势操作

任务简化为符号，使用者只需记住符号，就可以与操

作指令相对应，简化操作指令的记忆难度，通过轨迹

符号呈现出符合使用者心理预期的操作任务符号轨

迹，方便理解和记忆。 
手势轨迹符号形式作为设计人员和用户间传递

信息的载体，手势轨迹符号将直接关系到设计人员对

车载指令的概念表达和用户操作指令的识别与理解。

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的重要理论，通过对符号学的外

延意义和内涵意义进行研究，将符合使用者心理预期

的车载功能符号进行分类和梳理，并与符号学理论进

行整合，对手势轨迹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

总结，发现两者的内在联系，完善手势轨迹对使用者

反馈信息的传达，分析出最符合使用者认知和情感的

手势轨迹符号，将其融入车载手势设计的重要研究环

节，并作为参考依据，解决车载手势设计不符合人的

心理预期和情感认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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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符号学的手势轨迹研究 

2.1  手势轨迹的总体设计需求 

在驾驶过程中，传统的物理按键和触屏等车载交

互方式，会在驾驶员的行驶过程中对驾驶员造成分心

和干扰，使驾驶安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车载手势

交互符合人们的操作习惯，满足内心的情感需求，操

作简单并为驾乘者带来更加舒适的用户体验。 
在对车载交互手势轨迹进行研究之前，要对现存

的问题进行分析和优化，然后根据符号学理论与用户

的感性需求和心理预期等方面相结合，设计出更能被

驾乘者所接受的车载交互手势。综合考虑后，车载交

互手势轨迹符号应符合以下要求：（1）操作简单，让

驾乘者减少记忆负担；（2）符合驾乘者的情感需求和

使用习惯；（3）保证汽车驾驶的安全性，避免操作失

误，区别不同车载功能的手势轨迹，具有差异性；（4）

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驾驶员使用，实现认知操作的通

用性。 

2.2  基于符号学的手势轨迹设计流程  

符号学作为连接设计者与用户之间的媒介，使设

计表现中符号元素所代表的内容和意义，能在设计中

充分表达并进行传达的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领

域的设计流程中[11]，但是从手势轨迹角度对车载交互

手势设计的研究尚未得到延展。手势交互作为一种形

式丰富、表达情感极强的交流方式，理应在设计流程

中融入符号学的理论研究[7]。根据上述分析，将符号

学理论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结合语义差异法、意象

尺度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更有利于车载手势的设

计和研究，因此提出将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融入车载

手势交互的手势轨迹设计流程中，见图 2。 

2.3  具体设计流程 

运用符号学理论的外延意义，通过网络、书籍、

手语、标志等渠道，大量收集车载功能手势轨迹样本，

运用 KJ 法分类并进行分析、比较、筛选后，得出车

载功能轨迹样本。运用语义差异法，收集车载功能轨

迹样本的感性意象词汇，并通过专家论证法，对感性

意象词汇进行筛选，确定关键感性意象词汇。通过以

Likert 量表为标准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并根据问卷

调查结果，结合意象尺度法绘制意象尺度图，总结手

势轨迹样本的特征和用户对轨迹符号样本的偏好，并

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 
运用符号学的内涵意义与层次分析法绘制层次

分析图，分析使用者更深层次的需求，总结出具体的

设计要素和深层含义，结合车载功能轨迹样本分析结

论，确定关键轨迹符号。 
将关键轨迹符号进行编程并输入 Leap motion 设

备进行仿真操作，通过问卷调查对使用者真实的操作

结果进行分析，并绘制车载手势的满意度雷达图，分 

 
 

图 2  车载手势轨迹设计流程 
Fig.2 Design process of vehicle gesture trajectory 

 
析调查结果和总结使用者的反馈意见，确定最终的车

载手势设计方案。 

3  车载音乐功能轨迹符号设计过程 

3.1  车载音乐功能 

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再认为汽车只是单

纯的出行代步工具，而是融入更人性化的驾乘体验。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和车载音乐设备体验效果的增

强，在驾驶过程中听音乐已经成为了许多驾驶员的驾

驶习惯。车载音乐成为驾驶员在旅途中缓解疲劳的重

要途径，并且可以帮助驾驶员改善情绪，提高意识活

跃水平，有利于维持驾驶绩效[12]。本文选取车载音乐

开启功能作为典型案例，对其进行手势轨迹设计和研

究，将其带入整个设计流程中，进行详细的手势轨迹

设计流程操作和符号学方法的应用，从而更好地验证

符号学与手势轨迹设计之间的有效性和可用性。 

3.2  车载音乐功能轨迹符号外延研究 

音乐功能轨迹符号的外延意义，是用户看到音乐

功能轨迹符号形式和轮廓所传达的表层意义。首先，

根据符号学的外延意义（符号形式）对音乐符号的样

本进行收集和总结，通过网络、书籍、手语、标志等

渠道，大量收集音乐相关的符号并对其进行整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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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共收集了 200 个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样本，运用

KJ 法去除模糊不清、图不达意的音乐轨迹符号样本，

并考虑相似性、特征性和多元性后，最终确定 16 个

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样本。运用语义差异法，对音乐功

能轨迹符号样本进行感性意象词汇收集，邀请 50 位

调查者对这 16 个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样本进行观察和

研究，调查对象均为有驾驶经验并使用过现有手势交

互产品的使用者，要求每位调查者分别从音乐功能轨

迹符号样本形式和车载手势音乐功能的使用习惯，结

合 16 款样本，对音乐功能轨迹符号的感性意象词汇

进行收集，并确保每个音乐功能轨迹样本感性意象词

汇的数量不少于 20 个。音乐功能轨迹样本见图 3。 
 

 
 

图 3  音乐功能轨迹样本 
Fig.3 Music function trajectory sample 

 
将收集到的感性意象词汇进行汇总和整理，运

用专家 论证 法对收 集的 感性意 象词 汇进行 筛选 ，

邀请 6 名专家对调查者提供的感性意象词汇进行

分类， 并排 除词不 达意 、模糊 不清 、用词 不当 、

词义重 复的 感性意 象词 汇。将 筛选 后的感 性意 象

词汇按照词义排列分成 20 组，并让调查者对这 20
组感性 意象 词汇再 次进 行筛选 ，最 终确定 两组 作

为最关键的感性意象词汇，即简洁—复杂、易记—
难记。  

对于收集的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样本是否符合用

户心理预期，展开问卷调查。问卷分为 3 组对样本

进行打分，第一组为是否符合用户的心理预期进行

打分，第二组为对感性意象词汇中的简洁—复杂进

行打分，第三组为对感性意象词汇中的易记—难记

进行打分，该问卷对现有的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样本

根据 Likert 量表的评价标准进行打分，心理预期评

分见图 4。第一组量表分为，“10 分”代表轨迹符号

样本最符合用户的心理预期，“–10 分”代表轨迹符

号样本最不符合用户的心理预期。第二组量表分为，

“10 分”代表轨迹符号样本最简洁，“–10 分”代表

轨迹符号样本最复杂。第三组量表分为，“10 分”代

表轨迹符号样本最易记，“–10 分”代表轨迹符号样

本最难记。将 Likert 量表评价标准进行 5 档分类，

分析调查者对样本是否符合用户的心理预期进行量

化，为音乐轨迹功能符号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可

靠的数据来源。样本问卷调查统计见表 1。 
 

 
 

图 4  心理预期评分 
Fig.4 Psychological prospect score 

 
表 1  样本问卷调查统计 

Tab.1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atistics 

样本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心理预期 3.41 2.82 0.86 1.91 1.27 –2.8 –2.8 2.77 1.5 0.55 4.14 –1.7 2.86 –0.5 2.55 1.09

简洁复杂 1.91 4.14 2.23 2.45 2.77 1.73 2.4 1.86 3.68 2.32 2.82 1.82 2.5 1.45 1.23 1.73

易记难记 3.27 3.41 2.95 2.27 4.5 2.41 3.4 2.09 2.09 1.73 3.77 1.14 4.09 0.23 1.86 –0.4

平均得分 2.86 3.47 2.02 2.21 2.85 0.42 1.0 2.24 2.42 1.53 3.58 0.41 3.14 0.39 1.86 0.8
 
 

根据表 1 心理预期一栏中的样本评分可以看出，

样本 11 分值最高，样本 1 和样本 13 分数次之，样本

6 和样本 7 分值最低。通过对较高分值的样本进行分

析后发现，其样本的样式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类

似的形态和样式的产品与图形，较高频率地出现在人

们的印象中，给人带来的记忆性和辨识度比较强烈。

当人们看到时，与其心理预期的音乐功能轨迹符号相

似，第一反应会给予较高的分数，得到调查者更高的

偏好。对分值较低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其符号样

式和形态不常见于日常生活中，形态比较复杂，给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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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者的第一印象不太容易记忆，并且不能第一时间被

调查者所接受，与其心理预期的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有

较大的差距。由表 1 平均得分一栏中的样本数值发

现，样本 11 的分值最高，样本 2 和样本 13 分值次之，

样本 12 和样本 14 分值最低。 
意象尺度法是通过对用户评价某一种事物的层

次心理量的测量、计算、分析，降低人们对某一种事

物的认知维度，并得到意象尺度图，比较其分布规律

的一种方法[13]。通过绘制音乐功能轨迹的感性意象尺

度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音乐样本符号对人所产生

的不同的情感认知因素，并发现音乐符号样本的分布

规 律 和 用 户 对 样 本 的 偏 爱 程 度 。 将 轨 迹 符 号 结 合

Likert 量表，绘制音乐功能符号轨迹感性意象尺度。

以 Likert 量表中对感性意象词汇的分值结果为依据，

将感性意象词汇简易—复杂的分值，作为每个样本 y
轴的坐标点，感性意象词汇易记—难记的分值，作为

每个样本 x 轴的坐标点，依次将 16 个样本标记在感

性意象词汇的意象尺度坐标图中，分析感性意象词汇

与样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更加直观地看出音乐样

本符号对用户情感产生的影响因素，最终获得基于感

性意象词汇的感性意象尺度图，见图 5。 
由图 5 可知，样本 5 的分值最高，样本 2 和样本

13 分值次之，样本 16 和样本 14 分值最低。通过对

较高分值的样本进行分析和总结发现，其样本的造型

比较简洁，容易记忆，并且样本的线性比较简单，可

以很快地被用户记住并能很好操作。对分值较低的样

本进行分析总结后发现，形态相对比较复杂，线性转

折比较多，不容易被用户记住，增加了记忆的负担，

很难被用户接受。 

 
 

图 5  感性意象尺度 
Fig.5 Perceptual image scale 

 

3.3  车载音乐轨迹符号内涵意义研究 

车载音乐轨迹符号的内涵意义，是音乐轨迹所包

含的一些意味深长，并有待联想的隐含性意义。层次

分析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将用户的深层次感性需求分

析出来[14]，通过音乐符号内涵意义，即所指（符号内

容）结合层次分析法，将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深层次的

感性需求和要素分析挖掘出来。根据音乐功能轨迹符

号的内涵意义，通过对跟层的分析，逐渐向每一层进

行研究，每一层的分析都是上一层的深入和发散，挖

掘用户更深层次的感性需求。对于音乐功能轨迹符号

的感性研究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驾乘安全和用户体

验，即可作为层次分析的跟层。操作性、辨识性、记

忆性、情感与预期是层次分析的基本层，操作简单、

舒适性、关联性、完整性、心理预期等即是层次分析

的扩展层。通过符号学的内涵意义和层次分析法，绘

制出符合用户更深层次感性因素的音乐轨迹层次分

析，见表 2。 
 

表 2  音乐轨迹层次分析 
Tab.2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of music trajectory 

跟层 基础层 拓展层 形态层 本质要素 技术特性 
操作简单 避免误操作 整体 减少操作流程 

舒适性 人机工程 整体 增加舒适性 
操作性 

重复性 疲劳性 局部 减少系统干扰 
关联性 特征明显 整体 符号易识别 
特征性 细节清晰 整体 传统元素结合 

识别性 

简洁性 反馈信息 局部 要素体征明显 
完整性 减少记忆负担 整体 记忆延续 
明确性 连续性 局部 辅助记忆 

记忆性 

准确性 继承元素 整体 联想记忆 
心理预期 满足心里需求 局部 符合心里反馈 
情感要素 附加值 整体 造型圆润 

驾乘安全 
和用户体验 

情感与预期 

趣味性 愉悦值 局部 避免冲突 
 
通过综合分析符号学的外延意义，并结合符合心

理预期、感性意象尺度图、平均分值的结果，可得出

样本 1、样本 2、样本 8、样本 11 和样本 13 成为较

高分值的样本次数最多，根据符号学的内涵意义和层

次分析法研究，音乐符号样本应满足层次分析图中跟

层、基本层、拓展层、形态层、本质层和技术特性所

体现的用户深层次需求，最终得出结论，样本 13 是

16 个音乐功能轨迹符号样本中，被调查者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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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样本，样本 1、样本 2、样本 8 和样本 11 次之。

样本 13 为音乐符号轨迹样本中最符合调查者需求的

音乐功能轨迹符号，因此将样本 13 确定为关键音乐

轨迹，其他较高分样本作为备选方案。 

4  最终方案评估 

4.1  仿真操作 

Leap motion（中文名为“厉动”）是一款识别手

势采集的设备，通过绑定视野范围内的手、手指或者

工具来提供实时数据，也能实时地识别场景中的手势

和自定义数据，并根据每帧和前帧检测到的数据生成

运动信息，直观地呈现在显示器中并反馈出相应的操

作指令[15]。将 Leap motion 手势识别技术应用于手势

轨迹的研究中，可以使调查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车载

手势设计的仿真操作体验。将关键音乐功能轨迹符号

在 Leap motion 程序中进行编程，并将音乐功能轨迹

符号作为车载音乐功能开启的操作指令，进行操作实

验，仿真操作划分为 5 个档次的分值区间进行打分。

10 分为非常满意，5 分为较为满意，0 分为满意，–5
分为不满意，–10 分为非常不满意。结合对手势轨迹

设计应满足的总体设计要求，总结为 4 个评分角度，

分别为易用性、情感性、准确性和通用性。邀请 50
名调查者首先对关键音乐功能轨迹符号进行记忆，使

用食指指尖作为捕捉点在 Leap motion 设备上进行音

乐功能开启指令的真实操作，见图 6。在调查者完成

仿真操作后，对音乐功能车载手势设计的满意程度和

总体要求进行评分，并根据评分结果绘制车载手势满

意度雷达图，最终将评价结果进行总结。 
 

 
 

 
 

图 6  调查者方案仿真操作 
Fig.6 Investigator scenario simulation operation 

4.2  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者对关键音乐功能车载手势设计进行

仿真操作，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总结。对 50 名

调查者的问卷结果进行总结后，可得出对音乐功能车

载手势设计的满意程度打分，为 7.61 分，处于较满

意的范围内，并根据易用性、情感性、准确性和通用

性的打分结果，绘制车载手势满意度的雷达图，见图

7。根据雷达图的结果可以看出，4 个要求的评价分

值均高于 5 分，证明了该手势设计的合理性，并得到

了调查者良好的反馈。根据符号学的理论与语义差异

法、意象尺度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分析后，依

据调查者的操作和评价，确定关键轨迹符号作为音乐

功能车载手势设计，仿真验证后获得了调查者较好的

反馈，最终证明基于符号学的车载手势轨迹，是一种

可行的车载交互手势设计研究方法。  
 

 
 

图 7  车载手势满意度的雷达图 
Fig.7 Radar chart of vehicle gesture satisfaction 

 

5  结语 

车载手势在现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设计体系

和流程，为了完善车载手势设计的构建，并设计出符

合使用者心理预期的车载手势设计，通过研究符号学

的理论体系，结合感性量化研究等方法，对车载音乐

功能手势轨迹整体设计流程进行了实验和研究，从而

提出了基于符号学与手势轨迹相结合的设计研究方

法，从符号学的外延意义结合语义差异法、意象尺度

法等感性研究方法，分析和总结调查者对轨迹符号的

感性偏好，通过符号学的内涵意义结合层次分析法，

分析手势轨迹符号更深层次需求并确定关键轨迹符

号。将轨迹符号编程输入 Leap motion 设备中，让调

查者更为直观地操作和体验车载功能手势轨迹，总结

和分析用户的真实感受与评价，验证用户对车载手势

设计方案的满意程度。符号学与车载手势轨迹相结

合，将车载功能符号与手势轨迹相对应，能更容易地

被用户所接受，并从驾乘者感性角度对车载手势轨迹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为手势设计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

据。最终结果表明，符号学作为连接车载手势和手势轨

迹的感性桥梁，证明了符号学在车载手势交互设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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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可行性和应用性，从而验证了基于符号学的手势

轨迹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车载手势设计方法，为今后

的车载手势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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