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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战术显控系统人机交互中基于视觉认知效率的特征整合设计策略及应用实践。方法 将

特征整合理论导入战术显控系统的界面交互设计中，从特征编码的角度对视觉认知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

实验研究，总结交互设计策略。在此基础上展开某机载战术显控雷达席位的界面交互设计实践，并进行

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评估。结论 按照遵循认知习惯、合理高效的特征梯度值、灵活的特征组合方式的策

略，选择合适的特征编码方式进行视觉交互设计，可以提高界面的视觉认知效率和交互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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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Integration Design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of  

Tactical Display and Control System 

MIAO Ying-ying, PAN Wei-ying, JIANG B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feature integration based on vis-

ual cognitive efficiency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of tactical display and control system. The feature integration 

theor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interface interaction design of tactical display and control syste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sual cognition efficiency are experimentally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ture coding, and the interaction design 

strategies are summarized. On this basis, the interface interaction design of an airborne tactical display and control radar 

seat is carried out,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esign scheme i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es of following cognitive 

habits,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feature gradient values and flexible feature combination, selecting appropriate feature coding 

methods for visual interaction design can improve the visual cognition efficiency and make the interaction easier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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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显控系统作为连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

媒介[1]，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军事信息化

建设也是我国现在及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国防投入的

重要方向。因此，提高战术显控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的

可用性，是未来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环。 

1  战术显控系统 

战术显控系统经历了从机械硬件式到数字化软

硬件结合的进化历程，其交互方式也发生着变化。以

战斗机为例，在 20 世纪 40—70 年代，刚出现显控席

位的分化，主要通过仪表、机械旋钮、开关等完成电

台通讯、方位显示、敌我识别及火控瞄准等任务[2]。

70 年代以后，逐步开始使用电子屏幕进行信息输出[3]。

进入 21 世纪，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大更

清晰的数字化屏幕呈现出更加多样的信息内容[4]，数

字屏幕进行信息输出，语音、触摸屏、键盘、鼠标等

多通道进行信息输入。当下的战术显控系统是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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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媒体交互时期的战术显控界面 
Fig.1  Tactical display and control interface in multimedia interactive period 

 
机为核心，显示作战指挥中战术环境、敌我态势、系

统资源情况、战术指挥决策等信息的综合平台，多媒

体交互时期的战术显控界面见图 1。战术显控系统的

交互界面承载着信息传输的任务，分为硬件交互界面

和软件交互界面。本文研究软件交互界面。 

战术显控系统交互界面的信息呈现方式复杂，包

括符号、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类型，各类

信息同时又具有不同的色彩、大小、形状、方向、位

置、动效等特征。战术显控系统交互界面信息层级组

织繁杂，往往包含多层级的逻辑结构，用户需要同时

处理大量实时变化的信息内容，增加用户的视觉认知

负荷[5]。战术显控系统是专业性极强的系统，用户多

为战术指挥官、参谋官等具备多年战术指导经验的专

业人才，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力强、逻辑思维能力强、

心理素质好。军队严谨的纪律及不容出错的高要求，

使得用户往往更容易接受固定的、通过工作记忆与经

验进行操作的信息交互模式[6]。 

2  特征整合理论中的视觉认知效率 

2.1  特征整合理论 

Treisman 等人在 1980 年提出特征整合理论[7]，

认为人的视觉系统会将复杂的对象拆分为简单的特

征 进 行 识 别 。 该 理 论 提 出 特 征 （ Feature） 和 客 体

（Object）两个概念，特征看作是客体在某个维度的

特定值，客体看作是某些特征的结合体[8]。比如在交

互界面中，信息的色彩、形状、尺寸、位置等设计元

素可以理解为特征，文字、图符、组件等，设计对象

可以理解为客体。特征整合理论认为，视觉加工过程

分为前注意阶段和特征整合阶段[9]。在前注意阶段，

视觉感官以平行的、自动发生的方式对分离的特征进

行独立编码，这一过程不需要注意的参与，非常快速。

在特征整合阶段，知觉系统通过集中注意力（粘合剂

的作用）把原始的、彼此分开的特征进行整合，形成

具有符合特征的客体[10]。该过程所需时间相对较久，

对注意力的要求较高，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模型见图 2。 

2.2  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效率的影响因素 

视觉认知效率即单位时间内视觉认知的信息正

确率与时间的比例。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效率应综合考 

 
 

图 2  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模型 
Fig.2  Feature integration visual cognition model 

 

虑前注意阶段和特征整合阶段，其中特征整合阶段的

认知效率的计算符合以下公式： 

100%
n

E
NT

  [11] 

式中：E 表示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效率；n 表示特

征整合的有效信息量；N 表示客体表征的总信息量；

T 表示特征整合的时间。因此，视觉认知效率由前注

意阶段视觉认知效率、特征整合的正确率和特征整合

时间共同决定。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效率直接影响人机

交互效率。 

首先，在前注意阶段，主要依靠以往的知识和经

验对信息进行认知，认知效率由编码信息语义和视觉

认知习惯的一致性决定。其次，在交互设计中，交互

过程的信息传递基于视觉信息感知与大脑认知处理

完成[12]。原始信息通过多种编码组合的方式与视觉元

素进行结合，形成交互界面。因此，不同特征之间的

编码组合方式和特征的数量会影响特征整合的认知

速度[13]。再次，由于界面的情感语义会对用户心理产

生波动，会通过影响注意力而影响特征整合效率，从

而影响视觉认知效率。 

3  战术显控系统交互设计策略 

基于上述特征整合视觉认知效率的影响要素，通

过实验研究的方式探究特征编码原则，总结设计策略。 

3.1  遵循认知习惯 

实验一：信息编码特征的属性语义和情感语义认

知研究。以问卷调研的方式，以战术显控系统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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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特征作为预测结果，邀请用户进行认知情况调

研。从用户调研数据的计算结果可知，用户对不同特

征编码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共性，有共同的认知习惯。 

1）就属性语义来看，认知效率主要受色相、明

度、饱和度、尺寸、位置、形状的影响。色相：国军

标对色彩的应用有明确的规范，在进行色相编码时，

应考虑用户对专用色彩属性的认知习惯，严格遵守色

彩使用规范。对于没有硬性规定的色彩，也应以用户

过往的知识、经验为基础进行编码设计。如，在界面

设计中，一般认为红色表示危险，黄色表示警告，绿

色表示安全。明度：实验表明，在深色背景下，明度

越高信息等级越高。战术显控系统复杂性较高，合适

的明度编码设计适合应用于信息层级设计，能够有效

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饱和度：饱和度取决于该色中

含色成分和消色成分（灰色）的比例。含色成分越大，

饱和度越大；消色成分越大，饱和度越小[14]。高饱和

度的色彩编码方式更能引起视觉关注，帮助用户集中

注意力。形状：在战术显控系统中，涉及形状属性的

元素主要为图形和符号，包括通用类和特殊类。在进

行形状编码时，现有图符应遵循沿用的原则，新的图

符应结合现实形态、行业背景进行设计，以符合用户

认知习惯、缩短学习过程，提高交互效率。尺寸：根

据实验结果显示，信息尺寸的大小与信息的重要等级

成正比，信息越重要，尺寸越大。位置：用户对显示

屏上的信息关注度依次为中间、左上方、右上方、左

下方、右下方[15]。在进行界面布局时，应注意信息等

级与其在界面中位置的一致性，同时要保证同类信息

的位置编码统一。 

2）就情感语义来看，战时用户的生理和心理负

荷较高，任务情景的不确定性易增加用户的操作压

力 [5]。在进行交互界面设计时应考虑信息编码元素的

情感性。从实验结果来看，影响情感语义的特征主要

为形状和色彩。尖锐的形态容易让用户产生较大的心

理压力，而圆润浑厚的形状更容易使用户平静。在进

行形状编码时，可采用倒角的设计手法。根据蒙赛尔

色彩体系对色彩要素的划分及实验结果，战术显控系

统的主色可以选用冷色调，明度、饱和度不宜过高，

以避免色彩刺激增加用户的焦虑感。而对于重点信息

和即时变化类信息，可采用高明度或高饱和度的色

彩，以提高用户的警觉性。 

3.2  合理高效的特征梯度值 

实验二：研究在单特征编码下，编码特征梯度变

化对视觉认知效率的影响。实验统计被试者对特征梯

度分层认知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间，采用控制变量、单

任务实验的范式进行。实验的编码分为尺寸、方向、

位置、明度、色相、饱和度。实验运用 SPSS 统计软

件分别对屏幕 1（下屏）和屏幕 2（上屏）的实验结

果进行统计。以尺寸编码为例，根据视觉交互界面中

文字及图符设计规范，以 1 pt 为 1 梯度进行 8 组尺寸 

 
 

图 3  尺寸特征编码实验自变量材料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material 

of size feature coding experiment 
 

 
 

图 4  尺寸特征编码特征梯度与视觉认知效率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feature coding feature  

gradient and visual cognition efficiency 
 

编码特征梯度变化对视觉认知效率的影响实验，尺寸

特征编码实验自变量材料示意图见图 3。 

尺寸特征编码特征梯度与视觉认知效率的关系

见图 4，随着尺寸特征梯度的增大，被试对信息认知

的平均速度和正确率都呈先上升、后趋于稳定的趋

势。当特征梯度为 5（M=5 pt）时，实验样本的平均

认知时间趋于稳定。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其他特征可知，随着特征梯度

的增加，用户对信息的认知效率都会有所提升，且当

特征梯度达到一定的值后，这种变化会达到稳定状

态。因此，在交互设计中应尽可能选择较高的特征梯

度进行编码设计，以提高信息编码的认知效率，降低

注意力负荷，进而提高界面交互效率。然而，由于战

术显控系统界面信息层级多、信息种类繁杂，单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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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编码特征梯度的选用区间和稳定值 
Tab.1  Selection interval and stable value of  

different coding feature gradients 

特征类型 合理区间 稳定梯度值 

尺寸 5 pt~10 pt 5 pt 

方向 40°~120° 40° 

位置 ≥2 x 2 x 

明度 25%~40% 25% 

色相 60°~120° 60° 

饱和度 20%~35% 20% 

 
求特征梯度的增大势必会造成信息编码利用率的降

低，应考虑梯度的利用率与视觉认知效率的平衡。由

实验二所得不同编码特征梯度的选用区间和稳定值

见表 1。 

3.3  灵活的特征组合方式 

在视觉交互界面中，需要使用多种编码组合的方

式完成信息群组、层级和交互关系等设计。实验三研

究不同特征组合编码的方式对认知效率的影响。基于

实验二的 6 种特征，本实验的自变量采用两两组合的

方式，共 15 种。经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同一特

征在相同特征梯度下，与之组合的特征类型不同，对

视觉认知效率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进行战术显控系

统视觉交互界面设计时，可根据信息的优先级选择不

同的组合方式进行信息编码设计。 

1）布局设计。影响布局设计的信息编码特征主

要有形状、位置和颜色，可优先选用形状+颜色的编

码方式。界面中色相种类不宜过多，在设计时可优先

采用位置+明度/饱和度的方式进行界面布局区域的

划分，采用形状+明度/饱和度的方式，对信息群组做

进一步分类。这种方式能保证各个信息块之间的逻辑

关系，引导用户完成从整体到局部的信息搜索任务。 

2）信息层级设计。影响信息层级设计的编码特

征主要有明度、饱和度和尺寸。在进行信息层级编码

设计时，可优先考虑尺寸+明度/饱和度的方式。对于

较为重要的信息，可通过形状+明度/尺寸的形式辅助

显示。 

3）信息状态设计。视觉交互界面中信息状态包

括两种，一种是用户操作时反馈的交互状态，另一种

是系统向用户进行提示的状态。对于战术显控系统而

言，操作错误、告警等信息的显示需求级较高，在设

计时可优先考虑尺寸+色相的编码方式。而对于按钮

等交互状态的设计时，可选择明度或饱和度的编码

方式。 

4  某机载雷达显控席位设计案例 

以某机载雷达显控席位为例，通过桌面调研、用

户访谈等方式，了解界面信息和功能需求，结合特征 

 
 

图 5  显控系统硬件布局 
Fig.5  Hardware layout of display and control system 

 
整合视觉认知效率的设计策略展开交互设计和视觉

设计，并进行设计方案的可用性评估测试。 

4.1  功能架构 

根据对美国、日本的机载显控系统雷达席位功能

的分析和调研可知，机载战术显控系统雷达席位担任

着空中/地面目标搜索、跟踪、精确测距，为火控系

统提供战术数据信息，并配合火控系统完成武器发射

和投放任务，同时还负责传感器及本机系统配置管理

任务[16]。从功能上来看，机载战术显控系统雷达席位

包括任务模块（目标监测、目标数据管理、任务间通

信管理、任务日志）、传感器配置模块（雷侦配置管

理、雷侦自检测管理）、系统配置模块（系统配置管

理、用户管理）等[11]。 

4.2  交互设计 

显控系统硬件布局见图 5，根据硬件的可操作性

和视觉的易识别性，显控系统采用左右布局的形式，

分为显示区和操作区。其中，软件界面采用上下双屏，

上屏作为主显界面，主要用于目标探测、目标信息、

雷达画面和传感器信息的显示；下屏作为显控综合界

面，承担着目标数据、通讯、雷侦配置、雷侦自检及

系统配置管理的任务[11]，是机载战术显控系统雷达席

位的核心操作界面。 

基于战术显控系统视觉交互界面信息编码设计

策略，进行显控系统雷达席位界面交互原型设计，包

括界面信息层级结构、逻辑关系和布局设计等。任务

日志界面布局设计示例见图 6。任务日志页面主要是

对系统完成任务情况的呈现。为了便于用户快速获取

信息，任务日志界面通过色相编码的形式对任务完成

状态进行区分，红色表示未完成，绿色表示已完成；

通过明度编码的形式对表格内容进行分割，减少用户

的辨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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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任务日志界面布局设计示例 
Fig.6  Example of task log interface layout design 

 

 
 

图 7  文字编码设计案例 
Fig.7  Example of text coding design 

 

4.3  视觉设计 

从视觉界面风格、文字、图符及组件编码等出发，

采用不同的编码特征梯度及组合方式对交互原型进

行视觉设计应用。 

1）视觉界面风格。视觉交互界面风格遵循信息

编码特征认知普适性的原则，通过形状和色彩编码的

应用，体现雷达席位视觉交互界面的严谨性和科技

感。在色彩设计上选用明度较低的冷色作为主色调，

缓解操作人员长期紧张造成的疲劳，降低用户焦虑

度；同时，低明度的冷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昏暗

的使用环境下的视觉疲劳，局部搭配明度和饱和度较

高的颜色显示警示信息或重要信息，提高用户觉醒

度。在布局形状设计上，采用扁平化的设计风格，添

加科技感的装饰元素，使其层次更为丰富。微倒角的

设计方式，避免操作界面过于冰冷，体现人性化。 

2）文字。在文字编码设计中，中文选用辨识性

较高的微软雅黑，英文及数字选用 Arial。通过尺寸+

明度的编码方式体现层级关系，通过色相+明度的编

码方式展现信息的交互状态。文字编码设计案例见图

7，使用色相和明度编码来体现正常、选中和禁用 3

种交互状态。 

3）图符。在人机交互界面中，图符比文字有更 

表 2  图符编码设计案例 
Tab.2  Example of symbol coding design 

 敌 我 友 中立 民 

作战状态

  

模拟状态

  
 
高的识别效率，合理的图符运用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识

别信息[17]。因图符种类庞杂，通过形状+颜色的编码

方式表示敌我友中等属性语义，通过描边轮廓编码对

信息状态进行区分。图符编码设计案例见表 2，即为

歼击机图标不同使用状态的编码设计。 

4）组件。通过形状+颜色的编码方式对界面中的

组件（导航、按钮、选择、输入、表格、弹窗等）进

行设计。导航设计案例见图 8，采用底部导航和侧边

导航结合的形式进行设计，以满足多层级的信息架构

需求。通过功能分析和用户观察发现，一级导航功能

之间的切换频率较低，二级导航信息切换频率较高。

根据位置编码的属性语义认知调研结果，将一级导航

置于底部，避免分散用户的视觉精力；二级导航采用

“F”型左侧导航，有利于用户灵活切换信息。 

4.4  整体效果及设计评价 

根据机载战术显控系统雷达席位的视觉界面风

格、文字、图符及组件的编码设计，邀请行业专家进

行测试，对视觉交互界面的易学性和交互界面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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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导航设计案例 
Fig.8  Example of navigation design 

 

 
 

图 9  雷达席位界面整体效果节选 
Fig.9  Excerpt from the overall effect of radar seat interface 

 
性进行评估，机载战术显控雷达席位界面的信息编码

符合用户的认知习惯，交互界面的视觉认知效率高。

雷达席位界面整体效果节选见图 9。 

5  结语 

战术显控系统界面人机交互的可用性是现代化

战争的重要环节，根据特征整合理论的前注意阶段和

特征整合阶段的视觉认知效率影响要素，在进行战术

显控系统界面设计时应遵循用户认知习惯、设置合理

高效的特征梯度值、灵活组合特征编码方式进行交互

设计，提高界面的易用性和视觉认知效率。本论文的

研究方法和结论对各类显控系统的交互设计具有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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