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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要点：  

1. 分析智能人机交互（iHCI）的人因工程特征 

2. 提出“面向用户的 iHCI”的设计新理念和 iHCI 人因工程新框架 

3. 采用新理念和新框架分析智能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的人因问题以及协同认知生态系统，提

出人因工程解决方案 

4. 分析 iHCI 中的用户意图识别和人机协同合作问题，并提出今后人因工程研究的重点 

 

摘要  本文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出发，在分析智能人机交互（iHCI）的人因特征和提出的“面

向用户的 iHCI”新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基于协同认知系统、情景意识认知理论、智能代理理论

的 iHCI 人因工程新框架。采用以上新理念和新框架，分析智能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的人因问题以及协同认

知生态系统，提出人因工程的初步解决方案。最后，分析 iHCI 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用户意图识别、人机协

同合作），指出今后人因工程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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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philosophy of "user-centered desig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uman factor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HCI) and proposes a concept of "user-oriented iHCI".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a new human factors framework for iHCI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joint cognitive systems,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intelligent age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 and framewor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human factors 

issues in the ecosystem of autonomous vehicle co-driving and proposes an initial human factors solution.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wo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in iHCI (i.e., user intention recognitio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key human factors qu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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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人工智能(AI)技术的各类智能系统正在改变传统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

领域的人机关系模式和研究范式(许为，2005)。智能系统中的智能体（intelligent agent，或称为智能代

理）在特定操作场景中具备情境感知、用户意图识别、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等能力，由此带来

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智能人机交互（intelligent HCI, 以下简称 iHCI），同时也给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研究带来了新机遇（许为, 葛列众，2018,2020；许为，2019a）。传统人机交互的

人因工程研究主要针对人与非智能系统之间的交互，iHCI 的研究和设计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设计思

维。 

iHCI 是 AI 技术与人机交互技术不断发展和融合的产物，目前已经进入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例

如，语音交互，人脸识别等。在交互模式上，iHCI 利用视觉、听觉等多模态交互，提高人机交互的自然性

和有效性；从交互技术来看，iHCI 正在向用户生理和情感计算、用户意图识别等方面发展；在交互理念

上，iHCI 注重人机协同合作等方面，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机组队（human-machine teaming）合作

（O’Neill et al., 2020；Babsal et al., 2019, 许为，2020）；从研究层面来看，iHCI 正在促使人、

智能系统以及社会技术系统之间的紧密结合，解决智能技术的责任、伦理、道德等问题（吴亚东等，

2020）。 

本文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出发（许为，2003），在分析 iHCI 的人因工程特征和提出“面

向用户的 iHCI”设计新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基于协同认知系统、情景意识认知理论以及智能代

理理论的 iHCI 人因工程新框架；并且以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模式为例进一步分析该框架的应用；最后，讨

论和分析 iHCI 中的一些人因基本问题以及今后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目的是从人因工程的角度出发，倡导人

因工程设计的新理念，提出针对 iHCI 研究和应用的人因工程新思路，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 

 

 

2. 智能人机交互及人因特征 

不同于传统的人机交互，iHCI 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用户与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系统之间的交互。人因

工程的总思路是通过基于“以人为中心设计”理念的一系列人与智能系统交互的研究、建模、设计、评

估等活动，开发出符合用户需求、有用的、自然的、有效的、安全的 iHCI 系统。iHCI 是人-AI 交互这一

新型交叉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许为，葛列众，高在峰, 2021）。  

从系统架构角度看，iHCI 主要有以下三种形态：（1）传统的非智能用户界面（系统前端）+ 智能 

后端系统，例如一个在线的智能化产品推荐系统或信息决策系统，它的用户界面可能是简单的图形用户界

面（GUI），其智能后端系统拥有一个或多个提供智能化功能（信息推理和决策等）的智能体；（2）智能

人机界面 + 非智能后端系统，例如一个传统数据库系统，它可以采用一个基于智能技术的语音交互人机界

面作为用户输入, 该界面具有智能交互代理的职能，建立起用户与系统后端系统之间有效交互的桥梁；（3）

智能人机界面 + 智能后端系统，例如拥有智能语音交互人机界面的智能化产品推荐系统或者信息决策系统。 

以上这三种 iHCI 形态的共同点就是系统都带有一个或多个智能体，用户使用这些系统时，他们与系统

的智能体交互，而这些智能体拥有基于 AI 技术的一些自主化特征，在某些使用场景中表现出类似人类认知

的感知、学习、自适应、独立执行等能力。正是这些智能体带来的自主化特征给 iHCI 带来了区别于传统人

机交互的许多新特征。表 1 从人因工程角度概括了从传统人机交互（HCI）向智能人机交互（iHCI）过渡中

所表现出的这些新特征（许为, 2020; 许为, 葛列众, 2018, 2020; 许为, 葛列众, 高在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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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人机交互（HCI）与智能人机交互（iHCI）之间的特征比较 

 

过渡特征 传统非智能人机交互（HCI）特征 智能人机交互（iHCI）特征 

 

从“用户单向式”

到“人机双向式”

交互 

计算系统被动地接受用户输入，只

能够单向地服从于用户，接受和执

行用户指令，并且根据算法和规则

做出相应的输出反应  

人与智能体的交互是双向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感应系统

来捕获和理解用户生理、认知、情感、意图等状态以及环

境上下文场景等信息，主动地启动人机交互任务（例如环

境智能，脑机界面）。人与智能体借助模型可预测对方行

为，双向适应对方，双向均可分享信任、情景意识、意

图、决策控制等 

从“刺激-反应

式”到“人机协同

合作式”交互 

人机之间的交互主要基于 “刺激-

反应”的物理关系。人机系统只有

人类操作员这一单一认知体，非智

能系统不拥有智能自主化等类似人

类的认知特征 

作为拥有自主化特征的机器智能体，智能体与人的交互中

可以进行自主感知、理解、自主学习、自主执行等，人与

智能系统（智能体）成为协同合作的队友，整个人机系统

可以成为协同合作的两个认知体，分享信息、任务、目

标、控制等 

从“简单属性”到

“情境化”交互 

机器输入的感知目标主要是人、

机、物等简单属性，例如显示器目

标位置、颜色、移动轨迹等 

 

 

智能系统输入的感知目标更具“情境化”：通过对操作场

景上下文、用户行为等数据，针对“情景化”特征进行智

能推演（例如用户行为体征刻画，用户消费行为画像，城

市交通流量情境等），从而提供适合当前场景、满足用户

需求的系统输出 

从“单模态精准输

入式”到“多模态

模糊推理式”交互 

基于人类的精准输入形式（通常是

单一精准的输入），例如键盘、鼠

标输入，系统不必关注用户行为和

意图等状态，但是限制了人机交互

的应用 

智能系统有可能从不确定性条件下，从基于多模态通道的

人机模糊交互（例如用户内在的交互意图，多样的应用场

景，随机的交互信号数据和环境噪声）中推理出用户意

图，并做出合适的系统反应，提高人机交互的自然性和有

效性 

从“人类智能”到

“人与机器智能互

补”的交互 

机器不拥有智能自主化特征能力，

人机系统中只有人类智能，不存在

人与机器智能之间的互补  
 

人类的生物智能(人的信息加工等能力)与机器智能(模式

识别、推理等能力)之间可形成互补,在人机交互中形成更

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机混合智能 

从“用户体力负

荷”到“用户认知

负荷”换置 
 

机器借助于自动化等技术主要替换

单调、重复的人类体力工作负荷和

作业任务  

智能体还可以替换用户的认知工作负荷，其中包括主动 

地接管或被委派认知作业（知觉、推理、决策等) 

 

 从“显式”到

“隐式”交互 

人机交互界面以“有形”显性方式

呈现，例如图形化用户界面 

 

 

人机交互界面可以“无形”的方式呈现，例如普适计算可

以采用手环、穿戴设备（服装等载体）等“无形化”智能

系统形式；智能环境系统可以主动启动依据用户行为、认

知、生理、行为、意图状态以及特定上下文等信息的隐式

人机交互 

从“有限自适应”

到“智能化自适

应”交互  

 

根据用户和环境信息输入，基于固

定的计算逻辑和算法，系统有可能

实现“有限的自适应”，即根据设

计事先所能预测的一些操作场景产

生动态化系统输出 
 

自适应成为智能系统的“标配”，即没有自适应特性，就

不存在智能人机交互。根据对用户、环境上下文等各种状

态的感应识别、推理，智能体有可能在设计无法预测的一

些操作场景中产生合适的自适应化系统输出 

 

 

由表 1 可知,智能时代 iHCI 的这些新特征扩大了 iHCI研究和设计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人机交互研

究和设计的范围。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思维和方法论来考虑如何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些 iHCI 新特征所带来

的新问题。另外，表 1 所列的许多新特征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它们既反映今后 iHCI 技术发展的方向，也

对今后的人因工程和 iHCI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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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人机交互的设计理念 

本系列文章（四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提出的“以人为中心 AI”是指

导 AI 系统开发的设计理念（许为，2019b），该理念同样适用于 iHCI 的研究和应用。“以人为中心 AI”理

念框架包括技术、人因（human factors）、伦理三方面。本文进一步拓展“以人为中心 AI”的开发理念到

iHCI 研究和应用中，提出“面向用户的 iHCI”的设计理念(见图 1)。图 1 概括了围绕三方面工作的主要途

径（见图 1 中围绕三个周边圆形部分的字体），例如用户需求和应用场景；图 1 也定义了“面向用户的

iHCI”研究和应用的设计目标（见图 1 中围绕“面向用户的 iHCI”中心圆形部分的字体），例如自然的、

可用的、有效的人机交互。 

 

 

图 1 “面向用户的智能人机交互（iHCI）”设计理念 

 

“面向用户的 iHCI”设计理念主要强调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技术”方面：强调开发用户状态（如生理、认知、情感、意图等）识别技术、用户稳定特征

（如人格等）识别技术、多模态交互技术、算法和模型等来支持“面向用户的 iHCI”的实现。另外，AI 界

已经认识到单独发展 AI 技术的路径遇到了瓶颈效应，在高级人类认知方面难以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

（Zheng et al., 2017），因此,“面向用户的 iHCI” 理念强调将人的作用融入智能人机系统,开发人机混

合增强智能，达到人机智能互补。iHCI 技术开发的目的是开发出高效的、人可控制的 iHCI 系统，提升人的

能力, 而不是取代人。 

（2）“人因”方面：强调在 iHCI 研发中从用户需求出发，落实有效的应用场景, 开发有效的用户认

知、意图识别、情感等模型；基于人机协同合作的设计思维，在研发中实施基于“以用户为中心”的 iHCI

设计和方法(例如用户研究、建模、用户界面原型设计、用户体验测评)。目的是开发出有用的（满足用户

需求、有使用价值）、自然可用的（易用、易学）、人类拥有最终决控权的 iHCI系统。 

（3）“伦理”方面：强调从用户伦理需求（公平、隐私、道德、人的决策权等）出发，遵循伦理设计

标准，通过有效的伦理道德计算、AI 伦理开发实践等方法。目的是开发出伦理化、负责任的 iHCI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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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图 1 所示的“面向用户的 iHCI”设计理念体现了以下特征并且对 iHCI研究和设计提出了

以下要求： 

首先，“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技术”方面的工作从用户角度来设计和创新适用的交互模式，通

过智能传感、智能用户意图推理等方式构建自然可用的 iHCI；根据用户需求来保证机器适应人（而不是人

适应机器）；通过人机智能之间的深度整合来增强人类能力；确保将人类置于智能系统的中心。“人因”

方面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成为最终决策者来确保 iHCI是人类可控的、有效的、可用以及自然的。“伦理”

方面工作旨在通过提供合乎人类道德的 iHCI 来控制和解决智能系统中的伦理问题。 

其次，人因、技术和伦理三方面工作的协同合作（如图 1 中连接三个方面的线条所示）。例如，一方

面，如果在设计中不考虑 AI 对人类的影响（例如 AI 的伦理道德），则 iHCI 系统是不可能实现以人为中

心的设计目标，最终可能会伤害人类；另一方面，符合伦理的 iHCI 需要通过人因工程设计，借助自然有效

的智能人机用户界面来以确保人类操作员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有效地接管对系统的控制。 

最后，系统化的设计思维。将人和智能系统视为一个系统，力求在人机系统的框架内开发人机智能之

间的互补。“面向用户的 iHCI”理念强调从人-机-环境系统的角度出发，保证有人类（需求、生理、心理

等）、智能技术和环境（物理、文化、组织、伦理、社会等）之间的最佳匹配。因此，“面向用户的

iHCI”理念强调 iHCI 系统的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而是一个需要跨学科协作的系统项目。 

4 智能人机交互的人因工程分析  

4.1 智能人机交互的人因工程框架  

在分析 iHCI 的人因特征以及定义 iHCI 设计理念和目标的基础上，本节提出一个针对 iHCI 的人因工程

架构，为 iHCI 研究和应用提出人因工程解决方案。 

传统人机交互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人机交互评价体系、交互认知机理、可计算的交互模型等方面。在人

机交互评价体系方面，Norman (1986)提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机界面评价原则，但它主要是针对鼠标

键盘输入和屏幕输出的传统交互界面。在人机交互认知建模方面，人们采用人类信息处理模型来预测人类

用户如何与系统进行交互，通过对人类的认知建模来设计出更高效的人机界面，例如 MHP、GOMS、SOAR、

ACT-R、EPIC 等模型（详见综述: 王宏安等, 2020）。这些模型主要针对非智能人机交互，无法有效处理复

杂场景中的智能人机交互任务，也没有考虑 iHCI 中人与智能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新型人机关系，并且机器

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来考虑（许为, 葛列众，2020）。刘烨等人（2018）后来提出的人机合作心理模型已

经开始考虑到人与智能系统之间潜在的人机协同合作。 

如上一篇系列文章所讨论（“五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从自动化到智能时代的自主化以及自动驾驶

车”）（许为，2021），在非智能人机交互中，非智能系统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例如，自动化机器）来

支持人类的操作，机器本质上是通过“刺激-反应”式的“交互”来完成对人类操作的支持(Farooq & 

Grudin, 2016)。这些机器依赖于由人事先固定设计的逻辑规则和算法来响应操作员的指令，通过单向、非

分享的（即只有人针对机器单方向的信任、情境意识、决策控制等）、非智能互补（即只有人类的生物智

能）等方式来实现人机交互。尽管人机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机合作，但是作为辅助工具的机器是被

动的，只有人可以启动这种有限的合作。 

智能技术拥有的自主化特征带来了一种新型的人机关系：人机组队（human-machine teaming）式的合

作关系，智能系统中的智能体（界面智能体或者代理）不仅仅是支持人类作业的一个工具，也可以成为与

人类协同合作的团队队友，这种协同合作式是是由两者之间双向主动的、分享的、互补的、可替换的、自

适应的、目标驱动的以及可预测等特征所决定的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未来更多的智能系统将具备这些特征

（许为，2020）。人与智能系统之间的这种新型人机关系为建立 iHCI 的人因工程框架奠定了基础。基于智

能时代这种新型人机关系范式，采用协同认知系统理论（Hollnagel & Woods,2005）、情景意识认知理论

（Endsley, 1995）以及智能代理理论（Wooldridge & Jennings，1995；王祝萍 & 张皓，2020)，本文初

步提出一个 iHCI 人因工程框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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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人机交互(iHCI)人因工程框架的概念示意图   

 

相对传统人机交互框架，图 2 所示的 iHCI 人因工程框架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新特征。 

第一，iHCI 人因工程框架将人类用户和智能系统（包括智能界面）均视作为能够完成一定的认知信息

加工任务的认知体，从而一个 iHCI 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不同于传统的人机交互系统，iHCI

是人类用户认知体与智能机器认知体之间的交互。具备自主化特征的机器智能体具有一定程度上类似人类

的认知特征，可以通过自然有效的人机交互方式（如语音、手势、眼神、表情、唇动、脑电等）与人类用

户开展双向的主动式交互和协同合作。在不确定性的人机交互条件下，智能体可对用户状态（认知、生

理、意图、情感等状态）、环境上下文等状态进行自主感知、识别、学习、推理、理解等认知作业，并且

作出自适应的自主执行。 

传统的人因工程研究和应用主要关注人机界面的设计，而不是从人机协同合作的角度将人机系统作为

一个整体的协同认知系统来考虑。iHCI 人因工程框架认为人和机器不是人机系统中两个独立的部分，而是

一个整体，人和智能系统之间是协同合作的关系，整个认知协同系统的绩效取决于在复杂动态的操作场景

中人机之间的协同合作程度, 而不仅仅是某个部分的绩效。 

第二，iHCI 人因工程框架采用 Endsley 的“情景意识三层次”认知理论来表征人类用户和机器认知体

的智能信息加工机制（Endsley，1995, 2015）。Endsley 的模型将情景意识（situation awareness, SA）

定义为“人类操作员对当前环境（包括人机界面、系统、操作环境、团队合作队友等）状态的情景感知、

情景理解以及对未来情景预测”的认知加工过程，该模型还包括了情景意识与记忆、经验、知识、心理模

型等其他因素的认知交互。如图 2 所示（左侧）, 该 SA 三层情景要素（感知、理解、预测）同时拥有数据

驱动（根据感知数据进行理解和预测情景）和目标驱动（根据目标以及当前的理解和预测进行基于感知数

据的验证）的信息加工机制。借助于一个信息收集和后期响应的动态反馈回路机制，人类用户能够感知动

态环境情景来更新获取的信息。 

如图 2 所示（右侧），对应于人类操作员的信息加工机制，iHCI 人因工程框架采用与人类用户认知体

异质同构性的方式来表征机器认知体的信息加工机制。该信息加工机制包括：（1）机器认知体不仅仅需要

数据驱动的信息加工机制（数据感知、处理层等），同时也需要目标驱动的处理模块和反馈机制以及针对

目标驱动处理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信息加工机制；中层是对情景意识的智能评估和推理；上层则进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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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转化，预测当前情景意识可能发生的事件；目标、规划、任务等智能体构成了反馈循环机制。（2）机器

认知体拥有自适应的智能代理模块，根据环境、系统、上下文、用户状态的识别，领域知识库评估整个系

统的运行情况。机器认知体基于系统任务、目标和规划，能够自适应调整系统的自主输出。（3）机器认知

体拥有多智能代理，各智能代理处理相应的认知加工任务并且互相协调。 

第三，iHCI 人因工程框架采用 AI 领域的智能代理理论来表征智能系统认知体的信息加工机制。智能

代理是一个自治的智能计算实体，它能够不断地、自主地与环境发生交互(Wooldridge & Jennings，

1995；王祝萍 & 张皓，2020)。智能代理系统研究的目的是使智能代理能在复杂环境中实现自主运动并完

成特定的任务, 这需要智能代理拥有对自身状态和环境状态的建模、决策、规划和控制能力。一个理想的

智能代理应该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Wooldridge 1995；王祝萍 & 张皓，2020）：自治性（即可以

主动控制自身的行为）、目标性（对自己的意图和目标作出计划）、交互性（对环境的感知和影响）、协

作性（多代理之间的协作，并且能够完成单智能体难以完成的复杂任务）、可通信性（代理之间或者代

理与人之间可开展一定程度的“会话”）、学习能力、推理和规划能力、社会性、进化性、容错性、扩

展性等能力。从人因工程角度看，智能代理的这些特征就是具备类似人类的认知信息加工特征，所以这些

智能代理可以视为智能系统中相互交互的认知体。iHCI 人因工程框架提倡利用智能代理技术来实现“面向

用户的 iHCI”的设计理念。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新特征，本文提出的 iHCI 人因工程框架能够有效地表征基于智能技术的人机交互新

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该 iHCI 人因工程框架是一个指导性的系统框架（reference architecture），它不

是一个在工程上具体实现 iHCI 解决方案式的系统框架（solution architecture），iHCI 人因工程框架还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充实。 

作为一个指导性的系统框架，针对 iHCI 的人因问题空间，iHCI 人因工程框架提出了一个基于“面向

用户的 iHCI”的人因工程解决方案。表 2 进一步概括了该 iHCI 人因工程框架所表征的新特征以及人因工程

解决方案的工作思路。  

 

表 2  iHCI 人因工程框架的主要新特征以及对 iHCI 研究和应用的意义 

新特征 新特征描述 对今后 iHCI 研究和应用的新需求 

协同认知系统 将人与智能系统表征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的

两个认知体, iHCI 是人类用户认知体与机器

认知体之间的协同合作 

采用现有人-人协同合作、认知交互、认知系

统工程等理论进一步研究 iHCI 理论和应用，

探索 iHCI 研究和设计的新范式 
 

人机协同合作 将智能时代的人机系统提升为“人机组队式

合作”的新型人机关系，人类用户认知体与

智能系统机器认知体可以成为合作团队队友

而协同合作 

 

 

采用人-人团队合作、协同认知系统等框架来

探索人机协同合作, 开发人机双向的情景意

识、人机互信、人机决策和控制分享等模型

（许为，2020），开发人机合作的绩效评估

系统，开发社会交互、情感交互等解决方案 
 

人机双向主动

式状态识别 

强调人机双向主动式状态识别，智能系统通

过感应系统主动监测和识别用户生理、认

知、行为、意图、情感等状态 
 

开发有效的用户生理、认知、行为、意图、

情感状态识别模型和测评方法，开发有效的

知识表征和知识图谱来支持计算建模 

人类智能与机

器智能的互补

性 

作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iHCI系统的绩效不

仅仅取决于系统单个部分的绩效，而且是取

决于人机协同合作、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之

间的有效互补。通过产生人机混合智能来最

大限度地发挥人机之间的协同合作和整体系

统绩效 

 

开展 iHCI 中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的研究和应

用，为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开发有效的认知计

算体系架构；开发基于认知计算方法与“人

在环路”方法（系统、生物学层面）整合的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优化人机混合智能的系

统控制方法，探索人机融合、脑机融合等 
 

自适应智能人

机交互 

强调智能系统的自适应机制，根据对用户、

环境上下文等状态的感应识别和推理，智能

开发智能系统的自适应引擎代理，研究基于

用户、系统、环境状态评估的自适应优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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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可能在设计无法预测的一些场景中能够

做出合适的自适应系统输出 

 

计；利用智能系统主动式前馈预测能力来协

助人类团队队友，实现主动式、自适应的人

机交互 
 

人机合作式认

知界面 

不同于传统的人机界面，人机合作式认知界

面强调对人机认知体之间协同合作和认知信

息加工的支持，其中包括对人机双向的情景

意识、人机互信、人机决策共享、人机控制

共享、人机社会交互、人机情感交互等的支

持 
 

开发人机合作式认知界面的设计新范式、模

型和认知架构，开发针对 iHCI 的人机交互界

面设计标准，提升人机界面的可用性设计，

有效支持人机协同合作（例如应急场景中人

机控制的快速有效交付和接管） 
 

人与智能认知

体信息加工的

异质同构性 

人类操作员的认知加工模型采用 Endsley 的

情景意识认知模型,该模型已经广泛应用在许

多领域，并且易于测量和建模。智能系统的

信息加工也采用了同样的认知架构，同时考

虑智能代理的系统架构方法 
 

为系统开发提供一个易于理解的认知概念系

统架构（conceptual architecture），最终

实现 iHCI 的协同认知系统 

 

如表 2 所列，iHCI 人因工程框架对今后的 iHCI 研究和应用提出了新特征和新需求，这些新特征是传

统人机交互和人因工程解决方案所不具备的，这些新需求也是目前 iHCI 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人因问题。因

此，本文所提出的 iHCI 人因工程框架将有助于指导今后的 iHCI 研究和应用工作，促进“面向用户的

iHCI”设计理念和目标的实现。 

 

4.2 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的人因工程分析 

目前，尽管人因工程、工程心理学、人机交互等专业人员参与了自动驾驶车的研发，但是频频发生的事

故提醒我们需要评估目前的方法和寻找新的设计思维，从而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动驾驶车的安全设计

（NTSB，2017；Endsley, 2018，许为，2020）。SAE（2019）将自动驾驶车系统分为 5 个“自动化”等级

（L1 - L5）, 但由于当前技术、交通法规、交通环境系统、政策法规、公众接受度等原因，完全的无人自

动驾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智能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将是常态，智能驾驶

汽车研究和应用仍会集中在人机共驾层面（宗长富等，2021)，人类驾驶员与智能自主系统仍然需要共同对

车辆分时、分权地完成双方都能独立完成驾驶的任务，人类驾驶员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节采用 iHCI

人因工程框架对智能自动驾驶车的人机共驾模式做初步分析。 

 

4.2.1 单车层面分析 

从自动驾驶车单车层面看，基于 AI 智能技术的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模式就是一个 iHCI 系统。未来的智

能自动驾驶车是一个会学习的轮式智能机器人，它与人类驾驶员一样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系统（摄像、激

光雷达装备等）、智能交互界面（语音输入等）和学习等能力，在一些特定设计的场景中能够应对各种工

况（马楠等，2018）。 

在该车载 iHCI 中，人类驾驶员和智能车载系统是能够完成一定认知信息加工任务的两个认知体，该智

能人机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人机共驾体现了人类驾驶员与智能车载系统之间的交互。具备

自主化特征的车载智能体具有一定程度上类似人类的认知特征，人类用户可以通过有效的 iHCI 交互方式

（如语音交互）与其开展双向的交互和协同合作。装备智能感知等系统的自动驾驶车可对人类驾驶员状

态、环境上下文等状态进行自主感知、识别、学习、推理、理解等认知作业，与人类驾驶员开展有效的人

机共驾。 

但是，人机共驾存在许多人因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例如，有效的人机沟通模式，人机意图及

情景意识和信息的双向交换，人机感知信息共享与交换，人机互信，应急状态下的人机控制权交接等等，

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都可能导致安全问题（程洪等，2020；Soualmi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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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iHCI 人因工程框架的新范式有助于开拓设计思路，探索有效的人因工程解决方案。人因工程解决

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人机协同合作的设计新范式：智能自动驾驶车是由两个认知体（人类驾驶员，机器认知体/“机器

智能驾驶员”）组成的一个协同认知系统，两者是团队合作的队友，因此人机共驾的 iHCI 研究和

应用可以从人机协同合作的新角度考虑。例如，研究要充分理解人类驾驶员与智能自主化系统在人

机共驾中应该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根据智能化等级和驾驶环境来确定人机共驾中人机协同合作

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系统架构。基于人机协同合作的新范式，人机共驾的研究要从人机合作、人机

互信、感知和情景意识共享、人机控制共享和协同驾驶等角度探索车载人机交互的优化和安全设

计，从而实现有效的人机共驾(Jeong,2019; 高在峰, 李文敏，梁佳文等，2021)。例如，研究如何

保证在应急状态下车辆控制权在人机之间的快速有效切换，确保人拥有最终控制权（包括远程控制

等）(Fridman,2018)；借助人机协同合作的工作思路和有效的人机交互设计，探索在什么条件下

（例如人机互信程度，人类驾驶员状态和行车意图）如何完成有效的控制权转移切换。 

• 人机双向状态识别的技术：iHCI 人因工程架构强调人机两个认知体之间双向主动的状态识别，通

过机器认知体对人类驾驶员生理、认知、情感、驾驶行为和意图的监测识别和理解，以及人类驾驶

员对智能系统和环境的情景意识，人机之间才能够拥有情景意识分享、人机互信、任务和目标分

享、决策和控制分享等, 从而有效支持人机协同合作。这方面问题需要今后的研究，例如，探索如

何通过建模方法来模拟驾驶员的驾驶操作和驾驶意图；如何提高对人类驾驶员状态监测和驾驶意图

识别的准确性。 

• “人在环内”的人机混合智能的系统设计：人机共驾必须是一个“人在环内”（human-in-the-

loop）的人机混合智能系统，而基于人机双向状态识别和系统控制技术为实现这样一个“人在环

内”的系统安全设计提供了保障。首先，研究要从系统和 iHCI 设计角度来解决导致近几年自动驾

驶车事故的人因问题（例如“人在环外”，低参与度，情景意识下降），研究在系统层面(例如

“人在环内控制”，“人机协同控制“)或者/和生物层面（例如脑机控制）上如何有效地实现“人

在环内”的 iHCI 设计。其次，研究如何采用人机智能优势互补的设计思路来优化系统设计，提高

车载协同认知系统的整体可靠性和安全性。最后，探索如何落实“有意义的人类控制”

（meaningful human control）设计(Santoni & van den,2018)。例如，通过“人在环内”的

iHCI 设计，探索车载“故障追踪系统”来实现设计改善和人机故障问责的机制，推动“人类可控

AI”设计目标的实现。 

• 基于智能自主化的设计思路：SAE(2019)定义 L4-L5 等级的自动驾驶车不需要人类监控和干预，人

因工程的工作思路质疑 SAE 这种设计指南。我们认为 SAE 没有基于 AI 技术的视角去评价自动驾驶

车的能力，无视自动化技术和自主化技术之间的本质差别，这种对自动驾驶车智能自主化等级划分

的忽略可能对设计、安全、标准化和认证产生不利影响（许为，2020）。作为一个“移动式”的智

能自主化系统，高等级自动驾驶车不是传统的自动化系统，智能系统认知体拥有独特的自主化特

征，这些特征对自动驾驶车 iHCI 设计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自动化技术的新需求，只有充分理解这些

新特征并且采取有效的 iHCI 设计来对付这些新挑战，这样才能保证自动驾驶车的行驶安全。 

• 合作式认知界面设计：基于人机协同合作的新范式，今后的研究需要探索有效的“合作式认知界

面”来支持人机共驾操作中的人机协同合作、人机互信、感知和情景意识共享、人机状态识别、控

制共享等问题，需要考虑有效的人机界面设计隐喻、范式以及认知架构。例如，探索在人机界面设

计中如何有效地实现人机协同合作的设计方案来支持应急状态下快速有效的控制权交付和接管；探

索开发有效的合作式认知界面来解决自动驾驶中的一些人因问题（例如“人在环外”，情景意识下

降，自动化模式混淆）；探索基于认知工作分析（CWA）方法的车载生态用户界面（EID）的设计

（Vicente, 1999; Burns & Hajdukiewicz,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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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宏观系统层面分析 

从宏观社会技术系统层面来分析，安全有效的自动驾驶人机共驾的最终实现不仅仅依赖于单车层面上的

有效 iHCI 设计，还需要基于网络互联、AI 与云计算、智能车联网、智能交通系统等技术；需要自动驾驶车

开发企业、电信运营商、政府等各部门的合作；需要通过实现人、车、路、环境的协同交互（人与车、车

与车、车与交通环境等之间）以及通过车端、路端、云端之间的信息交互，从而为自动驾驶车的安全驾

驶、决策和规划提供系统化的支持。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智能自动驾驶人机共驾的生态系统（谭征宇等，

2020）。 

我们将 iHCI 人因工程架构所表征的人类智能体与机器智能体的协同认知系统概念拓宽到整个自动驾驶

人机共驾的生态系统中，这样整个自动驾驶人机共驾生态系统可以表征为一个协同认知生态系统。该协同

认知生态系统拥有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架构，一个子系统的协同认知系统可以是整体协同认知生态系统架构

中的某一层次。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协同认知分系统可以由 iHCI人因工程架构所表征，例

如，人类智能体与机器智能体之间（行人与智能自动驾驶车等），多重机器智能体之间（多辆自动驾驶车

之间，自动驾驶车与智能道路系统之间等）。 

图 3 示意了自动驾驶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的多层次架构，表 3 概括了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

统各层次的系统组成部分。如图 3 和表 3 所示，认知协同系统的范围和边界条件是相对的，取决于分析的

目的 (即系统的功能而不是它的结构)。 

 

 

 

 

图 3 自动驾驶人机共驾的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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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中各层次的主要组成部分 

 

                       

                     系统组成                 
 

人机共驾协同认知 

生态系统的架构层次 

驾驶员，智能系统

（环境和驾驶员状

态感应系统、车载

控制系统、机载智

能体等） 

智能车联网,道路

智能传感器，行

人，其他运行自主

驾驶车，道路信

号，云技术，5G 等 

智能交通信号，

交通规则和法

律，智能交通指

挥系统等 

公众，自动驾驶

公司, 电信运营

商,政府等 

 

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 

 

√ 

   

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 + 

智能道路系统 

 

√ 

 

√ 

  

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 + 

智能道路系统 + 智能交通系统 

 

√ 

 

√ 

 

√ 

 

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 + 

智能道路系统 + 智能交通系统 + 

智能化社会技术系统 

 

√ 

 

√ 

 

√ 

 

√ 

 

采用 iHCI 人因工程框架在宏观层面上对自动驾驶人机互驾的分析提供了以下的人因工程新思维和新途

径。 

首先，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的宏观和系统化设计视野。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的设计需要从宏观的

协同认知生态系统角度来考虑，任何局限于“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单车层面协同认知

子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都无法保证整个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和安全运行。 

传统人因工程研究注重于人-车（“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之间的交互和人机界面设计。

基于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的架构（图 3），自动驾驶单车中的“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主驾驶车”仅

仅是一个协同认知子系统，影响该子系统人机共驾绩效和安全的不仅仅是单车系统中两个认知体（人类驾

驶员，智能自动驾驶车）之间的协同合作，还有整个人机共驾生态系统中其他层次上的协同认知系统以及

相应的多重认知体。如图 3 和表 3 所示，如果将 iHCI解决方案的分析边界逐步扩展到智能道路系统（即人

-车-路系统）、智能交通系统（人-车-路-交通系统）以及智能化社会技术系统（人-车-路-交通-社会系

统），实现自动驾驶车整体系统的优化设计和安全取决于各种认知体（智能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例如, 

智能车联网（例如智能安全系统），道路智能传感器，路面行驶中的其他自动驾驶车（例如自动驾驶车之

间的行驶状态识别、交互和协调，行车规范和行为），智能交通信号（例如信号系统智能化程度、与自动

驾驶车之间的交互和兼容），智能交通指挥系统（例如系统人类操作员，决策者，智能系统），公众（例

如对自动驾驶车的信任、体验），行人（例如对自动驾驶车、道路交通的认知和行为），自动驾驶车开发

企业（例如人机控制权分配设计决策和设计理念），电信运营商, 政府（例如智能驾驶、智能交通政策规

划和决策）等等，所以这些认知体形成了一个宏观的协同认知生态系统。 

由此可见，自动驾驶车的实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取决于人机共驾生态系统内所有系统组成部分

之间的有效协同合作和整体系统的优化设计，低估这种系统化工程的设计思路会造成潜在的安全威胁。 

其次，“以人为中心 AI”的设计理念。从“以人为中心 AI”和“面向用户的 iHCI”的理念出发，人因

工程强调人机共驾模式的设计必须是“以人为中心”，应该从整个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

来保证人类拥有自动驾驶车的最终决控权。例如，在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模式中，单车人类驾驶员一般拥

有最终决控权。当车辆处于失控状态（例如系统故障，黑客攻击，人类驾驶员失能），一方面，车载智能

系统启动智能应急方案来脱离当前的失控场景，保护人类（包括单车驾驶员、乘客、道路行人和其他车辆

等），这体现“以人为中心 AI”的理念；另一方面，从系统余度化安全设计考虑, 作为整个人机共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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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生态系统的分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的中央指挥控制中心操作员可远程接管故障车（例如“5G 云代

驾”）来脱离当前交通场景，同时指挥协调路面其他智能驾驶车，从而保证智能道路系统的整体安全，确

保“人类可控 AI”的设计目标，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今后研究要探索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系统化设计方

案。例如，在整个自动驾驶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内，研究如何根据人的能力、状态和驾驶环境进行

驾驶权限和责任的实时分配，研究在应急状态下如何确保人类拥有对整个人机共驾协同认知生态系统的最

终控制权限。 

最后，图 3 和表 3 也示意了智能自动驾驶人机共驾生态系统发展的可能路径。这些路径包括：（1）

“自下而上”的路径，即从“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到 “智能道路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以及“智能化社会技术系统车”；（2）“自上而下” 的路径，即从“智能化社会技术系统车”到

“智能交通系统”、“智能道路系统”、以及“人类驾驶员 + 智能自动驾驶车”；（3）混合或者并行的

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与“自上而下”路径的组合或者并行发展。混合或者并行的发展路径可能是最

佳安全的路径，该结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智能人机交互的基本人因问题 

iHCI 中有许多人因问题, 其中包括用户认知、生理计算、情感计算、用户意图识别、多模态人机交

互、人机协同合作等 (Xu,  Dainoff et al., 2022)。限于篇幅，本节基于“面向用户的 iHCI”理念和设计目标

（图 1）和 iHCI 人因工程框架（图 2），主要从人因工程角度对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并且

概括了今后的一些工作。  

 

5.1 用户意图识别 

iHCI 中的人机双向交互需要机器智能体能够感知用户意图、操作环境和上下文，并对用户意图做出自

适应的交互操作。基于用户意图识别的设计策略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可以降低人机冲突概率,

也是实现 iHCI 中模糊和自然人机交互的关键。 

用户生理、认知、情感等状态识别和计算建模为面向用户的意图识别提供了基础。用户意图识别可以通

过多模态信息实现，其中包括用户生理计算（运动、视觉、听觉、脑电等），用户运动意图（表面肌电信

号、脑电信号、眼电信号等），用户肢体动作（手指、手部、头动运动等），用户神经系统信号计算（如

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读取用户思维活动中的交互意图信息）(张丹等，2018；程洪等，2020；Gao et al., 

2014；McFarland et al., 2017)。 

用户意图识别中的另一个关键是对用户意图的推理。用户意图推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用户交互

意图的推理；二是对人机交互情境和上下文的推理(易鑫等，2018)。例如，在普适计算环境中，采用 Bayes

方法的用户意图推理，利用大数据用户行为、人物画像建模方法来理解以及提取用户意图。    

在自动驾驶车人机共驾研究领域，人类驾驶员的意图识别和短时行为预测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有助

于提升自动驾驶车的行驶安全(宗长富等，2021)。例如，研究者使用换道意图预测系统来确定每个提示用

于确定意图的相对有效性，同时利用推理分类器算法预测驾驶员的换道操作（Doshia，2008）。验证结果

表明，头部运动与车道位置和车辆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是预测换道意图的有效方法之一。基于驾驶模拟器

试验数据，吕岸等（2010）结合高斯－隐马尔可夫混合模型来识别人类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的超车行为，

并且推理分析驾驶员超车意图和行为的合理性。研究者还利用驾驶员生理信号、驾驶动态环境（例如周边

车辆的运行状况）、车辆到车道边缘的距离等信息来预测驾驶员的行车意图（Tawari et al., 2014；   

Yuen, 2016; Mar et al., 2014; Gaikwad et al., 2015）。 

iHCI 人因工程框架强调开展对用户意图识别的研究来为人机协同提供条件, 从而达到自然和有效的

iHCI 设计目的。这方面有许多工作需要开展, 以下列出其中的几项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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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前的许多研究主要针对用户意图的识别技术,但是理论层面上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需要

结合用户需求，开展人因工程研究，引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例如，用户不同通道（如动作、生理、语言

等）所产生的意图需要不同的技术，从理论上如何把各类意图进行系统化地表征、建模和解释，找到多通

道用户意图之间的可解释性、互补性等特征，这是人因工程的一个重要课题。另外，如何建立理解用户意

图表达的认知模型和计算框架，如何有效地使用知识图谱（言语表征等)等方法来表征和理解用户交互意图

(Aminer, 2020)。同时，为实现自然的 iHCI，今后的研究需要建立人与智能系统双方所需要的共同认知基

础，其中包括构建与交互情境相关的知识图谱、常识性的知识推理和个性化的知识更新，帮助智能体不仅

可以通过感知信息对知识图谱进行自动更新，还可以采取主动交互策略来确认和排除不可靠的推理结果(王

宏安等, 2020)。 

其次，分析和评估用户多样性、用户行为不确定性以及使用场景多样性等因素对用户意图推理的影响

(易鑫等，2018)。例如，在完成某一项动作时, 由于用户可能做出不同动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同用户

针对同一交互意图可能采用的不同交互行为，不同场景下的用户交互行为的非一致性。 

第三，探索和实现从用户交互意图的模糊表达到准确识别的跨越（史元春，2019）。例如，用户交互

意图是内在的，同时通过外部传感器获取的交互数据具有随机性大、背景噪声强、应用场景广泛等特点，

这些问题对用户意图的准确识别和推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例如，在手机 iHCI 方面，史元春等人针对手机

用户输入的“胖手指”问题，基于用户行为特征建模，提出了基于贝叶斯推理的用户意图理解的框架，能

够从用户模糊输入信号中推测出用户的真实交互意图(Aminer,2020)。 

第四，随着情感计算理论研究和技术的突破，iHCI 将向着多模态情感识别、情感意图理解、智能体多

模态情感表达以及人机情感交互系统的方面深化，最终使智能系统具有主动情感认知能力(韩晶等，2015； 

黄宏程等，2019)。因此，加速对用户情感状态测量和建模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发针对用户意图识别和

预测的解决方案(Wendemuth et al., 2018)。 

最后，利用多模态信息的有效融合和人机交互技术来支持对用户意图的准确理解，为人机协同合作

提供支持（孙效华等，2020）。虽然 AI 技术使得智能体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用户的单通道行为（例如语音

识别、人脸识别），但是智能体需要借助于多通道信号的有效融合来准确理解用户的交互意图（例如用户

在做什么，要做什么）(王宏安等, 2020)。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探索：（1）准确识别用户已知的交

互意图; (2) 准确地将已知意图的新个性化行为归纳到已知意图; (3) 准确判断和标识用户行为中出现的

未知意图类别,并添加到已知学习模型。如何利用多通道信息融合方法, 将已知意图的新个性化行为和新意

图类别扩展到现有模型中，使得智能体在与用户的交互中学习、理解并整合新知识的能力, 这将是今后的

重要工作之一(杨明浩, 陶建华,2018)。 

 

5.2 人机协同合作 

如前所述，不同于传统人机交互，iHCI 可以被视为两个认知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在一定的操作和任务

环境中，人与智能体之间是基于一种团队队友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两者之间的“交互”，这种交互是由两者

之间双向主动的、分享的、互补的、可替换的、自适应的、目标驱动的以及可预测等人因工程特征所决定

的。随着机器智能自主化程度的提高，这些特征表现更加明显（许为, 葛列众, 2020）。 

针对人机协同合作的研究刚刚起步，许多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出发，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人

-AI 合作研究策略和框架(O’Neill et al., 2020)，人-AI 合作团队绩效评估 (Babsal et al., 2019), 

人-AI 互信 (Bindewald et al., 2017),人-AI 合作中的心理模型(Bansal et al., 2019),人-AI 合作的系

统设计(Ozkaya, 2020)，人-AI 合作系统权限(Haring et al., 2019),人-AI 合作的定量和定性建模 

(Peters, 2019)。针对 iHCI 中人与智能体有可能成为“团队队友”的问题，Klien , Woods 等人（2004）

提出了人因工程研究面临的十大挑战，其中包括人与智能体之间的可预测性（预测对方的计划、行动

等），建模（表征对方的意图和行动），透明性、可解释性和理解性（针对对方意图和行为状态），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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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控制等。 按照这些标准来分析，目前针对 iHCI 人机协同合作的研究和应用尚处于由“传统人机交

互”向“初级人机协同合作”转变的阶段，相应的研究和应用仍然不全面，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 

另外，智能时代的人机交互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智能系统利用大数据、AI 深度学习等技术可

以整合基于大量专家知识的群体智能，主动帮助人类操作员在非正常的场景中解决以往单人知识或者操作

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传统非智能系统无法达到的；另一方面，如果 iHCI 设计中不遵循“以人为中心

AI”理念，并且不能保证人类拥有对系统的最终决策控制权，智能系统自主独立执行的结果则有可能带来

伦理和安全隐患。 

iHCI 人因工程框架将人机系统视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强调开展针对人机协同合作的研究和应用，从

而达到高效自然的人机交互设计目标。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开发有效的 iHCI 中人机协同合作的理论、方法以及认知架构，进一步开发人机情景意识共

享、人机互信、人机心理模型共享、人机决策共享的理论、模型和方法。例如，从技术角度进一步解决人

机协同合作中的人机功能分配、动态学习和修正、主动交互模式等问题；从人机协同的体验视角进一步研

究人机协同合作中的可解释性、人机互信、人机情感化、公平负责的人机协同合作等问题(孙效华等，

2020)。 

其次，学术界针对 iHCI 中人-智能体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评估。例如，iHCI

中智能体是否真正可以成为与人类协同合作的队友（同伴、受指导者或团队领导），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智

能超级工具（Shneiderman，2020；Klien & Woods, et al., 2004）。今后工作应该侧重于研究人类与智

能体如何交互、协商以及作为队友进行协作合作；研究如何在 iHCI 设计中界定各自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协作

的规则；研究人机协作合作的层次结构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例如，协调/coordination, 协作共事

/cooperation, 合作/collaboration）。从“面向用户的 iHCI”理念出发，iHCI系统的最终策控制者应该

是人，如何在人机共驾模式设计中实现这种理念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第三，开展针对人机协同合作的计算模型和定量评估。传统非智能系统的人机交互模型（例如 GOMS，

MHP）已不能满足 iHCI 中复杂交互任务的需求（例如 Card et al., 1983)，需要探索人类认知机制来建模

人与智能系统的交互和协作合作（刘烨等，2018），目前还没有系统化的人机交互和协作合作模型。简单

明确的任务性人机交互任务相对容易建模，但是当人机交互任务包括体验性、娱乐性、沟通性以及大量的

人-人之间交互活动，人机交互建模成为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另外，

人与智能体在社会交互情境中的交互也面对情境意识计算和模型的挑战，其中包括人与智能体之间的理

解、意图、情绪、目标、角色结构、文化规范以及社会关系类型等，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四，开发和设计有效的人机界面来支持人机协同合作。人机两个认知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必然需要能够

有效支持这种人机任务的的人机界面，这是个重要的课题。例如，开发“合作式认知界面”来支持人机协

同合作、人机互信、感知和情景意识共享、人机状态识别、人机控制共享等，探索基于认知工作分析的车

载生态用户界面的设计（Vicente, 1999; Burns & Hajdukiewicz, 2004)。 

最后，开展针对 iHCI 中长期性人机协同合作的研究。目前许多研究注重于 iHCI中人和智能体之间的短

期协同合作（例如，人与智能机器人），如何保持人和智能体之间的长期有效的协同合作仍然是一个挑战

(Prada & Paiva, 2014)。例如，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智能康复机器人，作为认知体的机器人智能体如果

无法保持与人类用户合作的兴趣，人机交互质量将大大下降。今后的研究需要解决如何能够使智能体保持

与用户合适的交互和合作方式、建立关系（例如信任）、关注用户需求（例如情感需求）等问题。另外，

智能体也可拥有自己的需求，也需要人类用户的帮助，今后的研究需要探索如何从 iHCI 设计上实现这种长

期的人机协同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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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1） 智能技术给智能人机交互（iHCI）带来了区别于传统人机交互的许多人因工程新特征，这些新特 

征扩大了 iHCI 的研究范围，并且远远超出了传统人机交互的研究范围。我们需要一种新思维和方法论来考

虑如何更加有效地解决 iHCI 新特征所带来的新问题，它们既反映 iHCI 技术发展的方向，也对今后的研究

提出了新要求。 

（2） 本文进一步拓展“以人为中心 AI”的开发理念到 iHCI研究中，提出了“面向用户的 iHCI”设 

计理念和目标。该理念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强调人因、技术和伦理三方面的协同合作以及

系统化的设计思维，从而达到“面向用户的 iHCI”设计目标。 

（3） 基于智能时代新型的人机协同合作关系，采用协同认知系统、情景意识认知理论和智能代理理  

论，本文提出一个 iHCI 人因工程框架。该框架将 iHCI 中用户和智能系统视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的两个认

知体，强调“面向用户的 iHCI”设计理念和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该系统中的人机协同合作、人机双向状态识

别、人机智能互补、智能化自适应人机交互、合作式认知界面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4） 采用以上设计理念和框架，本文分别在单车层面和宏观系统层面上分析了智能自动驾驶人机共驾 

的人因问题，自动驾驶人机共驾提供了人因工程新思维和新途径。 

（5） 用户意图识别和人机协同合作是 iHCI 研究和应用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将有助于实现“面向用户的 iHCI”理念和设计目标，有许多人因工程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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