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驶员认知分心测量及注意力资源管理 

 

研究背景介绍 

驾驶员分心（如开车时打手机和读发短信）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成因之一，

约占所有事故成因的 25%。近年来，随着先进车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个人智能

设备的流行，驾驶员分心，尤其是认知分心现象增长剧烈。由于不像视觉分心和

生物力学分心那样具有显著的外在特征（例如身体的挪动和眼睛注视目标的转

移），对驾驶员认知分心的测量要困难得多。因此，通过可行的手段测量出驾驶

员的认知分心对于开发驾驶员状态监测工具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向车

联网和无人车时代的迅速迈进需要我们对“驾驶员的车内任务”进行全新的设计。

核电、航空这些高自动化行业中都出现过无数由于操作人员在工作任务需求过高

或过低状态下丧失注意力而导致的事故。这些经验教训启示我们设计平衡机制下

的驾驶员注意力资源管理方法对于未来的道路安全非常重要。 

 

研究方法 

在认知需求不断升高的情况下，驾驶员的视觉扫描行为倾向于越来越狭窄，

因此注视集中（Gaze Concentration，见图 1）是一种可用于量化认知需求变化

的方法，但在驾驶环境中计算注视集中的最优算法却尚在探索当中。作者和相关

科研团队提出了多种注视集中计算方法并在真实和仿真驾驶环境中对其进行了

验证。本领域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请来自不同人口统计分布的驾驶员在实路测试车

或驾驶模拟器上完成规定任务的驾驶实验，采集驾驶行为数据和眼动数据（图 2）。

认知需求的增长可以由替代性的心理学任务（图 3）来模拟，也可以设计真实的

人车交互任务来刺激。通过统计检验比较寻找更优的驾驶员分心测量方法和注意

资源管理配置方法。 

 
 

图 1 驾驶员行车时的注视点位置分布与注视集中效应 



 

  

 

图 2 北航驾驶模拟器及眼动仪工作场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本课题组

的采访画面） 

 

 

 

图 3 刺激认知需求增长的替代性心理学任务（A 视觉空间认知工作记忆任务

Clock Test；B 听觉工作记忆任务 1-Back Test） 

 

成果简述 

截至目前，我们发现横向注视离差（Horizontal Gaze Dispersion，计算横向

注视位置标准差获得）这一指标在测量驾驶员认知负荷变化时具有最大的统计效

应值，对于检验认知分心具有最好的敏感性，且它的计算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我

们提出的方法和研究结果表明，从道路驾驶这样的实用、生态有效的情态下得到

的复杂眼动追踪数据完全可以用最小分析工作量且最大敏感度的方法来有效分

析得出驾驶员的总体注意分配。此外，课题组还设计了多个可优化驾驶员手、眼、



耳、大脑认知资源平衡分配的管理方法（图 4）。 

 

 

图 4 一种平衡手、眼、耳、认知多种资源的人车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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