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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电动汽车是一类特殊的移动智能机器人，能够改变人类生活品质、时空价值和文化融合。主要介绍了智能电动汽
车发展的历程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水平和核心技术；重点讨论了智能电动汽车车路感知、智能充电桩和电池管理系统等
智能电动汽车主要研究热点，分析了传感技术、数据融合算法、控制算法和通信技术等智能汽车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现状。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智能传感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智能感知将彻底改变传统机器视觉技术在底层特征上的模式识别。在智

能电动汽车产业化过程中也需解决人性、安全性、可靠性以及法律和道德等问题。总之，智能电动汽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改变

人类的时空观念，也必将对交通运输业产生深远且革命性的影响。

关键词：智能电动汽车；信息感知；传感器；数据融合

中图分类号：ＴＨ３９　Ｕ４６９．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５８０．２０１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ｈｕｉ１，ＸｕＫｕｎ１，ＺｈｅｎｇＣｈｕｎｈｕａ１，ＦｅｎｇＷｅｉ１，ＸｕＧｕｏｑｉｎｇ２

（１．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５１８０５５，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ａｔｙｐｅ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ｓｍａｒ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ｒ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ｓ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ｔ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ｌｉｅ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ｐｉｌ，ａｎｄ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ｌｇｉｅ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ｖｅ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ｕｃｈａｓ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ｂｕｔａｌｓｏ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ｍａｒ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

１　引　　言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汽车正逐步迈进千家万户，并不

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品质、时空价值和文化融合。电动

化、智能化和互联网化是现代汽车工业发展的典型化趋

势，三者之间相互糅合和相互影响。智能电动无人驾驶

汽车是采用先进的传感技术实现车速、位置以及特征图

像等信息的获取，并利用数据融合技术实现人车路之
间特征数据信息的提取和分析，并最终使车辆具备信息

感知、多源信息融合以及人机共驾交互的能力，而且可实

现智能分析车辆行驶工况得能力，是一类具备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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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机器人［１２］。

智能电动汽车不断改变着当前的交通运输生态系

统，而且随着智能网联信息交互技术的不断发展，必将逐

步降低严重的城市拥堵病和交通事故，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车辆能量利用率和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

我国宣布将在２０２５年左右全面停止销售内燃机传
统汽车，电动汽车将凭着政策春风迎来发展的良机。电

动汽车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人类未来交通工具的主要

表现形式，必将改变传统内燃机汽车行业发展格局，也会

不断体现并改变着人类的时空概念。因此，在资本市场

智能电动汽车系统已必将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和下一个

万亿级蓝海市场。

２　国内外典型的智能车辆系统

２．１　智能驾驶汽车发展历程

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智能

车辆研究驶入了快车道，但其实智能驾驶车辆研究已经

有将近７０余年的历史。历史上第一台自主导航车辆于
１９５３年诞生在美国贝瑞特电子公司在一间杂货仓库中，
是改造牵引式拖拉机［３］。后来，美国军方注意到智能驾

驶汽车在作战中的功能，为了减少战争期间人员损伤以

及运送物资的需要，决定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用于智能车

的研究。美国国防研究计划局于２００４年起举办了３届
智能无人驾驶比赛，期图实现车辆的高度智能化。但首

届智能车竞赛由于时间仓促和规定的行驶道路崎岖，并

没有车辆顺利完成竞赛任务。

为了更好地应对城市环境中复杂的车路工况，美国

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在洛杉矶举行了第
３届智能车辆驾驶竞赛，规定是在６ｈ内按照规定的城市
交通路线行驶９７ｋｍ。最终，卡耐基梅隆大学的ＢＯＳＳ、斯
坦福大学的 Ｊｕｎｉｏｒ和弗吉尼亚州大学的 Ｏｄｉｎ获得比赛
的前３名。２００７年卡耐基梅隆大学的ＢＯＳＳ和斯坦福大
学的Ｊｕｎｉｏｒ如图１所示。

图１　第３届都市挑战赛车辆
Ｆｉｇ．１　Ｔｈｅ３ｒ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２．２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

２０１４年谷歌研发出无人驾驶的首台原型车，最高时
速４０ｋｍ／ｈ，且待交通灯变绿的１．５ｓ之后车辆才会启
动。该车顶安装有可发射６４束激光射线的激光测距仪，
该激光测距仪可有限实现车辆定位以及车辆与周围环境

之间的有效距离。谷歌无人驾驶车利用传感器采集到的

数据结合ＧＰＳ和高精度的３Ｄ地图，可确定车辆的全方
位状态信息，实现多方位数据的融合，确定车辆周围的动

态和静态情况。车辆传感器获得的车速等数据信息与车

载摄像机捕获的周围环境的动态或静态图像一起输入到

中央控制器内的数据处理中心，利用先进的控制算法选

择最小危险系数的车辆安全驾驶。按照美国高速公路安

全管理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ＨＴＳＡ）自动驾驶分类，目前谷歌智能车属于第４级别，
如图２所示。

图２　谷歌无人驾驶智能车
Ｆｉｇ．２　Ｇｏｏｇｌｅ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ｖｅｈｉｃｌｅ

２．３　ＴｅｒｒａＭａｘ无人驾驶汽车

ＴｅｒｒａＭａｘ主要定位于国防需求，参加了２００４年美
国国防高等研究技术署的竞赛［４］。该车辆可以通过感

知车辆轮胎的软硬度，有效识别地面是否有泥沙、泥坑

等状况。目前该类型车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实现车辆

的自动扫雷。该车型采用超声波和惯性导航等系统实

现了车辆周围的障碍物和车辆本身状态信息的采集，

将采集到的图像等信息通过数据融合技术分析和辨识

后输入到含有８个高性能处理器的中央处理单元，并
糅合先进的降噪算法实现干扰信息屏蔽处理，最终确

定车辆全方位的信息；最后，通过先进的决策算法和控

制模型确定智能车辆最小危险模式下的运行方式和运

动轨迹。国内外主要智能汽车实验车型、研究单位及

其核心技术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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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外主要智能车型及核心技术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ｉｎｓｍａｒｔ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实验车型 研发单位 核心技术

Ｎａｖｌａｂ系列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计算机视觉系统

ＸＬＡＢ智能车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 ３Ｄ环境建模、影像地图技术

ＡＲＧＯ实验车 意大利帕尔玛大学 低成本传感器系统

ＶＡＭＰ实验车 德国奔驰公司 环境识别系统

ＣＩＴＡＶＩ系统 国防科技大学 视觉导航，最高时速７５．６ｋｍ／ｈ

ＪＵＴＩＶ智能车 吉林大学 路径识别与规划

ＡＬＶＬＡＢ智能车 浙江大学 避障、越野及岔路选择等

ＴＨＭＲＶ智能车 清华大学 结构化道路的车道线自动跟踪以及道路避障

夸父一号智能车 西安交通大学 采用增强Ｇａｂｏｒ检测的方法检测车辆

ＣｙｂｅｒＴｉｇｇｏ 上海交通大学 嵌入式视觉感知，基于环视的自动泊车系统

２．４　Ｔｅｓｌａ辅助驾驶汽车

Ｔｅｓｌａ公司目前最为先进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是
Ａｕｔｏｐｉｌｏｔ２．０自动驾驶系统，为进一步减轻驾驶员行驶过
程中的精神负担，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 ＮＶＩＤＩＡＤｒｉｖｅ
ＰＸ２处理芯片，计算处理速度提升了４０倍，如图３所示。
ＤＲＩＶＥＰＸ２配备了高速的新型处理器，可呈现自动巡航
和３Ｄ地图，并且可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处理传感器数据融
合信息。

图３　 ＤＲＩＶＥＰＸ２系统
Ｆｉｇ．３　ＤＲＩＶＥＰＸ２

特斯拉整套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共包含有９个摄像
头，其中前置３个不同视角摄像头（广角、长焦、中等）、４
个后置摄像头（广角、长焦、中等，倒车图像）以及２个侧
边摄像头（侧边车距测量等）、１２个超声波传感器（较上
版本测量距离范围增加一倍）、一个前置雷达（增强版）

和高速处理芯片ＮＶＩＤＩＡＰＸ２。
Ａｕｔｏｐｉｌｏｔ系统是特斯拉智能驾驶的主要手段，其可

以实时拍摄到的动态图像为判断车辆行驶工况得依据，

而雷达则作为辅助设备进行环境信息补充和纠正。所

以，Ｔｅｓｌａ可利用雷达和摄像头获得的传感数据并结合数
据融合技术，可建立车辆周围接近于现实工况的３Ｄ地
图，实现更加精准的物体识别和信号处理。

但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雨雪天等），计算机视

觉可能无法发挥应用功能，精度大大降低。而且，特斯拉

系统中设定的障碍物仅限于摩托车、卡车和轿车。按照

ＮＨＴＳＡ自动驾驶分类，目前特斯拉智能车属于第三级
别，可在有限情况下可实现自动驾驶。

根据目前智能电动汽车的主要功能，可以分为两部

分：１）智能驾驶，主要是为了车辆行驶过程安全和高效，
实现车辆的安全行驶且最优的行驶路径的选择以及降低

能源消耗；２）人车路间互联，在充分保证车辆行驶工况
安全高效的前提下，高效发挥车辆“第三空间”的功能，

提高车内人员更加愉悦的体验。因此，发展智能电动汽

车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交通事故，扩大人类时空距离以及

提高社会单位时间产值。

根据智能电动汽车的用途可分为两类：１）军用，该类
智能电动汽车需要适应更加苛刻的特殊环境，需要应对

非结构化的泥坑等道路、需要有高速且高效的数据处理

系统和夜视环境下目标的识别等；２）民用，民用的主要目
标是实现车辆的安全行驶，减少驾驶员的驾驶强度，且较

多行驶在结构化道路，所以实现的难度低于军用。因此，

一套完整的智能驾驶系统需具备智能的中央控制系统、

高清晰度的摄像头、车路环境信息交互，具备精确的导航

系统、环境识别等功能。

３　智能电动汽车“车路”感知

智能电动汽车是以智能感知、决策及控制等关键问

题为核心，集环境感知、信息安全、自主决策、动力学控制

等前沿核心技术与一体，最终实现感知、认知、决策和执

行的闭环控制。智能电动汽车通过传感器系统（摄像头、

雷达等）实现环境感知，利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实现

障碍物认知、环境认知和车辆认知等并实现三维环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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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最终实现车辆的精确定位和障碍物与车牌等物体识

别，实现路径规划和底层控制（速度控制、纵向稳定控制

和横向稳定控制等），利用先进控制算法将执行信号反馈

到到电机端或者其他执行机构，最终实现智能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框图如图４所示。为保证车辆环境信息
交互过程中数据的安全性，在智能电动汽车运行过程中

需充分考虑车网信息交互过程中的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５６］。

图４　智能电动汽车系统
Ｆｉｇ．４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ｍａｒ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

３．１　车道线偏离报警
　　车道偏离预警功能（ｌａｎ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ＬＤＷＳ）
是在没有开转向灯的情况下，通过方向盘震动或者报警

的方式警告驾驶员的系统。目前车辆偏离预警系统根据

车辆行驶方向可分为纵向偏离预警和横向偏离预警。纵

向偏离警告系统主要用于预防车速过快或驾驶员操作过

程中方向盘晃动等工况；而横向偏离警告系统则主要用

于预防驾驶员过度疲劳等工况。车道偏离报警系统采用

的报警模型如表２所示。
表２　车道偏离报警系统采用的报警模型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ｌａｒｍｍｏｄｅｓｌｉｎＬａｎ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ＤＷｓ）

类型 理论依据

车辆当前位置 仅靠前车轮和车道边界线的相对位置判断［７］

车辆将来偏移量 根据车辆的运行轨迹估算车辆可能偏离的时间［８］

车辆横越车道线边界时间 该模型考虑驾驶员个人习惯，以虚拟车道为参考，主要依靠两个参数：预期时间和虚拟车道边界［９］

道路场景感知 根据相机对图像场景的感知，并发出报警信息［１０］

稳态预瞄模型 利用车辆纵向加速度的稳态值预测车辆行驶轨迹［１１］

左右车道线夹角偏离方法 该方法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评价方法，根据图像中左右两条线的夹角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１２］

　　车道线图像信息的识别与跟踪是实现ＬＤＷＳ的前提
和基础，即通过计算机图像和视觉技术的处理提取车道

线的曲率和车道宽。车道线识别和跟踪方法可以分为两

类：１）基于道路图像显著特征的辨识，该方法主要是通过
检测结构化道路图像尤其是边缘线的典型化特征（如灰

度梯度特征等）识别道路边界或车道标识线；２）基于道
路图像模型的辨识。主要是依据不同的计算机视觉图像

模型，利用丰富的模式识别技术实现车道线识别的目的。

目前市场上最为常见的 ＬＤＷＳ系统，较多采用前置
摄像头方式采集道路信息，车道偏离预警系统需要从数

字化影像中辨识典型化结构道路的实线与虚线。雨雪天

气易影响驾驶者视野，同时也影响着计算机视觉的精确

度。计算机视觉技术往往通过采集基本的道路数据完成

数据挖掘和图像信息处理，但雨雪天气严重影响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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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信度，造成车道线识别可信度的下降。为有效应对

该难题，部分车型在前方保险杠两侧安装红外线传感器，

通过红外信号分析周围路面环境信息。

道路环境感知是实现车辆智能化运动轨迹的前提，

准确识别车辆和周围环境的图像等数据信息是保证行驶

安全的基础。而且，现有的车道偏离告警，前车距离告警

以及障碍物避障等均是建立在准确且清晰的环境感知之

上。因此，结构化和非结构化道路的图像识别和分割对

智能驾驶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３．１．１　结构化道路
城市化道路基本属于典型化的结构化道路，也是人

类工作生活中应用较广的区域。该类道路检测关键的核

心技术是车道线的检测与定位，可保证智能车辆安全行

驶和准确到达目的地。因此，典型的结构化车道路的图

线识别可最终转化为图像分割。

ＢｅｒｔｏｚｚｉＡ等人［１３］为了充分利用典型化结构化道路

的几何特征，采用逆投影映射实现车道线图像的识别与

定位，但存在计算量大和处理不及时的弊端；ＧｏｌｄｂｅｃｋＪ
等人［１４］提出了一种前方关键区域的车道线图像提取方

法，该方法降低了高速处理器的工作量且提高了检测过

程中的实时性，提高了图像信息挖掘的精度；ＰｏｍｅｒｌｅａｕＤ
等人［１５］考虑到公路特定的模型，建立了用回旋曲线作为车

道线模型的方法，该方法有利于在宽度固定的结构化道路

环境下实现。随着现代信息交互技术不断发展，深度学习

方法也逐渐应用在结构化道路的车道线提取方法中［１６］。

３．１．２　非结构化道路
泥沙、泥泞道路或者标示线不明显的道路均属于非

结构化道路。非结构化道路的特点是：道路表面变化不

规则；道路宽度不规定；非定期出现静态或动态障碍。因

此，有必要开展面向非结构化道路环境的车辆驾驶的关

键技术的研究。

非结构化道路的计算机图像视觉识别问题归根结底

是图像的分割问题。在众多的图像分割方法中，阈值方

法因其计算量小且无需人工干预的优点将凸显出来。目

前，典型在非结构化道路图像分割应用较广的的阈值方

法有最大类方差法（Ｏｔｓｕ法）［１７］、最小误差法［１８］、灰度直

方图法［１９］、最大熵法［２０］。典型非结构化道路检测方法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典型非结构化道路检测方法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ｒｏａ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类型 方法 优点 缺点

道路特征方法［２１］ 利用灰度、纹理等特征匹配识别特定区域 对于道路的形状不敏感 路面情况比较敏感

道路模型的检测方法［２２］ 利用图像分析和道路的参数模型 路面情况不敏感 对于道路的形状敏感。

神经网络方法［２３］ 利用神经网络方法对道路进行检测 具有自学习功能 依赖对样本集的学习

　　

３．２　电动汽车先进动力学感知

与传统车辆相比，电动车辆的电驱动系统为车辆的

安全节能控制带来诸多优势，包括可实现精确快速的转

矩测量与控制、具有双向能量变换能力、易于实现灵活的

分散驱动结构等。因此，充分挖掘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

特有的的优点，发挥电驱动系统快速感知、快速控制、能

量回馈的优势，提升电动车辆的安全性与节能性，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

电动汽车的电气参数随负载变化（如轮胎路面接触
变化引起的摩擦阻力变化）可表现出不同的动态特性，利

用电气参数的变化特征可实现动力学状态参数的感知。

此外，电动车辆采用电驱动系统，电机激励的电磁转矩输

出具有响应快、控制精确、动态特性好等突出特点，这使

得以往动力学控制中的激励响应慢的问题不再是个突出

的瓶颈，将有效改变单纯依赖踏板实现制动的方式。不

同路面下驾驶员安全踏板操作范围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不同路面下驾驶员安全踏板操作范围
Ｆｉｇ．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ｄａ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ａｄ

　　附着系数与滑移率的获取对现有牵引力控制系统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ＣＳ）、制动防抱死系统（ａｎｔｉｌｏｃｋ
ｂｒａｋ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ＢＳ）系统至关重要。ＴＣＳ、ＡＢＳ系统一般依
据当前轮胎路面接触的附着系数、滑移率信号，进行附
着状态的判定，进而根据控制律施加合适的控制作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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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动调节驱动力来保持附着稳定状态。然而，大部分

的附着参数估计研究还是基于传统发动机车辆系统，主要

思路是使用专用传感器或通过其他参数间接计算或估计。

车辆的ＴＣＳ／ＡＢＳ控制本质上是对轮胎路面接触的
附着进行控制，本文将ＴＣＳ／ＡＢＳ统一归入附着控制。当
车辆紧急制动或在低附着路面加速时，总是希望能充分

利用当前轮胎路面接触的最大附着特性，以保证安全的
同时提供足够的牵引或制动性能。但由于轮胎路面接
触特性的多样化、不确定性，不同轮胎路面接触条件下
的最优附着参数（如最大附着系数、最优滑移率）也不相

同，难以在线获取。实际应用中一般考虑最差路面条件

（如冰雪路面），保证附着稳定性。

近年来，如何充分利用电动汽车快速精确转矩控制

的优点，研究更适合电动车辆实际应用的新型附着控制

方法成为动力学控制研究的热点。其中，中科院深圳先

进院徐国卿教授研究团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和突出成

果［２４２５］。该团队针对最优滑移率难以获取而难以实现未

知路面条件下的附着稳定性判定问题，提出了基于力传

递特性的轮胎路面接触附着稳定性的新型判定理论和
方法；针对未知轮胎路面接触条件下难以实现最优附着
控制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力传递特性的最优工作点在线

辨识方法，并提出了驱动防滑控制策略。路面发生变化

时等效的负载电流变化如图６所示。

图６　路面发生变化时等效的负载电流变化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ｔｈｅｒｏａ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３．３　智能充电桩

电动汽车已经在我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电动

汽车较弱的续航能力、充电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大大限制了

电动汽车的全面推广应用［２６２７］。目前我国的电动汽车的

动力来源一般是锂离子电池。在电动汽车工作期间，电池

组始终处于频繁的充放电过程。为保证电动汽车的正常

行进速度和运转性能，电动汽车需要进行充电设施。目前

电动汽车的充电方式包括常规充电、电池组快速更换和快

速充电３种类型。其中，电池组需要面对重量大、体积重以
及各个厂家信号不兼容的问题，因此快速更换并不可取。

而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的应用很好的解决了电动汽

车充电难的问题。智能充电桩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电

池，通过与电池管理系统的通信得到合适的充电信号和

充电电流倍率，进而选择恰当的充电策略［２８３０］。２０１２
年，通用电气公司推出的首款智能充电桩“Ｗａｔ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对电动汽车充电的管理，并且

可自动选择合适的充电电价。而且，当出现电网波峰时，

当地电网公司会允许用户通过 ＷａｔｔＳｔａｔｉｏｎ把电动汽车
的电量反馈给电网，从而缓解供电压力［３１］。图７所示为
ＷａｔｔＳｔａｔｉｏｎ充电桩。

图７　ＷａｔｔＳｔａｔｉｏｎ充电桩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ｐｉｌｅａｔＷａｔ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４　电池管理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ＭＳ）是
实现电池组管理与控制的核心部件，是电动汽车和电化

学电池的桥梁，直接关系到电池的使用寿命和电动汽车

的运行性能［３２］。电池系统不仅需要通过合适的串联和

并联的拓扑方式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电池组整体，而且

为有效克服电压不一致性也需要配备必要的均衡系统，

以及电池组电压、电流和荷电状态等监控装备等。

电池荷电状态的估算是连接电池本身和电动汽车能

量管理系统和安全系统的纽带，是实现电池管理和控制

的核心参数。准确的电池荷电状态估计在 ＢＭＳ中起着
关键作用：１）安全性能方面：电池管理系统根据动力电池
的ＳＯＣ估值来判别电池是否处于过充和过放状态，保证
电系统的安全性；２）行驶里程方面：ＢＭＳ可以根据电池
之间的荷电状态差异，对电池单体进行针对性的充放电

均衡，充分保证电池组之间的一致性和延长电池使用时

间；３）整车控制方面：电池管理系统通过总线与电机控制
器、整车控制器等报送当前的电池ＳＯＣ，方便整车控制器
选择合适的控制策略，保证车辆的行驶安全和经济性。

电池的 ＳＯＣ估计是跟据电池的外特性和内部变量之间
的关系，即电池电量与电池的电压、温度、电流、内阻等关

系，来估算电池当前的剩余电量。电动汽车行驶的复杂

工况和受电池本身极化效应、自放电、电池老化等影响，

动力电池的ＳＯＣ估计算法在实际使用中精度不是很高，
需要大量基础测试、实验数据的积累和深入研究［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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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智能车辆信息感知关键技术

４．１　传感技术

只有准确且实时掌握车辆自身的状态参数和车辆周

围环境之间的信息，才能最终达到无人驾驶的应用目标。

可信的图像或视频传感数据是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安全运

转的基础，但原始数据的采集只能依赖于传感器。合适

的传感器的选取以及传感器采集数据的实时性与稳定

性，决定了后续决策算法和控制模型的可信度。目前为

实现车辆智能化，应用较广的的传感器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

１）雷达系统
雷达是一种即使在阴雨等恶劣天气影响下也可实时

直接测量距离、速度、方位等信息的传感器。毫米波雷达

是感知周围环境的有效手段，普遍用于检测车道边缘、感

知车辆行人和障碍物以及获取车速数据等。毫米波雷达

和计算机视觉的有效搭配，克服了机器视觉受环境影响

较大的缺陷，为智能车辆的信息感知和控制决策系统提

供了准确的道路环境动态信息［３４］。目前，毫米波雷达系

统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小，智能车辆更倾向于采用７６～
７７Ｈｚ的毫米波。但是，毫米波也存在目标识别能力不足
方面的问题，无法准确区分转弯还是变道［３５］。

激光雷达相比传统雷达技术，其具备高测量精度、精

细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以及大的探测距离，从而成为一

种重要的主动遥感工具。激光雷达通过发射多束激光射

线探测目标物的典型特性信息（空间位置和相对速度

等），并通过配备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实现信号信息的互

通，并建立三维点云图，实现车辆本身和周围信息感知。

由激光雷达组成的三维环境感知系统在智能电动无人驾

驶车辆系统具有“眼睛”的功能，根据其三维建模的数据

量与范围，可分为３类：（１）单线局部激光雷达，只有一个
激光发射束，可针对一定范围

!

障碍物获取线状扫描点，

典型系统ＳＩＣＫ激光雷达［３６３７］；（２）多线局部激光雷达，
相比于单线局部激光雷达，其扫面点密度更高，可以反映

更丰富的目标物信息，但因扫描范围有限，需要安装多部

多线局部雷达实现车辆周围３６０°扫描，典型系统如ＩＢＥＯ
激光雷达［３８］；（３）多线全视场巧光雷达，该类型可实现全
方位的实时路况信息扫描，具有数据量丰富的优点，但对

处理器速度有较高要求［３９］。典型系统如 Ｖｅｌｏｄｙｎｅ公司
的１６线激光雷达（ＶＬＰ１６）、３２线激光雷达（ＨＤＬ３２）
ＦＦＷ及６４线激光雷达（ＨＤＬ６４）。
２）机器视觉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机器视觉技术可实现

智能车辆结构化／非结构化道路和周围环境信息的深度
处理。目前，智能化车辆多采用三维多角度立体视觉技

术，通过安装多部 ＣＣＤ等成像元件的摄像机，获取同一
景物的不同角度，进而实现环境的感知和障碍的检测。

德国 ＵＢＭ 大学 Ｄｉｃｋｍａｎｎｓ教授研究的 ＥＭＳＶｉ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ｓａｃｃａｄ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就是
利用多视角模拟人眼进行环境感知的［４０］。但在实际应

用中如遇到大雾、黑夜、雨天等恶劣天气，需结合毫米波

雷达等装置，突破其单一作用下的环境适应能力差的特

点。

３）高精度的数字地图和ＧＰＳ技术
目前，一个ＧＰＳ的单点定位精度为１０ｍ［４１］，载波相

位差分技术可显著提高 ＧＰＳ定位精度，通过蜂窝式基站
和流动站提供厘米级精度的三维定位［４２４３］。高精度的数

字地图可以实现预设且全面的道路信息获取，预先感知

必须的基本道路信息，如曲率、车道线等。而且，高精度

的数字地图有助于实现道路的预知，减少雨雪等恶劣自

然条件下的交通事故；也有助于车辆自身的精准定位，便

于变道和全路径规划；有助于降低系统成本。高精度全

球定位系统可结合车辆本身建立的３Ｄ环境地图，确定行
驶过程中的状态信息。

４．２　数据算法

１）数据融合算法
数据融合技术是实现智能车辆核心数据处理的一种

方法，是车辆行驶过程中动态规划与控制决策的基础。

单一的机器视觉、ＧＰＳ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是不全面的，
还需要对比多个数据并自动排除明显错误的数据信息。

多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错综复杂，按其抽象程度可分为数

据层融合、特征层融合和决策层融合。所谓数据层融合

就是将各传感器所采集的不同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再提

取特征，最终进行融合判断；而特征层融合则是分别提取

各数据特征，进行特征融合，从而融合判断；决策层融合

是分别提取每个数据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将最终判断

决策融合结果［４４４７］。

基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分割通常借助于立体视觉

技术，利用多个图像采集传感器不同角度采集车辆的场

景信息，从中获得关键区域各目标物体间的距离信息和

立体信息。ＯｈＪ．Ｈ．等人［４８］采用红外和光学摄像头相结

合方式，采用基于多模态体视分析的方法实现了后视镜

关键区域位置目标信息的提取；ＹｏｏＨ等人［４９］利用多维

视差描述技术检测出关键区域场景中的路面信息，再提

取出具有垂直边缘特性的目标区域；ＺｈａｏＬ等人［５０］通过

两个已标定的红外摄像头和激光雷达采集车辆前方的场

景信息，通过分析计算图像的深度信息对所得的深度图

像进行分割。

２）视觉算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是促进并提升车辆智能化水平的关

键技术。图像获取信息量大，需要具备高实时性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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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检测与识别，进而得到视频图像中有效的环境信息。

此外，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如阴天、雨天、下雪等天气以

及各种不良道路环境的影响下，需要协同其他感知传感

器获取数据并将有用的数据信息提供给中央控制平

台［５１］。视觉算法可以实现智能电动汽车周围物体的深

度信息、定位导航以及避障等。

为了充分提高结构化道路边缘线的检测算法精度，

徐友春等人［５２］采用像素级特征和帧图像特征相结合的

识别算法，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ＧｅｒｎＡ等
人［５３］基于传统几何学和时间序列，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结

构化道路边缘识别算法，有效提高了雨雪等自然条件下

车道线辨识的准确度，增强了偏转角稳定性和曲率参数

估算精度；ＯｔｓｕｋａＹ等人［５４］依据车道线具有向扩张中心

（ｆｏｃｕｓｏ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ＦＯＥ）聚焦的特征的车道线识别
方法。

清华大学郭磊等人［５５］基于数据融合的思想，提出了

一种有效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和雷达数据信息技术数据

融合的车道线识别方法。首先，采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的方法实现车辆在图像中的关键区域识别，随后通过比

对方式判断车道线具体位置。深度学习是一种模拟人类

大脑运行机制，利用多隐层的多层感知结构和数据之间

的关联性实现数据模式的学习算法。瑞士学者

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等人为实现智能车行驶路径的优化和道路
环境的感知，采用一种快速且参数化的ＧＰＵ实现深度神
经网络算法（ｄｅｅ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ＮＮ）实现了道路交通
标识的识别，该算法并不需要特征提取，而是以监督方式

的方式自我学习。而且，将不同预处理方法得到的深度

神经网络数据组合成多列 ＤＮＮ，进一步提高了交通标志
识别率，结果超过人类识别率达到了９９．４６％［５６］。自从

２００６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Ｈｉｎｔｏｎ首次提出
深度学习的概念，深度学习已经在视觉算法领域（图像识

别、人脸识别等）取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深度学习算法

的发展，未来将使智能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更

快的落地，主要涉及车辆状态识别、身份识别和对比、车

辆行为分析和驾驶控制等。

３）控制算法
智能驾驶的数学模型是一个严重的非线性控制系

统，高精度的纵向和横向控制决策算法是自主无人驾驶

的关键核心技术，良好的控制决策算法可保证车辆自主

导航，并逐步完成智能自主驾驶的目标任务。智能自主

驾驶车辆可实现车辆按规定路线和速度行驶，跟随前方

车辆和节能行驶等功能［５７６０］。

智能控制算法是保证车辆智能行驶和降低驾驶员精

神负担的保证。但目前控制算法仍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颠簸道路或雨雪天气容易出现趋于非稳定工况；动

力学控制参数和电池参数互动交互能力不足；轮胎附着

力与车辆制动控制能力不足等［６１］。

良好的控制算法需要不断提高算法的鲁棒性、清晰

性和自适应。首先，需要研究如何保证车辆动力学行驶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次，实现精确的车辆本身定位和车

辆运行轨迹的收敛性和跟踪；最后，根据采集到的多传感

器数据实现车辆跟踪和变道的安全性，实现车辆系统的

最优化控制［６２６４］。

为了实现车辆预定的期望轨迹行驶，郭孔辉［６５］提出

了“预瞄跟随”的车辆轨迹跟踪控制模型；王荣等人［６６］

基于视觉引导和二自由度动力学模型为基本模型，结合

计算机视觉技术，研究了各种智能控制算法下车道线跟

踪的控制精度；为增强智能汽车在高速公路和结构化道

路上超车的动态特性，游峰［６７］以轨迹跟踪误差的收敛性

为目标，设计了超车轨迹跟踪算法；针对独立驱动的电动

车辆控制，ＫａｎｇＪ．Ｙ．等人［６８］采用了监督控制的驱动控

制算法提升了车辆机动性、横向稳定性；根据车辆纵向模

型不确定的特征和鲁棒控制理论，ＬｕｏＹ．Ｇ．等人［６９］采用

多模型分层切换的方法，并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进

行了理论分析和仿真。

４．３　通信技术

智能电动汽车的信息感知技术是新型无线通信技术

和现代汽车工业技术相互促进的产物，是建设现代智能

交通系统和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的关键技术。汽车网络信

息交互过程中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性是制约网络发展的关

键因素，直接影响到车辆网络系统的安全性，造成隐私泄

露或者其他重大损失。实时可靠的信息传输是车联网面

向交通道路安全应用的基础。车联网是以车辆、道路和

其他基础设施为主的信息物理系统。车联网网络中涵盖

了丰富的车辆、交通和驾驶员的私密信息，而且节点常以

集群方式和快速移动变化形式存在，因此车联网信息的

加密和身份验证需要调整。

智能辅助驾驶和超车、变道提醒可有效提高驾驶者

预警（在目前还未完全普及完全自主驾驶情况下），车车
与车路之间的通信依赖于８０２．１１ｐ无线通信技术，提供
了车路短距离通信协议。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智能交互技术的发展，数据信

息安全已经从单机系统逐渐转变到信息网络架构，赋予

了信息通信安全新的研究热点和产业难点。在以智能驾

驶车辆、典型化城市结构道路以及周围交通基础设施为

架构的信息物理系统中，存在基础节点数量众多且常以

集群方式存在的弊端，易于造成网络拥塞，因此需要研究

开发多通道的新型移动通信系统。而且，信息数据交互

过程中，频繁的智能驾驶车辆节点与周围环境信息感知

节点之频繁信息交互，数据信息的加密和身份验证是急

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感知节点一旦被潜入，智能驾驶

车辆或车主的信息将存在被盗取的风险。因此，智能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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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与信息节点数据通信中的密钥管理以及数据加密是急

需关注的话题［７０７１］。

５　结论与展望

智能电动汽车是一辆移动的智能机器人，其研究过

程中涉及车车、车环境道路之间的复杂、时变和非线性
系统。它的研究技术跨度大，涉及认知学、人工智能、通

信技术、传感技术等众多理论和方法，同时也是验证各种

高精尖技术的最佳平台。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毫米波

雷达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新型控制算法的出现，未来将

有效解决智能化电动无人驾驶汽车实时性、准确率和经

济性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和普及无人驾驶。

智能电动无人驾驶汽车的应用将大幅度减少减少酒

驾和疲劳驾驶等人为引起的交通事故；提高道路和车辆

利用率，实现车辆的家庭级统筹安排；改变目前人车交
互方式，真正使车辆成为人类的“第三空间”。

智能电动驾驶车辆在复杂不确定环境中的机器学习

能力、优化决策能力和控制策略体现了车辆的智能化水

平，但其多耦合关系下的求解以及人车路之间的环境
信息理解和多源数据信息融合处理都是现在所面临的主

要理论和技术挑战。大数据技术驱动下的智能感知将彻

底改变传统机器视觉技术在底层特征上的模式识别，为

车辆的环境感知和节能化带来突破。

目前智能电动无人驾驶汽车在城市复杂行驶工况和

特殊环境下的无人驾驶，均需要调动社会资源实现车载

终端、通讯协议、测试评价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完善的技术

标准规范，建立相应的道路试验场进行实用性测试；同

时，智能电动汽车若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庭，也需要解决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性、安全性、可靠性以及法律和道

德问题等关键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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