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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仿真技术是当今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通过对目前虚拟增强现实相关技术的详细介绍，阐述了

目前虚拟增强现实相关技术在电动汽车驾驶辅助自动驾驶系统领域的主要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优缺点

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前景。虚拟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科技创新和未来科技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通过VR交互，我们可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习理论知识，摆脱传统的学习模式，提升操作过程

中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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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Through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current virtual augmented reality related technologies, the main ap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virtual augmented reality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electric vehicle driving 
assistance automatic driving system,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
ogy 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re described. The rapid devel-
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hrough VR interaction, we can learn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mode, and improve the expe-
rience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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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虚拟增强现实相关技术将逐渐出现在各个领域。通过虚拟

仿真技术，将传统教育与现代工业相结合，制作出贴近实际工业水平的教学课件，摆脱教材的滞后性和

实用性，缩短培训周期，减少培训带来的费用，节约各大公司和高校培训部门培训带来的耗材消耗，不

仅培训效果更好，而且从多方面节约了培训费用。 

2. 应用技术介绍 

虚拟仿真技术(Virtual Reality)是指结合虚拟空间图像定位处理技术、触觉/注意力反馈、立体图像显

示处理技术、网络数据传输等多种技术，利用交互式三维虚拟动态视觉场景和虚拟实体视觉行为的结合

系统自动仿真，通过虚拟计算机技术生成自动仿真虚拟环境，使所有虚拟用户的全部视觉都被 VR 虚拟

环境所直接覆盖，而且，用户在真实虚拟空间环境中的移动位移和物体旋转也不仅会直接驱动整个虚拟

环境场景发生变化，使所有用户仿佛置身于虚拟环境中，获得“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VR 技术最早的数字发源地是美国，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了。然而目前美国主要做的研究领域集

中在的方向主要是在改善用户操作体验、后台、硬件和感知四个方面。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宇航局就在

广州空间试验中心基地完成了基于空间站飞行操纵的系统实时化和虚拟环境仿真。目前，NASA 公司建

立了集大型空间站、航空、卫星设施维护于自身一体的的 VR 技术训练教育系统，并且公司提供了可在

全国各地使用的全套 VR 训练教育培训系统；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公司公司利用动态虚拟增强现实软件技

术在真实的流体环境上自动叠加了虚拟环境，让流体工件的加工过程可以得到有效的自动简化[1]。 
我国对于虚拟 VR 场景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还是可能存在很大的落差一段距离的，然

而随着国外计算机系统工程、计算机图形学等相关技术的日渐成熟，我国对于的虚拟现实场景技术也越来

越重视，目前正在积极投入进行虚拟环境的研究建立、虚拟现实场景三维模型分布式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建

设学校等。国内许多知名高校和科学研究技术机构也在积极的组织进行各种 VR 虚拟技术的应用研究以及

推广应用，并已经取得了许多相应的研究成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校是目前我国最早开始进行各种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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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技术应用研究的高校之一，目前已经成功建立了一种分布式虚拟环境，可以同时提供用于虚拟数字现

实技术演示虚拟环境、用于虚拟飞行员技术训练的动态虚拟数字现实系统、实施三维化的动态虚拟数据库

以及用于虚拟数字现实系统应用管理系统的软件开发测试平台等，针对虚拟环境中的生物体系统物理学的

特性问题进行了显着重点的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先后提出了许多相关的设计算法和系统实现设计方法[1]。 
虚拟现实与教育的相结合，改变了目前抽象的教学模式。VR 技术不仅仅是可以为广大学生老师提供

生动逼真的虚拟学习体验环境，还提供可以在广泛的相关学科研究领域中所提供的各种虚拟现实体验，

从而有效加快了学习人员深入学习 VR 的过程。 
VR 技术作为信息科学领域的一项新兴技术，以其深刻的技术内涵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引起了各学科

学者的高度关注，新的应用案例和成果不断涌现，而且各种应用的溢出效应也非常明显。VR 技术的发展

要求应用的不断丰富，市场培育的重点是给用户带来更加便捷舒适的体验和越来越丰富的 VR 内容。 

3. “ASDS”为什么如此重要 

据数据统计，在 2015 年，全国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死亡情况共 10,597,358 起，死亡及轻重伤事故

人数 68,432 人。中国拥有的汽车量占全世界汽车量的 1.9%，但是引发的所有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却大约等

于占了全球的 15%。 
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经常发生，很多都因为无法详细资料记载。因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导致死

亡受伤人数占总事故死亡受伤人数的平均百分比大约为 1.5%，但国外特别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因交通事

故死亡致死率却大大程度低于发达我国。究其原因为： 
—是我国的道路交通状况比其他发达国家复杂，突发的重大交通事故情况也比较多。 
二是我国目前的交通法律法规还需继续完善。 
三是我们广大驾驶人的各种不良驾驶习惯造成的。 
按道路发生交通事故违章原因比例分析，驾驶员事故违章原因占 70%~80%，机动车交通机械故障违

章原因比例小于 5%，道路及其他相关交通设施违章占 1%，行人横道违章原因占 15%。绝大多数的交通

安全事故中，和汽车驾驶人的不良安全驾驶行为习惯养成有非常大的直接关系。 
目前，无人驾驶还仍然属于处在一个发展初级阶段，ASDS 无人汽车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无人驾驶汽车

辅助综合控制安全系统，对于逐步扩大提升我国无车有人驾驶行车安全的系统性能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提高安全性： 
主动和被动式安全控制系统设计有助于有效降低车辆驾驶风险，并最终可以实现发生事故零概率的

安全目标。 
2) 及时校正汽车驾驶员不良安全驾驶行为习惯： 
建议各位驾驶员们在提前改道变更车道时不要因无故提前进行变更车道导致开启紧急刹车转向灯造

成的交通事故的不良习惯，变更车道时尽量减少因无故提前变更车道让后方其他驾驶车辆容易产生交通

误判而直接导致车辆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3) 注意事项保持安全行驶距离与自行车保持行驶安全距离： 
驾车时我们其实应该尽量能够通过外界以及天气环境的细微变化改变来及时调整安全警示提醒的距

离，比如随着天气上的细微变化，上下坡，弯道以及我们视野不好的各个交叉路口，路边的车辆行人及

时停车等，任何时候一旦我们突然觉得自己汽车行驶有潜在危险，这个安全警示提醒的及时出现都是意

义重大，谁也不能完全能够保证一个驾车者在行驶这个过程中的精神能够得到高度集中[2]。 
4) 记录行车过程： 
提供车辆声音和视频图像数据同步分析记录，为交通事故调查取证处理提供重要参考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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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VR”遇到“ASDS” 

高级汽车驾驶员的辅助控制系统通常简称之为 ASDS。高级自动驾驶安全辅助控制系统安全是一种

主动的安全控制技术，安装在电动车辆上的各种安全传感器主动实时收集来自车辆内外的各种安全环境

监测数据，并对其进行了动静态和实时动态安全目标信息识别、分析、检测和自动跟踪等多种技术综合

处理，使汽车驾驶员随时能够在最快的行驶时间内准确发现车辆可能将会遇到的危险，从而保证驾驶员

能够引起高度注意，提高车辆安全性。 
ASDS 系统主要有： 
APA：自动泊车系统；ACC：自动巡航系统；AEB：自动紧急刹车；LDW：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LKA：车道保持系统；FCW：前方碰撞预警；PCW ：行人碰撞预警；TSR：交通标志识别； 
HBA：远光灯辅助系统等等[3]。 
在接触 ASDS 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一些学生对专业术语理解不清楚，导致在接触新技术

的整个过程中理解非常模糊和不完整；ASDS 系统的功能不仅众多，而且复杂、难以掌握；ASDS 的人机交

互缺陷也大大增加了操作难度。传统的教学和培训方法可以利用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培

训。虽然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技术操作的学习效果良好，但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上会有明显的不足。与以往传统

的教学和训练方式相比，虚拟现实训练课程让学生通过使用虚拟现实眼镜和虚拟现实集成技术，用自己的双

手控制虚拟现实环境和操作各种物体，从而掌握各种知识或技能，在培训中获得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 
在实现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虚拟仿真课程中，主要用到的包括以下关键技术[4]： 

4.1. 视景仿真技术 

视景环境仿真主要是指立足于新的 VR 模拟技术，是通过各种模拟技术手段用来构造逼真的交互式

视景环境，使手机用户与特定环境之间可以实时有效地进行展开交互，完成特定环境意义下的各种功能

组合实现。 
为了充分实现满足目前系统对真实图像模拟真实性、实时性和模拟视觉体验交互性的各种更高技术

要求，增强了对全景汽车驾驶的真实视觉体验沉浸感和交互感，视景汽车驾驶模拟仿真图像模拟系统的

整体性能对于好坏肯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三维地景的生成和运动实体的建

模；另一部分是实时驱动三维视景。 
我们在车辆驾驶虚拟仿真中会看到道路的斑马线、红绿灯来往的车辆、行人道路两边的树木、建筑、

雕塑、广告牌等。因此，模拟系统的实现是要在确保现有硬件所能支持的条件下，根据模拟系统所需要

关心的细节，在规划整个三维场景时体现出来。如图 1、图 2 所示[5]。 
 

 
Figure 1. Environment simulation 
图 1. 环境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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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riving environment simulation 
图 2. 驾驶过程中环境模拟 
 

视景三维建模：汽车视景三维建模主要可以分为几何数学建模、物理数学建模和汽车运动物理建模，

汽车自动驾驶室的虚拟环境仿真的应用计算机可在视景建模系统中用户需要实时地自动获取与汽车地理

位置相关或对应的汽车驾驶室环境外景，包括汽车道路、建筑、交通状态等等，这些动画运动层次复杂、

三维立体感强。在计算机屏幕上最终得到的图像，取决于图形模型在三维空间中的定位、取向和所取的

观察点，无论多么复杂的图形和动画都是通过变换来实现的。变换处理操作系统包括各种图形模型化图

像变换处理操作、投影变换处理操作和各种类型视图图像变换处理操作[5]。 

4.2. 虚实定位融合技术 

该项目涉及真正的方向盘、制动器和其他汽车零件。真实零件与 Unity 引擎中的虚拟方向盘相结合。

利用三维空间的矩阵变换计算真实物体和虚拟物体的位置，两者重合。这种三维向量空间中的变换主要

包括向量评价函数变换、比例变换、旋转变换等基础数学知识。三维线性变换矩阵的主要功能可以分为

三维线性变换、三维评价变换、透视变换和整体尺度因子。 

4.3. 交互式动画技术 

交互刹车动画播放是泛指在刹车动画开始播放时实时显示支持刹车事件自动响应和交互动画功能的

一种通用动画播放技术，例如当我们使用脚踩刹车时，可以自动触发某一连串的交互动画进行播放。而

我们的交互动画是基于 Unity 中，使用特效制作出逼真效果。见下图 3。 
 

 
Figure 3.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图 3. 人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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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R 应用于虚拟课程培训中的优点和不足 

VR 应用于虚拟课程培训的优势在于节省时间。与传统训练相比：基于虚拟现实的训练时间远低于传

统训练，并且虚拟设备可无限使用，节省成本，可反复学习；通过虚拟环境能够完成那些在危险环境下

的练习；学习者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充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资源。 
VR 应用于虚拟课程培训的缺点是，如果你不足够熟悉 VR，可能会存在沟通障碍，导致整个培训的

体验减少。而现在 VR 主要是在游戏娱乐中推广，这会使参加培训的人员认为这只是一个游戏，怀疑培

训过程质量，减少模拟。然而，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普及，这些问题仍然很容易解决。 

6. VR 技术在教学培训方向的未来展望 

VR 技术在教学工作领域的广泛应用，改善了教学及工作环境，增强了学生及培训人员的学习体验，

为体育教学人员创造了逼真的虚拟环境和沉浸式的视觉感知学习体验，突破了学习空间和教学时间的

双重限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学生的教育学习工作积极性，降低老师教学工作成本，提高教师学习工作

效率；促使师生共同生活在近似现实的各种虚拟教学场景中，共同积极参与并主动完成各种技术培训，

形成一种互动式教师合作学习教学，实现了由教师个人主导、学生集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双主体”全

新教学模式。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高等教学虚拟应

用技术方面还仍然存在一些技术不足，这也是推动虚拟混合现实教学技术在未来高等教育应用中的持

续发展重要方向。 
不断更新优化软件 VR 开发技术设备，丰富具有创新性的软件开发内容。现有相关技术设备由于小

型化应用程度不够，连接复杂，它往往必须是通过有线网络连接，这将严重影响它的使用。此外，根据

一项调查，许多手机用户都会出现严重头晕和疲劳，这也是亟待解决的健康问题。因此，未来手机应用

程式设备的设计开发过程应轻巧、简化，实现手机无线连接，方便手机操作用户体验；同时优化操作性

能，减少用户眩晕和疲劳，提高手机用户体验满意度。软件教学内容也同样应根据学生教学实践需要和

学生工作学习场所不同特点不断丰富和完善优化，突出教学特色，使之更好地符合现代教学发展规律和

满足用户实际需求[6]。 

7. 结语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虚拟现实是一项新技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的。VR 技术的出现让传统的教学方法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相信，这种新技术在在未来将会取得更大的进

步，我国科技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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