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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课题：舱驾一体用户情感感知研究 

提出课题单位：零束科技有限公司 

要求课题完成时间：2022年 7月-2024 年 1 月 

一、总体目标： 

此次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基于专业理论，自洽的情绪评价系统，并可以作为后续

多模态情感感知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的标准。由于多模情感感知将应用于舱驾一体用户

情感感知系统，此标准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此环境。准则的定制应充分考虑后期数据的采

集和标注，对于边界模糊的两种情感如何标注应该有具体详细的说明。此外，准则中应

对后期的数据质量提出一套可执行，可量化的评估标准。 

同时基于此标准，能结合车载核心场景，根据用户不同情感结果设计对应场景，包

括且不限于关怀提示、内容推荐、对话互动等，调研具体的应用落地和产品设计原则，

最终实现全方位地理解用户的实际需求甚至潜在需求，往人机共情的未来更进一步。 

二、阶段目标： 

第一阶段（2022.07-2022.11）： 

建立基于专业理论的，自洽的情绪评价体系，以此来指导后续数据的采集，标注以及算

法模型的建立。交付多模情绪评价标准的初版。 

第二阶段（2022.12-2023.04）： 

根据初步版本的评价体系来试采集和标准数据样本，以数千条为宜。利用这部分数据验

证并迭代评价体系的标准和细节。交付多模情绪评价标准的正式版本，以及基线试标数

据。 

第三阶段（2023.05-2023.11）： 

算法调研和正式数据工作并行。算法方面，以前融合为基础，建立多模态数据表示和特

征融合，实现超过业界 sota的算法方案。数据方面，依照评价体系的指引来设计采集和

标注的范围和规范，并找到人力资源来实际执行并验收。交付算法代码，正式数据集。 

第四阶段（2023.12-2024.01） 

在建立的算法模型和正式数据集上训练并迭代最终模型，结合用户车载情感感知场景，



设计对应体验场景，交付最终模型，代码，Demo App，开放演示。 

 

三、研究内容： 

1.多模态情感感知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的标准 

整体的标准从内容结构上来看，应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 

针对舱驾环境选择合适的情感模态，以及做出这些选择的理论或者数据依据。此文

档根据生产需求列出了一些常见模态（后面统称：已定义模态）以及不同的模态下的一

些基本情感类别供参考。目前考虑到的单个模态主要有语音，包括语音信号和语义（文

字）；视觉，包括面部宏表情和微表情；身体信号，包括心率血压等；以及多个模态融

合后的多模态，多模态中的模态并不一定是所有提到的单模态。准则中提出的模态并不

一定局限于上述模态，可以根据标准制定情况进行增删。准则中应该阐述选择哪几种情

感模态以及选择的标准。针对这些模态，标准中应该定义清晰如何去采集或者生产对应

的数据，并且提供相应的标准方式。 

第二部分是： 

在不同的单模态下，情感类别的选择及分类标准，并详细阐述情感分类依据的特征

及其收集方式。在情感类别的定义上需要有对应模态的科学研究理论或者调研数据作为

依据。比如，针对语义（文字），应该有语言学的语用（语气，语用，情感极性词调研）

依据，或者是基于语料分析得出的统计学结论。 

第三部分是： 

对多个单个模态情感的融合标准（比如特征的线性加权或者信号处理层面的融合方

式）和融合后多模态情感类别的选择及分类标准。对于每种模态下情感类别的选择是独

立的，但是这些类别的选择应该满足舱驾环境的需求。针对这些已定义的模态以及融合

后的多模态有以下说明供参考。 

 

对现在已定义模态的要求 

 离散情感与维度情感的选择 

分析离散情感与维度情感哪个更适合舱驾环境下情感的分析，并详细解释原因 

 模态的选择 

1）提出选择的情感模态（分单模态和多模态），并详细阐述选择的理由。 

2）分析各个模态收集数据可能遇到的难点。 



 

1.1 单模态情感 

1.1.1 语音 

A、语音信号 

1）分析语音信号在情感识别中的重要程度。 

2）提出根据语音信号可以清楚准确地区分出的情感类别。 

3）针对这些情感类别，详细描述分类准则，包括分类依据的特征的种类，如声学特

征、重音、停顿等，以及每个情感类别对应的特征的取值。 

4）提出收集此类数据的准则，即对数据集的类型、收集规范和标注规范，特别是对

特征取值上有交叉易混淆的情感类别的标注准则。 

5）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出解决由个体差异带来的基准不同的问题的方

法，如：个体在音调高低上有先天上的差异，当使用音调作为语音情感识别的特征时，

如何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 

B. 语义（言辞） 

1) 分析言辞内容在情绪识别中的重要程度。 

2) 提出根据言辞内容可以清楚准确地区分出的情绪类别。 

3) 针对这些情绪类别，详细描述分类准则，包括分类依据的特征的种类，如观点词、

情绪词等，以及每个情绪类别对应的特征的取值。 

4) 提出收集此类数据的准则，即对数据集的类型、收集规范和标注规范，特别是对

特征取值上有交叉易混淆的情绪类别的标注准则。 

1.1.2 视觉 

A、宏表情/微表情 

1）分析宏表情和微表情在情感识别中的重要程度。 

2）提出根据宏表情和微表情可以清楚准确地区分出的情感类别。 

3）针对这些情感类别，详细描述分类准则，包括分类依据的面部特征的种类、每个

情感类别对应的面部特征的取值等。 

4）分析收集微表情数据的可行性。 

5）制定收集宏表情数据和微表情数据的准则，即对数据集的类型、收集规范和标注

规范，特别是对特征取值上有交叉易混淆的情感类别的标注准则。 

6）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出解决由个体差异带来的基准不同的问题的方

法，如：个体在放松状态下嘴角的位置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使用嘴角位置作为识别视觉



情感的特征，如何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 

1.1.3身体信号 

1）列出可以用来识别情感的身体信号，如心率，血压等。 

2）对身体信号数据的收集方式、收集设备给出建议。 

3）分析身体信号对情感识别的作用。 

4）提出根据身体信号可以清楚准确地区分出的情感类别。 

5）针对这些情感类别详细描述分类准则，包括分类依据的特征的种类、每个情感类

别对应的特征的取值等。 

6）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出解决由个体差异带来的基准不同的问题的方

法，如：个体在放松状态下的心率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使用心率作为识别视觉情感的特

征，如何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 

 

1.2 多模态情感 

1） 明确被融合的单模态的种类，并对种类的选择做出合理的解释。单模态的组合

并不一定是一种，可以多种，但针对每一种组合中模态的选择需做出合理的解释。 

2）明确多模态下情感类别的选择，并详细解释选择的原因。 

3）针对提出的情感的类别，分析不同模态在融合后与融合前会产生哪些观测信息的

差异。 

4）针对提出的情感的类别，详细说明每个模态的融合规则及所占比重。 

5）针对提出的情感的类别，详细说明区分每个情感需要的各个模态的特征。 

6）考虑多模态下是否仍存在难以明确区分的情感类别，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方

法。 

7）考虑多模态情感识别时个体差异的影响，并分析个体差异是否会对多模态情感识

别造成比单模态情感识别更大的个体差异。 

其他说明 

针对每种模态及情感类别，分析可能对应的驾驶行为 

充分考虑数据收集中的伦理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2.基于用户多模态情感感知结果的功能场景设计 

    基于已制定的用户情感标注标准，设计针对用户在对应情感状态下的场景化服务内

容，场景设计需结合车载场景，可调用能力包括语音播报、生态服务推荐、主动对话、

车身硬件（空调、香氛、座椅震动等），需涵盖尽可能齐全的用车场景，以下为参考示



例： 

用 户 情 感

状态 

当前所处场景 基于用户特定情感状态下的场景设计 

急躁情绪 行车过程的驻车状态 结合车载语音助手，进行主动对话，安抚驾驶员

急躁情绪 

疲劳状态 行车过程中 结合车载语音助手，主动告知驾驶员当前状态并

警示提起精神，调用空调吹风和提神香氛，为用

户进行提神调节 

紧张状态 行车过程中 行车过程中用户由于车况、路况等造成心理紧张，

根据当前用户状态主动调节智驾功能相关的报警

等级，减少相关推荐服务等 

可对用户所处场景进行更细化描述， 

正面 

开心：开车路上遇到美好事物，如晴朗的天气与美好的风景； 

负面 

1）愤怒：开车过程中与周围车辆产生不快、发生言语冲突； 

2）厌恶：开车遇到堵车、红灯，让人焦虑心烦； 

3）疲倦： 

工作一天后一身疲惫地回到车里； 

长途开车，处于昏昏欲睡中； 

身体欠佳而引发的疲倦； 

4）恐惧： 

驾车过程中差点或已经发生安全问题； 

5）紧张：新手上路，手忙脚乱，几次开错路线； 

中性：一如既往开车 

3.成果形式和考核指标 

最终的成果物应该是一份标准的描述文档。 

对标准文档的考核指标将从标准去指导数据采集标注的数据分类困惑度，以及情绪分类

标准和主观意见打分之间的一致性两方面进行度量。 

3.1实际指导数据标注分类歧义的困惑度 

标准中将尽可能囊括在对目标数据的情绪分类难以判断的情形下，如何快速地得到唯一



性的结论的方法。在此前提下，假设之后采集待标注总数据量为 N 条，其中需要找标准

制定方二次确认如何分类的条目为 M条，则困惑度定义为 M/N。目前定义最终的困惑度应

该小于等于 10%。 

3.2 MOS机制提供用户意见和标准一致性参考 

由标准制定方提供不少于 300 条的标注完好的 sample 数据，我们随机抽取 30 个人，按

照标准提供的分类进行类别打分，最后计算每条数据的 MOS（平均意见得分）最高的类别

和标准制定提供的 sample 数据一致性程度，两者一致的占比应该高于 sample 数据量的

90%。 

 

四、资助金额： 

人民币 50 万元（资助款直接支付给高校或科研院所，若费用不够，由企业补充+高

校或科研院所自筹。）  

五、其它： 

1、招投标材料含《招投标指南》、《资质认定表》、《标书（项目可行性方案）》。 

2、竞标团队应通过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主管部门统一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前向上汽

科技基金会秘书处提交书面《资质认定表》一份，书面《标书》一式两份，同时通过邮

件提交上述材料电子文档，过期不候。《资质认定表》和《标书》中需盖章处应加盖高校

/科研院所、或其科研主管部门印章，否则视作无效标书（不能盖高校所属院系、科研院

所所属部门印章）。  

 

3、高校/科研院所应标团队应事先在各自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主管部门备案，同一所

高校/科研院所只允许一个团队参与同一个课题竞标，如遇两个及以上团队参与同一个课

题应标，由科研主管部门协调推荐，否则，基金会秘书处有权优先选择在科研主管部门

备案的团队参与后续招投标评审答辩工作，仅在同一个课题只有一所高校/科研院所、且

有多个团队应标的情况下，才允许同校/同所的不同团队同台竞标。 

4、应标团队所有成员不得同期参与两个及以上课题应标，在基金会已有课题且未结

题验收的课题中所有团队成员也不得参与应标，凡发现有重名现象的课题，均被视为无

效标书。 



5、竞标团队负责人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博士毕业及以上学历，担任院系及学

校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宜担任应标团队负责人；应标团队每个成员必须要有相应的研制任

务，杜绝“沾亲带故”，“徒有虚名”现象，如果在后续实施过程中发现有长期不参加项

目研制工作人员的情况，比如，秘书处每三个月召集一次课题研制工作例会，连续两次

不参加课题研制工作例会的成员，基金会秘书处有权向应标团队及其所在高校/科研院所

科研主管部门发出“除名”告示，如果涉及的是课题负责人，必须由课题负责人出具书

面承诺（保证按要求参加后续基金会秘书处召集的季度研制工作例会，且本人亲笔签名）、

并经其所在高校/科研院所担保（盖章）方可，否则，基金会秘书处有权直接向课题组以

及所属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主管部门发出“中止课题研制工作”的告示。 

6、竞标单位在编制标书期间，可通过基金会秘书处协助，与课题申请单位进行适当

的技术交流。 

7、由基金会秘书处对竞标团队负责人资质进行认定，符合竞标条件的团队，由基金

会秘书处通过邮件告知其进入后续评标答辩环节；答辩时间一般安排在当年的 5 月 4 日

~31 日期间，采用腾讯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在答辩期间内如有特殊情况（比如 5 月 15 日

~18日有出国计划、5 月 21日下午有课，等等），请提前告知，以便基金会秘书处酌情（避

让）安排。 

8、答辩前应标团队须提前通过邮件提交 PPT 版电子文档，PPT 介绍材料应根据标书

（可行性方案）章节顺序及其内容编制。 

9、评标结果（指经领导审批）由基金会秘书处通过邮件告知参与该课题应标的所有

团队负责人及其所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主管部门，如有异议，应标团队负责人可通过所

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主管部门与基金会秘书处沟通，基金会秘书处不接待个人质询。 

10、上汽科技基金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号上汽大厦 2103室  邮编：200041 

联系人：王燕文    孙代豫   

电  话：021-22011216  22011226  

Email ：wangyanwen@saicmotor.com   sundaiyu@saicmotor.com  

 

 

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基金会 

秘书处 

2022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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