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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秒预警

智驾系统感知局限

小米SU7高速上碰撞爆燃，车内人员全部遇难

智能驾驶，也得握紧方向盘
一场德上高速上的车辆碰撞事故，将“顶流”小米汽车推

上风口浪尖，也让智能驾驶的边界到底在哪成为热点。
3月29日晚间，三个女孩驾驶一辆橄榄绿色的小米SU7

标准版从武汉出发计划到安徽池州，准备次日参加事业编制
考试。当这辆车在NOA（智能辅助驾驶）状态下，以116公
里/小时的速度持续行驶至池祁路段时，由于当地施工修缮，
用路障封闭了自车道，改道至逆向车道。车辆反应不及，与
水泥护栏发生碰撞，随后剧烈燃烧，车内三人全部遇难。根
据小米汽车方面公布的数据，系统最后确认车辆时速约为97
公里/小时。

经过社交媒体的发酵，该事件在近日得到外界越发热切
的关注，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动汽车智驾系统安全性能与机械
门锁等安全设计的舆论风波。

质疑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智驾
系统在碰撞前的预警（识别）、减速
（紧急制动功能）有无正常运作，和
碰撞后的车辆安全设计（车门与电
池）是否合理。

在更多来自官方的调查细节
被公布之前，尚无法对这次事故做
出精准的责任归因。但综合事故
现场拍摄的一些视频、涉事车辆品
牌方公布的行车数据，与当事人家
属的叙述，碰撞发生在可视性较差
的夜间高速施工路段。

不确定性因素叠加，构筑了这
样一个致命的极端驾驶场景——
这或许超出了涉事车辆所搭载的
辅助驾驶功能所能驾驭覆盖的工
况条件。

自从2016年特斯拉向市场推
出自动驾驶功能以来，在各大汽车
主要消费国，都已发生过多起高速

公路场景下的典型事故案例。国
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黄河
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表示，这类
涉及NOA事故的责任认定，存在
着相当的复杂性。

根据小米方面披露的事故数
据，出事车辆的驾驶员罗某，是在撞
击前两秒，才对智能驾驶状态行进
中的小米SU7进行接管，换言之，智
驾系统从发出提醒到事故发生，仅
仅给了驾驶员两秒的预警时间。

张翔表示：“事故启动调查开
始，关于涉事车辆的后台数据均是
由车企提供，并没有交给第三方托
管，这有点像在责任的划分中，车
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小米
方面在事发后几百字的公告只是
起到公关的作用，要厘清这起事件
的责任划分，还需要警方后续对大
量数据的分析后才能得出结果。”

这次爆燃事故最让人痛心之
处在于，车上两位丧生的乘客在碰
撞发生后，被烧至碳化，而后排乘
客虽被砸窗救出，却也经抢救无效
死亡。广大车主开始对新能源车
辆撞击后出现车门无法打开、电池
自燃等问题感到担忧。

有研发人员表示，小米SU7的
门拉手是靠电机带动锁机，完成车
门开启动作，轻触开关隐藏在拉手
中，以此还原常规机械拉车门的动
作——这就可能导致，若车辆发生
剧烈碰撞，蓄电池出现断开或故
障，车门或因缺电没有办法解锁。

品牌商方面的资料称，小米汽
车上的电池电芯倒置，不是简单的
结构上下颠倒，而是结构、工艺和
导电材料的全面重新设计。但此
次的事故车辆出现重大撞击，有分
析称，即使电池电芯倒置，火势蔓
延至车身也仅是时间长短问题。

张翔亦推测表示，发生撞击
后，事故中的小米SU7车门可能出
现严重变形，导致门锁失效，或者
是车门的控制系统机械操控结构
遭到破坏，“这在过去的事故中也
出现过类似情况，导致车内人员被
活活烧死”。

按照小米汽车方面在4月1日

夜间给出的回应，在前向防碰撞辅
助功能方面，小米SU7标准版配备
了碰撞预警（FCW）与紧急制动
（AEB）两项子功能，其作用对象仅
为车辆、行人和二轮车三类目标。

在回应中，小米汽车进一步解
释称，自家产品AEB的工作速度
在8至135公里/小时之间，“这个
功能和行业同配置的AEB功能类
似，目前不响应锥桶、水马、石头、
动物等障碍物”。

因此有车企智驾业内观点推
测认为，这次事故是由于车辆对前
方障碍物识别过晚，导致AEB不
能及时触发，从而引发了车毁人亡
的悲剧，“这更多反映了感知系统
的局限性”。

在“高阶智驾”成为竞争新焦
点的背景之下，各家车企在加速
普及的过程中开足宣传马力，几
乎都将营销重点放在高配置的智
驾方案上。

眼花缭乱的科技宣传攻势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无孔不入，不可
避免地会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认
知误导，模糊不同成本和价格的
智驾方案在实际道路表现中的能
力差异。

近段时间，智能驾驶“普惠”升
级的呼声狂奔，在各家国产车企之
间流转开来，“放心开”“解放双手”
等宣传词成为高频提及的热门，消
费者对于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技
术信赖程度逐渐提升——在互联
网平台上，每逢新车发布，几乎总
能看到一些主驾空无一人或车主
在睡觉、看剧的视频。

此次事故过后，逝者家属回
忆称，面对自己不能盲目相信智
驾的告诫，驾驶员生前曾马上反
驳。

在张翔看来，如今所谓高阶
智驾普及愈发广阔的背景下，此
次事故过后，确实需要给相关车
企、市场和消费者敲响警钟，警惕
行业内某些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存
在的过度宣传现象。

工信部在2022年3月实施的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是
中国关于汽车智能驾驶最主要的
分类定义——从0级（应急辅助）
到5级（完全自动驾驶）的六个级
别里，直到L3才可称为“有条件
的自动驾驶”，而时至今日，日常
路面常见的智能驾驶仍是以L2
级别的辅助驾驶为主。

在小米SU7的用户手册里，
记者找到了公司对该产品智驾系
统的定义：智能驾驶功能为辅助
驾驶系统，驾驶员需始终保持对
车辆的控制——手册里还有这样
一句使用警告：系统无法替代人
类判断，事故责任由驾驶员承担。

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销
量持续走高，智能网联汽车失控、
追尾、爆燃等事故依然时有显现，
车主们在对行车安全的惊惧，和
对智驾技术的自信中反复循环，
来回摇摆。

在智驾浪潮向前快速铺开的
当下，三位花季年龄的女性以自
己生命为代价，再次给人们发出
了警告：科技为人类出行带来更
多便捷与舒适的同时，我们也绝
不能忽视哪怕1%可能会出现的
故障。

（南风窗）

@Davy.Z：生命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动驾驶再先进也是
辅助！

@初九°：智能辅助驾驶，人家又没说自动驾驶。
@追寻生活之光：这不就是有些人考了驾照不想开车吗？
@Paroxetin：电子锁很正常，不要出事了说车门打不开，打

得开车门的也得看懂从哪里打开，不然干吗要破窗锤？能轻易
打开车门，别到时候重大事故人被甩出车外又说不安全。

@你是有多么的不淡定：主要是能自动泊车，其他智能方
面常规化就可以了，能达到方便，不可能让车来给人开车。

@城市景：品牌应该约束智驾，比如天黑不能用，比如检测
到人手只要离开就立刻警告、一直警告、大声警告，直到自动退
出模式。

@曹建华-智慧水务&新界泵业：去年就有媒体报道电动车
门锁断电锁死的问题。为什么有的飞机还在用586系统？“新”
是好事，但是在安全面前新科技应该是低于保命的。

@Lily：人类进步的代价。拥抱新技术之时，需依然保持对
生命的敬畏。

小米汽车驾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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