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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系统构成

三层结构：感知层、决策层、控制层

1.1 自动驾驶概述

◼自动驾驶分级

L0
人工驾驶
“眼手脚”

L2
部分自动驾驶
“脱手”

L1
辅助驾驶
“脱脚”

L3
条件自动驾驶
“脱眼”

L4
高级自动驾驶
“脱脑”

L5
完全自动驾驶
“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架构

OS

硬件平台

中间件

工
具
链

算法层

传感 定位 高清地图

规划决策

控制&应用

✓ 多层次结构

✓ 传感器融合

✓ 实时性要求

✓ 人工智能技术

✓ 安全隐私保护

自动驾驶操作系统

感知层

决策层

控制层

自动驾驶

耳朵

眼睛 摄像头

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

大脑 计算机

手脚

传统驾驶

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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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系统行业痛点

1.2 自动驾驶的行业痛点

软硬耦合度高

软软耦合度高

异构架构，多节点ECU以

及不同传感器的嵌入，导

致软硬耦合

自动驾驶应用的接口没有

标准化，应用与系统相绑

定，导致系统框架与应用

耦合

数据拷贝消耗性能

自动驾驶汽车传感器众多，

时刻产生海量的数据，数

据的每次拷贝都浪费了宝

贵的CPU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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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汽车——AUTOSAR解决方案

2.1 AutoSAR AP简介

AP AUTOSAR

中间件 SOA OTA 标准

软硬件高度耦合

没有标准化接口

功能不易扩展

软件复用率极低

中间件

标准化接口

分层软件架构

Yesterday AUTOSAR

汽车软件开放式统一架构 软件定义汽车->SOA定义软件未来->AP擎起SOA

自动驾驶 V2X应用

车-云端连接 OTA在线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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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AR AP产品形态

2.1 AutoSAR AP简介

包括运行时环境、服务通信、

存储、信息安全&功能安全、

升级配置、诊断等15个功能

集群，支持多操作系统和虚

拟化

⚫ 平 台 模 块 - 标 准 化

基于AUTOSAR AP方法论，

提供安全可信、灵活开放的

ARXML配置，自动生成代码

及配置清单

⚫ 工 具 链 - 自 动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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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utoSAR AP核心优势

使用升级通信
管理实现灵活
的软件、固件
在线升级服务。

实现以服
务为导向
的高效通
信。

保障实时、
高效、 灵
活的数据
分发。

提供服务发
布与查找的
协调机制。

提供加密操作
和身份认证管
理。

提供平台健康
管理。

OTA

服务发现

SOME/IP

DDS

信息安全

功能安全

◼ 技术亮点

OTA

服务发现

SOME/IP

DDS

信息安全

功能安全

AUTOSA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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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AR Adaptive技术

2.2 AutoSAR AP和CP的区别

。
特性 AP CP

使用语言 C++ C

实时性 软实时 硬实时

适用场景
自动驾驶、辅助驾

驶、车联网
传统ECU

功能升级 可灵活在线设计
开发后比较固定，

设计难度大

安全等级 ASIL-B（目标D） 最高到ASIL-D

主要通信方式 以太网 CAN、LIN

操作系统 POSIX AutoSAR OS

Adaptive Application Software

ARA

Basic Foundation

Hardware

Application Software

RTE

Basic Software

Hardware

Services

计算能力
电源消耗

功能安全
实时性

AUTOSAR Adaptive AUTOSA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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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AR AP支撑构

建SOA软件平台

◼支持软件功能原子化、

服务化

◼支持自动驾驶、中央网

关、智能座舱的应用

3.1 实现ADAS软件架构的SOA化

硬件 MCU MPU

基础软件 AutoSAR CP

OS

AutoSAR AP

服务总线

原子服务

升级服务 健康管理 时间同步

录制回放 服务编排诊断管理

…

相
机
服
务

ADAS 智能座舱 中央网关

雷
达
服
务

地
图
服
务

监
控
服
务

时
钟
服
务

电
源
服
务

车
门
服
务

空
调
服
务

整车服务

数据融合

规划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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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案例：高速点对点项目

AutoSAR AP 诊断管理
DDS

SOMEIP
服务

时钟服务

基础软件应用

智驾应用

感知融合 地图定位

高速点对点
算法 + AP

升级管理
服务

✓ 支持感知融合、地图定位、规划控制、传感
器抽象等服务

✓ 适配OEM整车诊断业务

✓ 提供录制回放、标定观测等功能

✓ 提供丰富整车调式手段

✓ 制定项目组件管理策略

◼ CAIC AP提供业务适配和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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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SOA

4.1 SOA的实时性要求挑战

✓ 服务流程执行具有

可预测性
✓ RT-SOA框架实现服

务请求的实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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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级健康监控方案

4.2 整车级功能安全要求挑战

RTE Non-AUTOSAR Platform

SHM

Client
SHM

Client

Adaptive

Application
SHM

Master
Application

ara::com

ara::sm ara::phm

ARA

supervises

CP

COM

BswM WdgM

supervises

Health Info Health Info

<HealthIndicatorID,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SubsystemState>

三级健康监控

✓ 进程级监控

✓ ECU级监控

✓ 系统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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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化工具链

4.3 工具链统一化要求挑战

✓ 统一IDE

✓ 统一代码生成框架

✓ 统一交互介质

✓ 统一云化平台

统一基于Theia平台开发符

合AUTOSAR规范和

CAIC·AD的云化模型平台

统一代码生成器

➢  编辑器界面风格一致

➢  统一工具链入口

➢  标准化用户操作流程

统一文件格式为AR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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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utoSAR AP发展趋势

◼AP标准仍处于迭代优化和完善的阶段

◼AP整体朝着实时、高性能、高可靠、高安全、标准化软件平台发展

✓ AP&CP逐步融合（技术栈、方法论）

✓ 功能向上(整车、车云-V2X)发展

✓ 持续完善分布式服务：DDS,TSN

✓ 不断完善功能安全、信息安全

R21-11

2025

Nov Feb May Aug Nov Feb May Aug Nov

2021 2022 2023

Feb May Aug Nov

2024

R23-11R22-11

Feb

⚫ 较R20-11主要功能变化

并不多，主要的作用在于

查缺遗漏，加强安全保护

⚫ CP和AP在架构和方法论

上的呈现趋同趋势

⚫ 首次提出跨平台理念

⚫ 增强信息安全（新增入侵检测

系统管理、防火墙功能模块）

⚫ 新的平台架构

⚫ 增强信息安全、功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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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utoSAR AP未来展望

✓ DDS、SOMEIP等通信技术的增强

✓ 中汽创智利用AutoSAR持续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 整车级功能、安全的完善

✓ AP&CP架构及方法论的深度融合

◼ AP将持续演进，为智能、安全、高效的汽车电子系统提供更好的标准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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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引领者
产业孵化的践行者
数据服务的驱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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