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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单双稳赢3种方法华为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L3来了

L2.9999+的文字游戏结束了，中国的智驾史自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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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车展开幕前一天，华为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成为全球市场上首个提供L3级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方案的供应商。

中国的智驾史自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个由主机厂与供应商承担智驾事故责任的时代由此开启。

尽管在3月29日小米安徽智驾事故引发的涟渏持续发酵，监管层正从OTA频次、宣传用语、L2与L3的边
界进行了限定，严管高阶智驾乱象。

尽管众多车企、智驾供应商连夜修改文案，「辅助」二字被放大放大再放大，「高阶智驾」无人再提，
但L3还是如离弦之箭在2025上海车展开幕之前落地。

01.

华为 终结了L2.9999+的文字游戏

昨晚（4月22日），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CEO 靳玉志在华为乾崑智能技术大会上正式发布新一代高阶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A DS 4 （ 参数 丨 图片 ），并发布了高速L3商用解决方案。

汽车行业从此可以将「辅助」驾驶中的辅助二字删掉，堂堂正正的宣布「自动驾驶」，尽管是有条件的
自动驾驶。

中国汽车市场为了L3的落地已经准备了近十年之久，而今天终于由华为终结了L2.9999+的文字游戏。

从华为官方宣布的L3商用场景而言，仅有高速L3，不过事实上华为同时发布了代客泊车VPD 2.0功能，
这是典型的L4场景。

如果为代客泊车也设定相应的ODD条件，华为给出的ODD条件是停车场是否开通了这一功能。

所以，华为乾坤智驾需要攻克的L3的下一个落地场景即是城市出行，没有按渐进式L3落地场景从自动泊
车、高速、城市的顺序推进，而是一步跨进到高速场景。

下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一下华为何以有此底气首先喊出L3商用落地。

华为乾坤智驾ADS至今已经发展了三代，从2022年发布的ADS 1，率先商用城区智驾辅助NCA，到2023
年发布的ADS 2，业界首发“全向主动安全，全国都能开”，再到2024年发布的A DS 3 ，业界首发车位到
车位、泊车代驾VPD，ADS几乎一年一个全新版本，每一代都有质的变化。



自2024年北京车展起，华为ADS有了品牌名字：乾崑智驾，从此和鸿蒙座舱一样成为华为在汽车领域打
造的两个技术品牌。

此次发布的ADS 4是一套系列化的解决方案。通过系列化配置，满足不同车型与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ADS 4共有4个档位：

第 1档是ADS SE基础版， 满足基本的主动安全、泊车辅助、高速NCA及城区LCC＋功能。

第 2档是ADS Pro增强版， 搭载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主动安全能力与城区LCC＋功能进一步增强。

第 3档是ADS Max超阶版， 搭载高性能超远距激光，可选配分布式毫米波雷达及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
支持全维主动安全、高速NCA、城区NCA及车位到车位与泊车代驾等高级功能。

第 4档是ADS Ultra旗舰版： 高速L3专属方案。

也就是说，只有第四档才是宣称达到L3级别能力的智驾方案。

但从官方介绍上，第四档和第三档并没有提及配置的差异，智驾网分析，两个版本不存在传感器等感知
配置的差异，主要区别应该来自于芯片配置的多少，算力冗余本身也是L3的要求之一，而鉴于华为自研
的智驾芯片算力、制程一直颇为神秘，于是没有在发布会上公开宣讲。

靳玉志在发布会上高呼：能超越 ADS的只有ADS！

其自信可见一斑，在外界看来，相信华为自研的智驾芯片在算力和稳定性上十分出色。

02.

ADS 4四个方面的升级

那么相比ADS 3，ADS 4进行了哪些升级呢？

靳玉志总结为四个方面的升级：架构升级、安全升级、体验升级与产业升级。

我们先来看架构升级，华为打造了全新的 WEWA架构，该架构可以与数字底盘引擎XMC深度协同，其
智驾体验从类人到超人。

靳玉志称这一架构是面向未来的自动驾驶全新开发的，该架构由云端的世界引擎WE（World Engine）和
车端的世界行为模型WA（World Action Model）组成。

WE，是指在云端运行的World Engine世界引擎。

这与黄仁勋所讲的世界模型本质上是一样的，是一个数据训练模型。

靳玉志表示：「当前用于智驾训练的数据，不缺普通数据，缺的是长尾的各种Corner case数据。如果用
人工采集，不光效率低，很难获得高质量的数据。」

他说：「我们的世界引擎，利用扩散生成模型技术，能够高可控的生成各种平时人类司机开车很少遇到
的难例场景，比如侧前车Cut-in、红绿灯路口、宠探头、前车急刹等多种场景及组合场景，难例密度相
比现实世界高1000倍，从人教AI到AI教AI，通过强化学习，实现安全价值观内化。」

在技术进展上，蔚来、小鹏、理想也在建设这样的世界模型。



华为的优势在于自己有自研芯片，在成本控制上相比蔚小理和其它智驾供应商更具优势。

WA，是指在车端运行的World Action Model世界行为模型。

当前行业的智驾，都是基于业界开源的通用大模型进行二次训练而来，在车端运行时时延大、资源要求
高。

靳玉志称华为的 世界行为模型 是智驾原生基模型。

首先：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传感器全模态感知能力，这些信息经过token化后生成智驾原生基模
型。

其次：基模型为MoE多专家能力架构，不同场景调用不同能力。最后输出两类信息：给车用的轨迹生
成，从模仿人类到超越人类；给人看的场景意图，给人更安心的驾驶体验。

相比ADS上一代GOD架构，靳玉志公布了一组测试数字：

端到端时延 降低了50%，反应更快，变道更丝滑；

无效变道次数 越来越少，通行效率提升20%；

预见式开车， 重刹率降低30%，越来越像老司机。

对于车端和云端大模型，这里华为并没有宣称自己的智驾架构是基于VLA等物理AI的大模型，而是世界
行为模型，二者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是一致的。

华为另一项自信的技术在于其数字底盘技术：HUAWEI XMC数字底盘引擎，它同时打通了智驾域与车
控域，通过全域融合，实现了智驾与车控的协同控制。

在拥抱中央计算方面，这一全域融合架构实现了车身、电机、悬架、转向、制动、热管理等部件的中央
集中控制，控制处理能力提升10倍、协同控制器件数提升5倍。

同时XMC使用干兆以太通信，华为独创ASN车辆切片网络技术加持实现小于1ms的确定性通信链路时
延，端到端调度能力提升10倍。

实现了车控冗余和通信冗余。

在这里ADS类似于车辆的大脑， HUAWEI XMC数字底盘引擎则是车辆的四肢，二者协调才能保障行驶
的安全和最佳的体验。

全域融合的另一大好处是，车辆配置的大量传感器不仅可用于智驾，也可以 根据道路情况，自动调整车
辆行驶姿态，

ADS+XMC形成了三大网络和模型：车路状态预测网络、时空智能悬架网络(Z向)和全维协同控制模型
(XYZ)：

车路状态预测网络： 对车辆的 状态和路面环境进行精准预判，如车身姿态、路面坡度、附着系数等。

时空智能悬架网络 (Z向)： 根据ADS的道路模型，智能推 理悬架调节的最优策略，如履平地。

全维协同控制模型(XYZ)： 协同底盘所有部件进行一体化决策，实现整体最优的控制。



这样不仅可以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性，也保障了乘坐的舒适性。

安全方面的升级既有硬件层面的也有软件层面的。

靳玉志将其称为从 “前向＋侧向＋后向”的全向防碰撞系统升级到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4.0，具有“全方
向、全场景、全时速、全天候、全目标”的五维安全能力。

为此华为首发了三款激光雷达：一款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 一款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和 首创的分布式
毫米波雷达。

这款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 体积更小，可以隐蔽安装，不影响整车外观设计，但同时 精度高、视野广：
相比超声波雷达最高有 5倍的提升，可以检测杆子、石头等异形障碍物 ；垂直方向的 FOV视角是普通传
感器的2倍，对下沉台阶、沟渠等负向障碍物以及水管、消防箱等悬空障碍物进行检测。

大体可以认为，在所有方向上都可以实现监测并识别。

所谓全时速指的是华为乾崑在前向、侧向、后向上AEB的生效范围，做到了从1km／h的最低车速到
150km／h最高车速的覆盖，华为官方发布的数据是——

前向： AEB业界首个做到150km/h生效；eAES，边刹边让，生效范围从50~135km/h； 侧向： 生效范围
可以做到30~130km/h； 后向： 范围1~60km/h。

全目标指的是对所有道路参与者的识别，华为发布的舱内激光视觉——Limera是一个 全新的传感器品
类，在这一领域卓驭（原大疆车载）推出过激目传感器，与此有相似之处。

靳玉志表示，华为的 Limera体积小巧高度集或，可在舱内 “隐形”部署，可提升雨天，脏污场景适应性；
同时大幅提升了远距离小目标检测能力，即使在夜晚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对于30cm高的小体积障碍物，
AEB也能做到100公里时速刹停 。

所谓全天候，指的是通过搭载华为首创的分布式毫米波雷达，应对雨雾尘天气的能力更强。

结合华为在无线领域的分布式基站经验，通过创新的分布式架构，对于同一目标可获取3倍的感知信
息，叠加DSP算法，实现检测置信度和分辨率的大幅提升，即使对于前方静止障碍物，也能识别。在大
雾天气下驾驶员已看不清前方，采用了分 布式毫米波雷达的ADS系统，依然可以做到对静止障碍物的
AEB刹停。

最难做到的是全场景。

华为乾崑为此一方面提升了 路面自适应AEB能力，新发了两项辅助技术： 智驾爆胎稳定控制辅助和 驾
驶员失能辅助功能，同时提升了 哨兵模式的敏感力。

当前华为乾崑的路面自适应AEB能力，车辆在80km／h的时速下，行驶在左右附着系数不等的对开路面
上可以实现AEB稳定激活。

同时经过测试，华为乾崑实现了小于200毫秒的极短检测时延，在高速直行、弯道、湿滑路面等场景
下，无论前轮或后轮爆胎，都可以保持稳定，其最高智驾辅助状态的爆胎测试成功通突破了130km/h。

所谓驾驶员失能辅助指的是结合DMS摄像头的多模态检测手段(手、眼、头)，当判断到驾驶员处于失能
状态时(比如司机睡着)，采取必要的措施，优先靠边安全停车，并可以用灯语打出求援信号，将危险降
到最低。



哨兵模式在ADS4版本支持车端查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车辆四周情况，也可以查看录像。支
持车外多视角任意切换；超低时延，即点即看；对人脸、车牌信息脱敏处理，有效保护他人隐私。

此外，还有 紧急 Cutin鸣笛提醒，在高速上开车遇到前车Cut-in，可以鸣笛提醒，以及 ADS与XHUD结
合，在雨雾、夜间、盲区等人眼看不清看不见的场景，系统提前发现危险并在HUD上增强提示；照明光
毯形态可以随弯，随速、随路动态调整等等。

在体验上，靳玉志表示，ADS 4在车位到车位与泊车代驾VPD方面全面升级到2.0版本。

车位到车位P2P 2.0版本一方面可以实现顺利通过高速ETC，跨城通勤「0」干预，一方面，车位到车位
P2P转泊车代驾VPD更为顺畅，不用中断，随时随地，随走随停。

不过哪些停车场实现VPD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靳玉志表示，预计到今年6月底，支持车位到车位功
能的停车场个数预计将达到50万个，其中北京、深圳、广州将超过2万个、上海将超过3万个。在用户的
高频使用区域（如商超、大型小区等），能开尽开。

另外泊车代驾VPD 2.0支持跨层的停车场，未来可以实现代客充电。

今年1月份，华为泊车代驾VPD在深圳机场首发商用试点，昨天靳玉志宣布，到今年6月底，预计支持的
停车场数量将突破10万个。

此外，华为乾崑为尝鲜用户免费提供单车至高600万元的「泊车无忧」权益保障，这可以视为代客泊车
险。

所谓产业升级，即是高速L3商用解决方案带动了一个新兴的产业，辅助驾驶升级为自动驾驶。

这里一个值得探讨的点是华为乾崑智驾为什么选择高速场景先行落地L3.

03.

L3的首个商业场景 为什么选择高速

在2024北京车展之前，首次露面的靳玉志曾判断 2024年是L2组合驾驶辅助规模商用元年，而目前L2的
发展已经超过预期， 2025年，靳玉志判断L3的商用能力会开始具备 。

而为什么首先选择高速场景商用化L3，靳玉志表示，华为与行业内众多专家学者们的讨论过程中，大家
一致认为高速路况相对城区而言更简单一些，从技术及政策法规等角度，循序渐进，建议优先从高速L3
开始。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大量的智驾事故都发生在高速场景，其中不乏车毁人亡的惨剧（《》）。

高速 L3理论上虽然看似简单一些，但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难题需要克服。

华为乾崑做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其中虽然可能只有1％的难例场景，但为了高安全性需要投入99％的精
力去解决，比如：

施工改道的交通隔离设备识别与可通行区域判断，比如小障碍物的识别、恶劣天气障碍物检测（包括团
雾）；

还有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殊车辆的识别与避让，交警及交警手势的识别，以及在极端情况
下，比如系统或车辆失效时，能够自动靠边停车，这对系统的感知能力、算法能力、测试能力都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

为此，华为乾崑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能力的提升：

第一：利用华为的算法与多种传感器的深度融合能力， 比如激光用来探测小目标、分布式毫米波雷达识
别雨雾尘天气障碍物、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识别近距离障碍物等，提升在高速L3场景中的环境感知能
力；

第二：利用华为的算法与整车工程的深度整合能力， 比如算法与底盘的融合，在高速行驶中出现爆胎、
湿滑路面等情况下仍可以保障安全，再比如算法与AR-HUD、座舱及车灯的融合，提升驾驶员的安全心
理感知与车外其他车辆的安全感知能力。

第三：利用 World Engine世界引擎， 在云端对天气、路况、异常情况的仿真，高可控、高密度的生成大
量的高速L3难例场景训练算法，目前已经在云端完成了6亿多公里的高速L3的仿真与验证。

这三个方面，也正是我们前文介绍的ADS 4的特点。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虽然华为乾崑智驾 ADS 4正式发布了高速L3商用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L3的车辆已
允许上路。

像不久前岚图汽车发布了L3的汽车架构，宁德时代甚至为了L3发布了具备冗余安全的双核电池，而此次
华为乾崑智驾 ADS 4 Ultra版做为首个宣称高速L3的商用解决方案，意味着只能法规放行：即允许宣称
L3的车辆上路。

华为乾崑智驾的突破在于，它们愿意为此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不过， 华为乾崑智驾这里是做为供应商出现的，它和采用他们方案的主机厂如何界定各自的责任显然也
需要精细的设计。

靳玉志提醒用户说：L3为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员可将视线转移至非驾驶相关的活动，但保持一定的警
觉性，当收到接管请求时及时进行接管。

乍看之下，这样的描述和高阶智驾的提示似乎没有区别。

不过日前工信部明确表示，「接管」属于L3级别的特定用语，L2没有接管一说。

这是新的文字游戏吗？

当然不是，华为首先喊出提供L3的解决方案，意味着封死了以L2.9999等形式回避车企和供应商责任的
方式，在L2和L3之间不存在一个界限模糊的高阶智驾阶段：要么可以放手开，要么不允许放手开。

L3的落地是历史性的，华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一个围绕L3的商业模式将迅速建立。

这背后不仅仅是智驾险等救济模式，对于车辆的售价、用户的出行成本、效率都会带来深远影响。

不过，当前华为对ODD场景的描述依然较为模糊，在高速上是否即可以不再限定任何条件？

从其宣称的 「全方向、全场景、全时速、全天候、全目标」五维安全场景上，华为可谓大有一步到位的
自信。

那么哪些车型可能会是首批落地L3商用的车型呢？



鸿蒙智行旗下的新 问界M9 、M8;享界S9增程版，即将上市的尊界S800都配备了三到四颗激光雷达，先
于法律法规和ADS 4完成之前做了硬件预埋，可以判断华为为L3商用早已蓄谋以久。

而长安、小鹏、广汽、岚图也都表示在今年有相关车型落地L3，同时像蔚来eT9在设计之初即是按着自
动驾驶车型来打造的。

可以说只要法律充许，中国市场上具备L3能力的车型已不下十款。

在华为第一个喊出支持L3之后，一场新的竞赛也注定将全面拉开。

悬念已经落地，现在只等政策的靴子何时落地。

三位女大学生夜间驾驶一辆 小米SU7 引发的智驾事故，警醒了一部分车企，也惊醒了很多用户，更让大
众对智驾的信任度直线下降，随后引发了监管层对智驾宣传用语、测试方法的治理和严监管。

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正是L3落地的一个历史性契机，L3当下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问题，而是治理难
题，同时它也是一道考试题，它需要监管部门设立严格的测评方法和流程，而并非简单的申报、备案。

这意味着通过L3测评的车型短期内注定是少数，它将直观地将不同车企的智驾能力展现在用户面前。

在今天开幕的上海车展将因为华为在L3上的突破而具有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某些车企打
着全民智驾的名义浑水摸鱼的时代结束了。

【关注智能汽车，关注智驾网视频号】

关注汽车的智驾时代上智驾网（http://autor.com.cn） 合作or新闻线索提供，联系邮箱：
editor@aut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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