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驶
,

疲劳 与 食渔 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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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间少
。

在深夜至清展

时间驾驶易发

生错误
,

驾驶

时间越长越易

年 月的一天
,

交通部公路一局汽车队司祝

李少平在京保公路上开车‘ 由于他头天夜里只睡了两

个多小时觉‘ 行至长辛店开始犯困
,

继续行驶至距京

公里处
,

就打起吨来
,

使汽车失去控制而逆行
,

与

对面一辆满载六吨角铁的卡车相撞
,

造成 人受伤
、

车辆严重损坏的事故
。

据引七京 日报》报道
, 、 、

三个月间
,

这类由于司机开车睡觉而造成的交通事

故
,

全市共发生 次
,

伤 人
,

死 人
。

、

心理学者研究认为
,

驾驶疲劳之所以造成交通事

故
,

是因为疲劳使人的驾驶机能下降
,

妨碍驾驶操作
。

驾驶疲劳的原因
,

与车内环境 温度
、

湿度
、

噪

声
、

车座
、

仪表
、

指示灯等
、

车外环境 道路
、

安全

设施
、

交通线路
、

时间
、

气候等条件 有密切关系
,

与

司机驾驶前的睡眠情况 何时郭寒
、

睡眠时间
、

睡眠

环境 也有关
。

而这两方面的原因又跟每个驾驶员的

身体条件
、

年龄
、

性别
、

性格
、

气质及驾驶经验有关
。

有人曾对驾驶人员作过心理学实验
。

实验的方法

是
,

要司机在连续开车 如一天 多小 时 或睡
·

眠

不足 如一天只睡 一 小时 的情况下
,

继续开车

或深夜开车
,

测定在这种条件下司机的驾驶动作
、

注

意力分配
、

动作反应时间
、

外界信息判断准确程度等

等
。

实验发现
,

疲劳对于司机的外界信息 传 入
一

机 构

感觉
、

知觉
,

情况处理机构 判断
、

一

记忆
、

意志
、

决

定 以及决策输出机构 运动 均有影响
,

如辨别倩

号易发生错误
,

反应过敏或迟钝
,

驾驶动作粗暴等
。

疲劳后驾驶
,

发生错误的情况有下述几种

驾驶易发生错误的时间呈 字形
,

两头多
、

中

间少
。

即驾驶最初阶段和最后阶段多
,

开始后 一 小

发生错误
。

单调
、

无变化的驾驶使人函倦
,

降低替

觉程度
。 ‘

夏天天热
,

因驾驶疲劳而发生的事故多于

其他季节
。

已产生疲劳仍继续开车
,

会情绪失调
,

身体不适
,

粗暴急躁的动作也就柑继发生
,

易出事故
。

疲劳过度
,

进入磕睡状态
,

车内情况完全把握不了
,

必然雄事
。

驾驶疲劳目前已有些办法可以侧定出来
,

河定的

方法有生化学测定 分析血
、

尿
、

唾液
、

粪便成分
,

生理机能测定 检查呼吸
、

血液循环
、

自律神经等的

机能
,

精神机能测定 以感觉
、

知觉为 目
,

标 的 闪烁

频率检查 , 疲劳感侧定 自觉症状和身体疲劳部位

调查等
。

交通心理学中较常用的为闪烁频 率检查
,

触觉两点辨别检查
,

反应时间检查
,

心身反应检查
,

驾破动作分析等
。

所有这些检查
、

测定
,

均较简乳
并有一定的准确度

。

为了减少司机驾驶疲劳
,

应制定必要 的 驾驶规

财
,

限制开车时间咨 运行中注意安全 司机生活要有

规律 还要努力改进驾驶室设计
,

使驾驶室符合工程

心理学的要求
。

此外
,

有人在研究深夜驾驶时服用的

防止疲劳发生的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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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尘 , 二
、

发展通风防尘技术
,

采 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在 科 技 简 报 木材工业研究所共伺研制 的《电磁

用各种除尘器
,

防止矽尘危害
。

中
,

拍摄了峪木工安全刨》专辑
。

影 振动刨》
。

这种刨床能确保 安全
, ·

《木工宋全侧》 片除介绍了各种安全装置和安全平 同时具有噪声小
、

耗电少
、

无木月

木工平刨经常咬断操作工人的 刨床外
,

还着重介绍了新级巴州农 尘等优点
,

是对木工平刨的很本改

手指
,

被广大工人称为竺铁老虎
”

思 屠奔年技术员奋培生与 北京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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