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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实验所得数据表明
,

不同车速下 司机甘同一标志的判读距 离是不一样的
,

车速愈高
,

司机能判读标志的距离就愈短
,

同步行时相 比
,

在车速提高到 公里

, 卜时时
,

司机时标志的判读距离可减低 、 形
。

据我们的补 充实验
,

这 种 现

象的产生可能是 由于司机在高速 驾车情况下所产生的生理心理 负荷造成的
。

交通标志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司机对交通标志的判读距离
,

交通标志的尺寸越小
,

司机

对标志判读的距离就越短
。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
,

使司机能在一定距离处就 可看清 标 志
,

交通管理规则中对标志的尺寸有一定的规定
。

交通标志的尺寸一般分 为 小 型
、

中型
、

大

型和巨型四种
,

它们是按道路等级来划分的
,

而道路等级的划分主要地是考 虑 行车速度
,

因而决定交通标志尺寸的主要因素是车辆行驶速度
。

行车速度对司机对交通标志的判读距离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文献尚不多
,

日本交 通 工

程手册 年版 中指出
’

车速越高
,

司机对标志判读的距离就越 短帕
。

苏 联 洛

巴洛夫 月。 根据自己的实验认为车速增加
,

司机辨认标志的视角闭限增 大
〔幻

。

但

他们仅报道了一般结果
,

有关具体实验数据
,

实验方法及实验设计均没见到报道
。

为编制我国交通标志国家标准
,

为确定交通标志尺寸大小提供一个方面的依据
,

我们

进行了不同车速下司机对交通标志判读距离的影响实验
。

司机开车时对交通标志的辨认

视觉是一种动态视觉
,

这类视觉与静态视觉有许多不同之处
,

相对于静态视觉而 言
、

心 理

学中对动态视觉研究的较少
。

不同车速下
,

司机对交通标志判读距离的实验研究有 助 于

我们动态视觉一些规律的认识
,

并为进一步开展对动态视觉的研究积累经验
。

本实验是现场实验
。

实验是在通 向首都机场南候机楼一段道路上进行的
。

该道路系水泥路面
,

南北走向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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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宽 米
,

路面平直
,

中间有绿化带隔开
。

实验用车为新进 口的 日产大达桑牌汽车
,

车速规定为 公里 小时
、

公里 小时
、

公里 小时
、

公里 小时四种
。

被试 人
,

全为出租汽车司机
,

男 人
,

女 人
,

司机年龄

为 一 岁
。

色觉正常
,

双眼视力 以上
,

小学毕业 以上文化水平
。

所辨认的标志有急转弯警告标志
,

禁止转弯禁令标志和直行指示标志三类
。

其 中 急

转弯标志分为左急转弯标志和右急转弯两种
,

禁止转弯标志分禁止右转弯和禁止左 转 弯

两种
,

直 行标志分为上
、

下
、

左
、

右四个方向
。

除方向不同外
,

每类标志的尺寸
、

颜色及式样

完全相同
。

各类标志式样见图
。

其中禁止标志和指示标志的半径为 米
,

警告标志三

角形的高为 米
。

骨 骨 妙
指示广以了标志 蓝底

、

’标 占

一

△ △
件告急转弯标志 黑底

、

黑边
、

黑标志

、

禁止转弯标志 红边
、

红杠
、

黑标志

图 实验标志式样

离时
,

对每一反应均力一相应速度的误差值
。

实验时被试驾驶车辆
,

主 试 坐

在付驾驶位置
,

被试按主试脂 定 速

度匀速驾驶
,

车辆由 米外向着

标志方向行驶
。

当被试看清 楚 能

辨认出标志所指方向 时即 刻 说
“

看清楚了
” 。

与此同时主试即刻扔

一沙袋在路面上 以计算其辨认标志

的距离
。

计算距离的单位为米
。

此

种计算距离方法有不够精确 之 处
,

在 公里 小时车速时
,

一秒钟时间

里汽车可行 米
,

在 公里 小

时车速时
,

汽车可行 米
,

按主试

的听觉反应时间 秒 从主试听到

被试报告到即刻扔下沙袋止这段时

间 计算
,

判读距离的计算误差可达

米  公里 小时车速时 到 米

公里 小时车速时
。

为了避免

这一误差
,

我们在计算每一判 读 距

为 了对照
,

除四种车速外
,

还测定了被试在地面上步行时能辨认标志的距离
,

步 行 速

度约 米 秒
,

可基本上看作是静止状态下对标志的辨认
。

实验时每个被试单独进行
、

每人对每类标志共作 次判读
、

每个被试全部 实 验 时 间

共约 分钟
。

正式实验前
,

对被试先进行予备实验
,

使他们了解实验 目的和做法
,

以 便 求

得他们的配合
。

实验在白天进行 一 之 间
,

照度均在 。勒克斯 以上
。

标志设在 向阳一

方
,

无背光问题
。

实验标志立在路边
,

离地面高 米
。

实验时
、

对所 用实验道路实行交通

封闭
,

在   公尺一段道路上
、

除实验用车外
,

无其它车辆通行
、

以免除对被试的干扰
。

被试对标志的判读以报告标志的方向是否正确为准
,

如有错误
、

则重作一次 本 实 验

的所有判读中
、

仅有两次判读方向有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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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所得结果如下

表 不同车速下披试对标志的判读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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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每类标志各速度间 考验

,

差异显著

从所得 结果来看
,

对三类标志的辨认均有同样的趋势
,

即随着速度的提高
,

司机 辨 认

标志的距离有所缩短
,

车速越是快
,

辨认距离缩短得越明显
。

如将各种 车速同步行速度下

辨认标志距离缩短情况见图
。

同步行时相比
,

在车速提高到 公 里 小时时
,

被试对
一

标 志 判 读 的 距 离
’

’减 低

多
。

标志不同
,

判读距离减低的程度略有差另
。

此一实验结果 同苏
、

日一些实验数据基本相似
,

关于车速提高
,

辨认标志距离缩 短 的

理 由有不同说法
,

有的认为是快速运动人眼调节能力变差所致
,

有的认为人眼和大脑中有

专门感受静止东西的细胞和专门感受运动物体的细胞
。

有的认为是由于车辆振动造成人

眼受振所致
。

据我们对无负荷条件下对不同车速与辨认交通标志距离的一个补充 实 验
,

在无 负荷条件下
,

不同车速对司机辨认标志的距离并无多大影响
,

由此我们认为
,

高 速 驾

驶情况下人的生理和心理上负荷加重可能是造成辨认标志距离缩短的主要原因
。

无负荷条件下被试对不同车速与辨认交通标志距离实验的具体作法 与前一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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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速度下司机对交通标志的辨认距离 图 不同速度下驾车司机与不驾车司机对

交通标志的辨认距离比较

驾车条件下
,

不驾车条件下

相 同
,

所不同的是被试本人不驾车
,

改由专门司机驾驶车辆
,

被试坐在副驾驶位 置 上对前

方标志加以判读
。

参与这补充实验的被试有 人
,

所判读标志为直行指示标志 标志方向

仍分别为上
、

下
、

左
、

右
。

实验所得结果经 考验
,

各速度间判读距离的差异不显著
。

补充

实验结果与前一实验结果比较见图
。

四

本实验所得数据表明
,

不同车速下司机对同一标志的判读距 离是不一 样 的
,

车 速 愈

高
,

司机能判读标 志的距离就愈短
,

同步行时相比
,

在车速提高到 公里 小时时
,

司机对

标志的判读距离可降低 一 多
。

据我们的补充实验
,

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 司 机

在快速驾车情况下所产生的生理心理负荷所造成的
,

是否如此
,

有待进一步实 验 加 以 验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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