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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员场依存性和速度估计能力

对行车安全性的影响 ①

毛恩荣② 周一 鸣

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工程学院

摘 要 分析了事故与无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在场依存性和速度估计能力方面的差异
。

结果表明 事故驾驶员

场依存的程度显著大于无事故驾驶员 事故驾驶员在速度估计能力测验中的估计误差显著大于无事故驾驶

员
,

并且事故驾驶员比无事故驾驶员有显著的过早反应倾向
。

因此
,

场依存性和速度估计能力可作为驾驶适

宜性检查的重要心理素质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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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大量事故统计资料表明
,

具有一定驾驶技术水平的驾驶员
,

在基本相同的运行条件

下
,

有些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明显多于另外一些人
。

这说明交通事故的发生
,

除与驾驶员的技术

水平和交通环境因素有关外
,

很重要的还与驾驶员的心理和生理素质有关
。

对驾驶员的心理分

析表明
,

驾驶员的感知能力
、

判断与识别能力
、

动作协调能力
、

注意品质
、

个性及安全态度等心

理因素与交通事故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本项研究中对机动车驾驶员的场依存性和速度估计能力

进行了检测和分析
,

旨在探索事故与无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奋合理方面的主要差异
,

以为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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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的驾驶适宜性检查提供参考依据
。

测验方法

被试对象为 名男性机动车驾驶员
。

事故驾驶员指在检测前的 年内有过
“

同等
”以上

责任交通事故的机动车驾驶员
,

共 名 无事故驾驶员 对照组 是指从未有过交通事故的机

动车驾驶员
,

共 名
。

事故驾驶员与无事故驾驶员是按年龄
、

驾龄和驾驶车种都基本相同来配

对选择的
。

事故组驾驶员的年龄范围为 岁 平均 岁
,

标准差为 岁
,

行车

年限范围为 一 平均
,

标准差为
。

无事故组驾驶员的年龄范围为

岁 平均 岁
,

标准差为 岁
,

行车年限范围为 一 平均
,

标准差为
。

场依存性测验

采用北京大学仪器厂生产的 卜 型棒框仪测验
。

从仪器观察窗 口可以看到 白色背

景上有一黑色的正方形框
,

中间有一根黑棒
,

框和棒都可以通过旋钮改变其倾斜度
。

测验前
,

先

把仪器调至水平位置 仪器上带有水平仪
。

测验时
,

主试把方框调到 向左倾斜
,

把框内的

棒调到 向右倾斜
。 ,

然后让被试紧贴着观察窗 口往里看
,

并要求被试通过调节旋钮把棒调得

与地面垂直
。

被试调好后就让他离开观察窗 口 ,

并不要再往里看
。

按上述程序共做 次
,

方框

的倾斜度总是
,

但是倾斜的方向按左一右一右一左排列 棒的倾斜度也总是
。 ,

但是倾斜

的方向按右一左一右一左的顺序排列
。

每次被试调好以后
,

主试都将棒与垂直方向的误差度数

和误差的方向记录下来
。

计算 次测验中误差度数的平均值 在计算时考虑框的倾斜方向和误

差的方向
,

并以此来评价被试知觉的场依存性大小
。

速度估计能力测验

在被试前面 处有一中间开有横缝的面板
。

板上横缝的左端用一挡板遮挡住
,

有一小灯

泡 自横缝的右端起以一定的速度向左移动
,

当小灯泡移动到挡板右缘时就被遮住
。

要求被试想

象小灯泡仍以观察到的速度在挡板后移动
,

并判断小灯泡正好移动到挡板左缘时立即按下反

应键
,

记录小灯泡处于挡板右缘的时刻到被试按下反应键的时刻之间的时距
,

称之为测验估计

时间
。

小灯泡在挡板后从右缘移动到左缘的实际时间为
· 。

用被试的测验估计时间及测验估计时间与小灯

泡在挡板后移动的实际时间之差的绝对值 称为估计误

差 作为被试的速度估计能力评价指标
。

计时精度为

无事故组

事故组

结果与分析

场依存性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图 为事故组与无事故组驾驶员棒框测验结果分

布的次数多边形图
。

表 为事故组与无事故组驾驶员棒

框测验调节误差差异的 检验结果
。

组驾驶员

在棒框测验 中的调节误差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尸

,

双侧检验
,

事故组驾驶员的调节误差 比无事故组

象
代
崛
豁
欺

图

调节误差
。

驾驶员棒框测验结果分布的

次数多边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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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要大
。

表 事故组与无 事故组 驾驶 员棒框测验调节误差差异 的 检验结果

组 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秩

事 故 组
无事故组

一

说明 二 为 检验的统计量
,

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哆 为 二

的近似标准化正态统计量的计算值 尸 为双侧检验的显著性

概率
。

表 同
。

无事故组

速度估计能力测验成绩的对比分析

图 为事故组与无事故组驾驶员速度估计能力测

验成绩分布的次数多边形图
。

表 为事故组与无事故组

驾驶员速度估计能力测验成绩差异的 秩和检

验结果
。

组驾驶员的测验估计时间和估计误差均存在

非常显著的差异 尸
,

双侧检验
,

事故组驾驶员的

平均估计时间比无事故组驾驶员要短
,

平均估计误差 比

无事故组驾驶员要大
。

事故组

勺︸勺夕臼

燕长崛酬助

。

图

速度估计测验估计时间

驾驶员速度估计测验估计

时间分布的次数多边形图

表 事故组与无事故组驾驶员速度估计测验结果差异的 秩和检验结果

项 目 组 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秩 尸

估计时间

估计误差

事 故 组

无事故组

事 故 组

无事故组

讨 论

场依存性与行车安全性

场依存性是 等人提出的关于认识方式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

现 已证实场依

存性是一 卜 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格特征
,

常通过棒框测验与镶嵌图形测验来确定人的场依存性

大小
。

在杯框测验中
,

调节棒垂直时更多地参照倾斜的框的人称为
“
场依存的 ” 即场依存性大

者
,

而在棒框测验中调节棒垂直时较少受倾斜的框影响而以 自己身体为参照的人称为
“
场独

立的
” 即场依存性小者

。

通常把人知觉所及的客观外界的全部组织结构称为一个
“
知觉场

” 。

场依存性大的 即场依存的 人在知觉一个对象时
,

很难把它从整个知觉场中分化出来
,

而场依

存性小的 即场独立的 人则相反
,

在知觉一个对象时
,

容易把它从整个知觉场中分化出来
。

就

驾驶而言
,

驾驶员在行车途中知觉到 的道路情景就好似一个不断变化的知觉场
,

驾驶员必须随

时从中分化出与驾驶有关的各种线索
,

以便及时作出反应
,

保证行车安全 因此
,

可以认为场依

存性小的驾驶员 比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能更好地完成这类知觉操作而不易发生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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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的检测结果表明
,

事故组驾驶员的平均调节误差大于无事故组驾驶员 见表
,

事故组的平均调节误差为
,

而无事故组为
,

组的差异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尸
。

从图 也可以看出
,

事故组驾驶员中调节误差在 以下的人数比例 人
,

占事

故组人数的 要小子无事故组驾驶 员中的相应人数 比例 人
,

占无事故人数的
,

而事故组驾驶 员 中棒调节误差在 以上 人数 比例 人
,

占事故组人数 的

铸 则要大于无事故组驾驶员中的相应人数比例 人
,

占无事故组人数的
。

这说

明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比场依存性小的驾驶员更可能发生交通事故
。

一些有关场依存性与驾驶行为关系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

与场依存性小的驾驶员在驾驶行为方面的主要差异
。

等人图和 从其研究

结果均发现
,

与场独立的被试相 比
,

场依存的被试对掩蔽的交通标志或交通信号有较长的反应

时间
,

并且有较多的交通事故
。

等人图进行了 项关于场依存性和驾驶员视觉探测行

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

结果表明驾驶员的场依存性越大
,

他的眼睛注视持续时间就越长
,

说明他

获取有关信息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

并且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的视觉探测形式是比较无效的
。

由此可见
,

场依存性小的驾驶员 比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在行车安全方面具有优势
。

其原因

在于
,

前者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可以敏感地发现与驾驶有关的视觉线索
,

知觉判断不易被环境

信息所干扰
,

而后者知觉判断容易为环境信息所干扰
,

发现危险情况的能力差 因此
,

场依存性

的大小可以作为区分安全驾驶员和事故驾驶员的一项重要指标
。

速度估计能力与行车安全性

驾驶员在行车时
,

总是处于迅速运动之中
,

因此
,

能否准确地估计速度对安全行车非常重

要
。

驾驶员对前面车辆
、

并行车辆
、

对面驶来的车辆以及 自己车辆的速度估计不准确
,

不能正确

地判断空间距离
,

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

许多车辆碰撞和翻车事故都与驾驶员对车

速的判断和控制有关
。

本研究的检测结果表明
,

事故组驾驶员速度估计能力测验的平均估计误差明显大于无事

故组驾驶员的平均估计误差 见表 事故组为 无事故组为
,

并且 组间的差

异非常显著 尸
。

此外
,

无论是事故组驾驶员还是无事故组驾驶员
,

在速度估计测验中

大多表现出提前反应倾向 见图
,

绝大多数被试的估计时间都小于灯泡在挡板后的实际移动

时间
,

但是事故组驾驶员的反应比无事故组驾驶员要更早一些
,

事故组的平均估计时间

为
,

而无事故组驾驶员的平均估计时间为
,

并且 组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尸

。
。

由图 也可以看出
,

事故组驾驶员速度估计能力测验的反应时间分布曲线比无事故

组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分布曲线明显偏左
,

事故组分布曲线的峰值位于 的左侧
,

而无事故

组分布曲线的峰值位于 的右侧
,

说明事故驾驶员在速度估计能力测验中比无事故驾驶

员有明显的过早反应倾向
。

其他有关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川
。

因此
,

可以利用速度估计

能力测验中的估计误差的大小或有无过早反应倾向 用估计时间反映 来作为区分事故驾驶员

与安全驾驶员的重要指标
。

速度估计能力测验的结果与被试的速度知觉能力和急躁程度有关
。

事故驾驶员速度估计

误差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在测验中过早反应
。

产生过早反应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比较急躁
,

不能控

制运动反应冲动 , 对时间和速度的知觉能力比较差
,

不能有效的利用某些衡量时间或速度的媒

介来判断时间和速度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结 论

事故驾驶员场依存的程度显著大于无事故驾驶员
。

场依存性小的驾驶员在复杂的交通

环境中可以敏感地发现与驾驶有关的视觉线索
,

知觉判断不易受环境信息的干扰
,

因而不容易

发生事故 而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的知觉判断易受环境信息的干扰
,

发现危险情况的能力差
,

因而比较容易发生事故
。

因此
,

场依存性小的驾驶员比场依存性大的驾驶员在行车安全方面具

有优势
。

事故驾驶员的速度估计误差显著大于无事故驾驶员的估计误差
,

其主要原因是事故驾

驶员 比无事故驾驶员有显著的过早反应倾向
,

反映出事故驾驶员比较急躁
、

速度知觉能力比较

差
。

说明驾驶员不能正确地估计速度是影响其安全行车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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