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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道路交通事故主要致因的驾驶员，引发事故次数和人员伤亡数都高达 50% 以上，但对驾驶员职业适宜性的跟踪考

核、定期检测、辅导培训等相关法律不健全完善的现状。结合内蒙古地区人口密度低，城镇、区域间距离较远且附属设施少，

长距离、单调驾驶环境作业等地域特色和车流小、车速快等交通特点。本文拟从驾驶员性格和气质类型角度对新进或即将

加入驾驶行业和队伍的驾驶员驾驶适宜性进行调查研究，以提高驾驶适宜性的判别能力和驾驶员整体驾驶水平，增强驾驶

人员的职业匹配度，推动驾驶适宜性理论的发展，缓解驾驶员的职业心理疾病，增强道路交通安全，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意义深远。

新手驾驶人；驾驶适宜性；气质类型；个性特质

人、车、路和道路环境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复杂的人机环境
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要素的协调组合才能保障道路交通安
全。一般来说，人在整个系统中占据主要因素，根据相关统计
结果显示，交通事故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达 80% 以上，其中
由职业驾驶人的原因而导致的事故高达 50% 以上 [1-3]。研究发
现 [4,5]，驾驶员的某些人格特征在特定的环境下极易构成危害，
这主要与其个人生理素质、心理状态、性格等有关，也就是说，
有些人适宜从事驾驶工作，有些人则不适宜 [6]。目前，相关研
究在驾驶适宜性检测设备及评价方法等方面仍不够深入 , 针对
新进入驾驶行业和队伍的潜在驾驶员的相关研究接近空白，相
关的政策法律支持保障也缺乏力度。基于此，结合内蒙古地区
地域交通特点易由单调景观环境下的长距离驾驶导致不合理的
疲劳进而引发恶性驾驶事故 [7]。基于此，从驾驶员性格和气质
类型角度对新进或即将加入驾驶行业和队伍的驾驶适宜性进行
探讨，提高驾驶适宜性的判别能力和驾驶员的整体驾驶水平，
增强驾驶人员的职业匹配度，推动驾驶适宜性理论的发展，缓
解驾驶员的职业心理疾病，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减少道路交通
事故及人员伤亡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基于气质类型和艾森克理论的调查设计

基于职业驾驶员以男性为主体的调查现状，结合统计学样
本选取方法，本文选取刚取得驾驶证及刚开始驾驶的 54 位（36
男，18 女），年龄在 25±5 岁（保证被试的各方面机能状态处
在相对一致的阶段）的被试作为调查对象，要求所选对象身心
健康，近期没有承受特殊刺激经历，依据相关问卷进行气质类
型和艾森克人格等测试。传统性格分类与气质类型分类及各自
的特点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气质类型分类及特点

气质类型 性格特点 

多血质 
神经活动强而均衡的灵活型。热情、有能力、适应性强，喜欢交际，精神愉快，机智灵活，

注意力易转移，情绪易改变；但办事重兴趣，富于幻想，不愿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胆汁质 
神经活动强而不均衡型。兴奋性很高，脾气暴躁，性情直率，精力旺盛，能以很高的热情埋

头事业，兴奋时，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精力耗尽时，情绪又一落千丈。 

粘液质 

神经活动强而均衡的安静型。平静、善于克制忍让、生活有规律，不为无关事情分心，有耐

久力，态度持重，不卑不亢，不爱空谈，严肃认真，但不够灵活，注意力不易转移，因循守

旧，对事业缺乏热情。 

抑郁质 

神经活动弱型，兴奋和抑制过程都弱。沉静、深沉、易相处，人缘好，办事稳妥可靠，做事

坚强，能克服困难，但比较敏感，易受挫折，孤僻、寡断、疲劳不易恢复，反应缓慢，不图

进取。 

 

表 2 艾森克人格特质分类及特点

个性特质 性格特点 

外内向 

外向的人不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难以形成条件反射，在个性上具有情绪

冲动和难以控制、好交际、善社交、渴望刺激、冒险、粗心大意和爱发脾

气等特点；内向的人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非常容易形成条件反射，在人

格上具有情绪稳定、好静、不爱社交、冷淡、不喜欢刺激、深思熟虑，喜

欢有秩序的生活和工作、极少发脾气等特点。 

神经质（情绪

性） 

情绪不稳定的人，表现出高焦虑。这种人喜怒无常，容易激动；情绪稳定

的人，情绪反应缓慢而且轻微，并且很容易恢复平静。这种人稳重、温和，

并且容易自我克制，不易焦虑。 

精神质（倔强

性） 

精神质项目上得高分，表现倔强、固执、粗暴强横和铁石心肠的特点；低

分表现温柔心肠的特点。 

 

2、调查测试结果分析

利用气质类型调查问卷及艾森克个性特质调查对 56 位新
手驾驶员进行调查，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其中图 2 的艾克
森人格类型是将艾克森人格气质分类中的三个维度进行组合得
到八种性格类型，分别为：内向情绪稳定倔强型、内向情绪不
稳定倔强型、内向情绪稳定不倔强型、内向情绪不稳定不倔强
型、外向情绪稳定倔强型、外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型、外向情绪
稳定不倔强型和外向情绪不稳定不倔强型，为作图简便，用一
到八分别代表各种性格类型。

由图 1 调查结果可见，调查的 56 位被试中，气质类型最
多的是胆汁质，多数人的调查结果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型
气质类型，这里的统计结果绝大多数为混合型中得分最高的类
型。其次是多血质、抑郁质，人数最少的为黏液质。该结果表
明：年轻新手驾驶员多数（64.3%）较有活力和热情，容易投
入，情绪起伏变化大，缺乏耐心，持续性差。对于驾驶员而言，
驾驶过程中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持续耐心针对不同道路交
通状况做出正确合理的操作。冲动、暴躁会引发不安全、不合
理的超车、超速等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违规的不合理驾驶行为，
进而诱发交通事故，危机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尤其对于胆汁
质类型驾驶员，被称为“马路杀手”[8]。而对于 56 位新手驾
驶员的调查结果中有 20（35.7%）位的气质类型趋向于胆汁质。
因此，新手职业驾驶员的专业教育培训、筛选和跟踪调查对保
证道路交通安全意义重大。

由图 2 可见，56 位被试中内向情绪稳定倔强型的人数最多，
外向情绪不稳定不倔强型的人数最少。其余依次为内向情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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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倔强型＞外向情绪稳定倔强型＞内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型＞
外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型＞内向情绪不稳定不倔强型＝外向情绪
稳定不倔强型。该结果表面年轻新手驾驶员多数易受外部环境
影响，易冲动，但能很快平复，不容易焦虑，比较有自己主见，
不太听别人劝说，其中外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型比例达 10.7%。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而言，时间就是生命，事故往往发生在几秒
之间。由此可见，大多数年轻新手驾驶员的性格特质都易引发
冲动、不安交规甚至违规操作等不合理驾驶操作，进而导致交
通事故，对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造成重大威胁。对于新手驾驶
员的职业素养的培养、专业能力提升及职业适宜性的研究至关
重要。

3、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 56 位新手驾驶员的气质类型和艾森克个性特质调
查结果统计分析得如下结论：

（1）年轻新手驾驶员中气质类型最多的是胆汁质，其次
是多血质、抑郁质和黏液质；

（2）年轻新手驾驶员中内向情绪稳定倔强型的人数＞内
向情绪稳定不倔强型＞外向情绪稳定倔强型＞内向情绪不稳定
倔强型＞外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型＞内向情绪不稳定不倔强型＝
外向情绪稳定不倔强型＞外向情绪不稳定不倔强型；

（3）年轻新手驾驶员中存在大量威胁行车安全的隐患特
质，如胆汁质中性格倔强者。需要从专业素质和能力教育、跟
踪调查等多角度进行培养，加强职业适宜性和匹配度的筛选。
为保障道路交通系统安全、高效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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