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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铁路运输安全人一机一环境系统中，人是保障安全的首要环节。“九五”期间，全路机

车已普遍安装运用了“机车监控装置”等～大批现代保安设备，而“人”的环节管理相对

滞后，已成为铁路运输安全保障体系中的突出薄弱环节。在铁路运输安全生产过程中，机

车乘务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职业安全要求应具备较高的心理、生理素质。然而，长期

以来，由于历史及待遇等方面原因，我国机车乘务员安全素质普遍偏低，尤为严重的是，

由于缺乏起码的职业安全生理、心理素质选拔程序及标准，少数不适宜担当乘务工作的人

员熏复发生事故，成为铁路运输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隐患。举例说明，根据某铁路机务段40

年事故统计，8．1l％的人发生了45．3％的事故，最多者达1人17件；另据三个机务段调查，

乘务员队伍中不乏有精神病患者或较为严重的人格缺陷者。此外，随着铁路提速及高速的

飞速发展，乘务作业中人的心理、生理负俯增加，疲劳程度呈几何指数递增。随着铁路改

革不断深入以及新技术设备的不断投入使用，迫切要求提高机车乘务员队伍素质。

根据科学、有效、实用的原则，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国内研究成果，在对机车乘务

员作业环境和作业过程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安全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学、

工效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统计学、计算机等技术和方法，对我国铁路机车乘务员职

业心理、生理素质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建立我国铁路安全保证体系、大力减少人凶事故、

实现人员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二、机车乘务员职业心理、生理影响因素分析

1环境因素

包括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作业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指天气变化所引起的风、雷、雨、雾等自然现象及洪水、塌方等各

种自然灾害。因列车运行是根据信号指示，而我国现行线路信号又是以地面显示为主，风、

雪、雨、雾等自然现象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机车乘务员的了望距离；大雪和冰冻直接影响列

车运行和道岔的变位；大雨、洪水会造成线路中断、路基松软、山体滑坡，严重威胁行车

安全；由于不少机车未安装空调，炎热季节会加快乘务员的体能消耗而导致疲劳，机车监

控装置会因环境温度超标造成“死机”现象。

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指铁路车站及沿线治安情况。目前，我国铁路线路绝大部分尚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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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封闭，加之社会治安等原因，常常因人为原因而发生行车事故。主要包括：人为关闭

牟辆折角塞门，盗窃货物时将货物搁置在线路上，人为设置行车障碍物，车辆、行人抢越

道口，行人、牲苗侵入限界，行人击打机车造成乘务员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等。

作业环境因素主要指机车上的振动、噪声、磁场、摇摆等因素，对乘务员生理心理影

响较大。有人就蒸汽机车驾驶室噪声对机车乘务员的听力影响做了测试，得出高频听力损

伤为46 3％，而语言听力损失则为6．7％。另外，由于速度高、惯性大，列车制动距离较长，

如旅客列车运行速度160～200 km／h时紧急制动距离为2 000 m，司机有可能会阂制动、停

车不，殳时而发生冒进、冒出等行车事故，这无疑给机车乘务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卫设备因素

我国铁路线路山区、丘陵地段比例较大，在不少线路上存在着坡道多、曲线多、桥隧

多现象，加之多种类信号、信号标志和线路标志以及电力线杆、接触网、不同的站场设备

和交会列车、地面施工等因素，都加大了机车乘务员的视觉紧张度和作业强度：曲线、隧

道还会影响了望信号的距离；各信号和标志达92类、146种，1}^分繁杂，也使乘务员对信

息的接受与辨别较为困难。

3．管理因素

机车乘务员一次作业时间过长。特别是货运机车乘务员，在繁忙干线超劳现象不可避

免，吃饭作息无规律性，作业量过大(出退勤等车时间过长)等问题，使生理心理负荷超

载，造成乘务员的身心疲劳，对情绪、行为影响较大。

4交叉作业因素

由于机车乘务员是各工种作业的交汇点，也成为信息交汇点。横向同各工种之间，要

接受各种(车务、车辆、供电、电务、工务)信息，还有机务段内部(检修、整各)信息，

增大r信息接受量；出退勤、站内作业处于机车车辆、列车和不同工种之间的高密度作业

区，易于造成自身和他人的伤害(自身伤害占80％以上)，因此，会影响乘务员的安全感
和增加自身工作的紧张度。

三、行车安全对机车乘务员职业心理、生理素质要求

’对感觉和知觉的要求

敏感性的特点和敏感程度是人的感觉能力的主要标志。乘务员所接受的视、听触觉信

号达146种以上。机车乘务员所接受的视觉信息占80％以上，对其视觉的要求应特别高，

由于地面和机车行车基本信号分为红、黄、绿、蓝、白，颜色区分辨认能力应达到中等以

上水平；听觉接受各种听觉信号，并能通过机器设备运转的声音判断是否正常，听觉敏感

程度应达到中等水平以上；有时机车发生故障需要嗅觉判断，所以机车乘务员应具有较高

的嗅觉水平；为了判断机车本身运行状态和路面情况正常与否，也需要较灵敏的振动感。

人的视觉、听觉分析器具有较强的抗疲劳特点。在行车作业过程中不间断地接受大容

量信恩流，是乘务作业所必备的。它要求乘务员具备感觉的稳定性。在特殊情况下，理解

基础一二的感觉反应速度就显得很重要。感觉的稳定性和感觉速度这两项属性一般具有先天

性，不易训练。速度感觉在调车或连挂车辆作业过程中非常重要，需要有较高的速度感觉

和准确判断能力。由于机车乘务员同时接受的多种信息是经多通道传递的，所以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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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接受信息能力。

2对注意属性的要求

(1)注意广度。由于机车乘务员要同时接受多源性信息，如机车运行中要同时注意信

号、线路、接触网、多个仪表等，所以要求他们有较高的注意广度。

(2)注意的转移分配。机车乘务员在观察仪表和前方时，要求不断地转移注意，当已

确认某项信息后，必须迅速转移到另一项信息显示器上，所以对注意力转移的圆滑性和转

移速度要求较高，过快会使作业者疲劳，过慢时又会错过时机。在特殊情况下要求极为迅

速，r‘般情况下要求注意分配好、转移适中。

{3)注意的稳定性和集中性。取决于兴奋过程的力度。兴奋过程减弱、注意的稳定性

必然降低。神经系统的这种特征是较难训练的，是乘务职业必备的心理素质。保持长时间

注意的稳定性、不为环境困素等各种外部因素所吸引，是乘务员安全操作所必备的心理条

件。在确认各种信号时，需迅速而准确。

：I对记忆属性的要求

il)长时间大容量记忆。现行机车乘务工作十分复杂多样，客观上要求机车乘务员必

须熟记的规章(如技规、行规、运规、事规、牵规等)、机车性能(包括构造原理、故障处

理、保安设备等)、车站状况、线路纵断面情况等，加起来达上千条内容，要求记忆准确并

熟知会用。有的经常应用，易于记忆；有的则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如特殊行车办法、故障

处理等)，但若不熟记、不会熟练运用，则极易发生事故。所以要求乘务员必须有良好的记

忆存储和运用处理能力。否则，一旦由记忆错误引发事故，其代价是极大的。

r2，短时记忆。对列车编组、闸瓦压力(含实际制动力)、行车到达提示、调度命令、

调车计划等要求短时记忆力好，对短时记忆用过后即可遗忘，遗忘无用数据信息会节约记

忆空阆，是保证完成下一步操作任务的必要条件。

(3)识记和宅间形象记忆。对列车编组、保安设备操作、仪表数字的识记，应有良好

的识记数字材料的技能；对线路、车站、专用线和机车构造、故障处理，应有空间形象记

忆，即形象记忆。另外，也包括思维逻辑记忆和位置立体记忆。

(4)对思维属性的要求。列车运行中的情况千变万化，要求思维敏捷。思维判断迟误

则会造成贻误时机，发生事故。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下，要求思维判断应稳、准、快并具有

层次先后性，尽快决策处理。即在这种情况下，对概念思维和思维的稳定性要求高。而思

维判断速度与个人的先天特点有关，很难通过训练加以改变。

4．动作的协调性要求

在调车、启动列车、途中操纵列车时，要求动作稳定、启动列车平稳、准确地控制速

度，变换操作方式时不冲动等。在调车作业时，有时眼睛外部了望，双手同时动作，需要

较高的自身协调操作能力。

5对意识运动属性的要求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对机车乘务员而言，意识运动的速度和精确性(如操纵按钮、按

键、开关、制动机、其他控制器等)应达到中等程度即可。但在特殊情况下，对意识运动

的速度和精确性的要求就很高，意识运动对情绪稳定性的影响作用也随之加大。如在列车
运行160 km／h速度时，每秒钟运行44．4 m，若前方有障碍物时，意识速度延误2 S、制动

距离将延长88．9 m，就可能发生行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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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情绪意志属性

耐力性、主动性、自持性、坚定性、果断性和稳定性对工作成效影响重大。乘务员特

别是货运机车乘务员虽然列车运行速度相对较低，但作业时间较长，时常出现超劳状态，

容易引起疲劳；长时间的单调作业和寂寞运行容易造成低负荷操作和睡意。为避免这种情

况发生，要求乘务员有良好的自我激励能力和较高的耐受力。由于乘务员饮食起居和作息

的不规则性(如无节假日、星期日)及工作重复性易于引起单调感，所以乘务员应有较高

的自持性。我国乘务作业多为两人一班单独作业，需要有自觉遵章守纪、标准化作业的主

动性和坚定性。遇特殊情况，如信息不完整、时间紧迫等，则要求处理问题应有果断性。

同时，机车乘务员由于作息无规律性，在处理个人、家庭问题上应加以注意，尽力避免应

激反应，不能把不稳定的情绪化倾向带到值乘作业中。

7．对语言和社会适应性的要求

“车机联控”等作业过程中，呼唤应答语言应清晰、明确、简洁。语言能力具有一定

的先天性，没有语言缺陷是保证安全的必要条件。社会适应主要指人际关系。因乘务工作

是群体行为的一环，所以同其他工种人员之间应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严重的不良性格

倾向，如孤僻、暴躁、退缩等不适宜承担乘务工作。

8，人格综合属性

包括情绪稳定性、态度倾向、行为适应、工作动机、职业兴趣(指热爱乘务工作)、价

值观、习惯(如生活条理化、思维严谨)等。人格具有⋯定的遗传性(如性格)。态度倾向

应具备良好的安全态度，习惯方面应无嗜酒、吸烟等。

四、机车乘务员职业心理、生理素质重要研究内容

1机车乘务员职业心理、生理素质标准研究

限据职业安全需要，对考取专业学校学习机车乘务的人员、进入机务段将要进行机车

乘务的人员进行职业能力检测选拔，对现职机车乘务员实行定期职业心理生理检测，将达

不到素质标准者从运用岗位上换下来，可保证机车乘务员具备与职业安全活动相适应的职
业心理、生理素质。

2机车乘务员使乘前心理、生理素质标准研究

铁路规章制度中要求机车乘务员出乘前充分休息、精力充沛。但目前尚无与之配套的

量化标准及具体的管理办法。对出乘前的机车乘务员实行药物和症候禁总管理，并进行情

绪紧张度和休息是否充分的检测，可保证乘务员在值乘中保持应有的大脑意识水平和反应
能力，也是保证安全行车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I不安全行为矫正训练方法研究

违章、违纪、违标等不安全行为是发生人身事故、行车事故、设备事故的根本原因和

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在科学地调查、掌握、分析机车乘务员个体不安全行为的心理、生理

特征和原因，实验有效的不安全行为矫正方法的基础上，建立微机统计、分析、矫正、反

馈的系列软件，可有效地减少违章、违纪、违标等不安全行为，从根本上提高机车乘务员
的安全性。

上述三方面内容紧密相联，构成机车乘务员职业安全科学管理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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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图1机车乘务员职业安全科学管理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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