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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疲劳对工作记忆的影响 

宋国萍 张侃 

· 卫 生 预 防 · 

【摘要】 目的 探讨连续驾驶10h疲劳后工作记忆的变化。方法 采用连续驾驶10h的出租车司机 

作为驾驶疲劳组 ，组间对照研究设计 ，对照组为充分休息的出租车司机。主要测试数字记忆广度、词语记 

忆广度、连续减法测验、随机数字生成测验。结果 驾驶疲劳组在数字倒背(5．37±0．72)个 、正确反应数 

占总反应数的百分比(79．95±8．04)％、随机数字生成总数(88．33±19．48)个、随机性(0．40±0．05)、数字 

对偏差的频率(12．35±12．88)％、反应变化前发生反应的平均数(49．72±8．06)个等几项测验内容，同对 

照组[(6．60±0．40)个 、(90．67-4-6．65)％、(158．27±29．12)个 、(0．30±0．06)、(24．29±10．59)％、 

(35．90±10．64)个]相比均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 驾驶疲劳后工作记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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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t driving fatigue on working memory．Methods The con— 

trol group included 1 2 taxi drivers after adequate rest while the fatigue group included 27 taxi drivers who had been 

driving for l Oh．Digit memory span，words span，Digit Subtraction Test，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test were 

used．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6．60±0．40，90．67±6．65，158．27±29．12，0．30±0．06，24．29± 

l0．59，35．90±10．64)，driving fatigu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P<0．05)different in the number of backward 

number memory span(5．37±0．72)，percentage of number of right reaction of the number of total reaction of Digit 

Subtraction Test(79．95±8．04)，total number of RNG(88．33±19．48)，RNG(0．40±0．05)，Coupon(12．35± 

l 2．88)，NSQ(49．72±8．06)．Conclusion Driving fatigue can decline the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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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疲劳往往发生在连续驾驶一段时间后、睡眠 

缺失或要求持续注意力的工作后 J̈，这将导致驾驶过 

程中需要的各种认知和心理运动能力的下降 ，并可 

能进一步导致交通事故 等。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 

息进行暂时性加工和储存的综合能力，并且对于认知 

能力的评价能起到一种预报作用 。。大量研究证明， 

工作记忆系统对于完成学习、运算、推理、语言理解等 

复杂的认知活动起关键作用 J。作为加工资源的工 

作记忆能力的下降，可能是导致一般认知能力下降的 

原因 J。本研究探讨驾驶疲劳后认知能力及工作绩 

效的下降提供基础。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2010年 4～5月，采用组问对照研究。被试均为 

男性，汉族，年龄 (33．03±5．26)岁，驾龄 (6．15± 

1．76)年，共27人。文化：大专23．1％；高中／中专／职 

高65．4％；初中 11．5％。婚姻：已婚 69．2％；未婚 

30．8％。均为右利手，视力(裸眼或矫正)正常，听力 

正常，身体健康。实验组为早 7：00接车到 17：O0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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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大约有 10h驾驶的出租车司机，交车后到实验室 

进行测试，为 27人。对照组为其中倒休的出租车司 

机，保证前一天晚上有很好的睡眠，在倒休那天早上 

8：()(】到实验室，共 12人。 

二 、方法 

1．测评工具及方法：(1)数字记忆广度：来自韦氏 

智力量表中的“背数”。由主试按 1+／s的速度念出 

不同数目的数字，从 3个数字开始，每个数目的数字进 

行测试2次，直到被试连续 2次不能够正确回忆出，为 

被试能够正确回忆的数 目，最多为 9个数字。共有两 

种：正背和倒背。分别计算正确回忆的数目。(2)词 

记忆广度：Rey听觉语词学习测验(AVLT)：由主试按 

1个／s的速度念出 15个词汇，念完 1遍，被试回忆 1 

遍，共进行 5遍。然后再念另一组词。要求被试在听 

完后立即复述。在复述后，要求被试再尽量回忆第一 

组词，用以测试由于学习第二组词而产生的对第一组 

词记忆的干扰。每一正确回忆记 1分，总分为 5次内 

正确回忆的总数。(3)连续减法测验 ：任给被试一 

个百位数为9的3位数，要求被试大声读出，依次从该 

数中减9并报告，减8报告⋯ ⋯直至减1，再依次减2 

报告，减 3报告⋯ ⋯直至减9，如此循环，记录每次的 

计算结果。要求被试越快越好，越正确越好。若超过 

20s没有回答，由主试进行提醒。总测试时间为3 min。 

记录指标：反应总数(NR)，正确反应数占总反应数的 

百分比(CR／NR)。(4)随机数字生成测验：要求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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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min之内说出一位数(0～9)的随机数，要尽可能 

随机和尽可能多。由主试用 RGCalc软件 记录和分 

析。分析和统计指标，N：产生随机数字的总数；R：偏 

离理想数字序列的程度；A：相邻数字对在所有数字中 

所占比例；TPI：转折点指数；RNG：随机性；Coupon：反 

应变化前发生反应的平均数；Runs：重复数字段间间隔 

的变异性；NSQ：数对偏差的频率。 

2．统计处理：采用 SPSS 1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 果 

一

、记忆广度 

连续驾驶 10h后，无论数字还是词汇记忆广度均 

表现为一定 程度 的下 降，而数 字倒背 (t( 瑚)= 
一 3．09，P=0．018)差异有显著性。见表 1。 

表 1 连续驾驶 10 h前后 2组记忆广度比较( ±S，个)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二、连续减法测验 

连续驾驶 10 h后，反应总数、正确反应数占总反 

应数的百分比均下降，其中正确反应数占总反应数的百 

分比差异显著(t( ：37)=2．15，P=O．030)。见表2。 

表2 连续驾驶 10 h前后 2组连续减法测验 

结果比较( 4-s)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三、随机数字生成测验 

连续驾驶 10h后，随机数字生成任务完成下降， 

各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以生成随机数字的总数 

(t ：37)=一3．58，P=0．000)、随机性 (t(d，：37)= 

2．93，P=0．005)、数对偏差的频率(t f ： =3．10，P 
= 0．003)、反应变化前发生反应的平均数(t ：37]= 

3．15，P=0．032)变化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表3 连续驾驶 10 h前后2组随机数字生成 

任务比较( 4-S)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O1 

讨 论 

研究已表明连续驾驶 10 h后，司机有明显疲劳感 

受 ，可认为本实验中各测试结果为驾驶疲劳的结 

果，即连续驾驶 10h后，数字倒背记忆广度下降、连续 

减法测验、随机数字生成作业成绩下降，工作记忆下 

降。数字记忆广度中的倒背不仅同短时记忆有关，由 

于难度加大，同工作记忆也有一定关系 ⋯̈。大学生被 

试进行单纯睡眠剥夺 ，试验期间可以自由活动，没 

有任何工作负荷，数字倒背记忆广度在 45 h后，正背 

在 69 h后有显著下降。本试验中，出租车司机连续驾 

驶 10h后，数字倒背成绩有显著下降，同样表明数字 

倒背更能反映疲劳的影响。驾驶疲劳后，正确反应数／ 

总反应数下降显著。同前人研究  ̈一致，相对作业时 

间(反应总数)而言，连续作业对正确性影响更大。该 

任务相较短时记忆任务而言，难度加大，加工负荷加 

重，记住计算结果的同时，要记住上一个被减数，因而 

耗耗费心理能源比较多的测试 。费时间较单纯短 

时记忆任务要长；进一步由于加工需要的时间长，储存 

和保持受影响，可能出现遗忘上一个被减数。驾驶疲 

劳后工作记忆下降，可能主要同连续驾驶后唤醒水平 

的降低有关 ，唤醒水平的降低将会导致注意力的下 

降；并且连续作业本身也会导致负面情绪的增加 1o]； 

另外可能连续作业也会导致脑内神经抑制性递质增 

多，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工作记忆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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