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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对人格缺陷驾驶员的影响

王　鹏１，李　冲２，张长军３，孙卫星４

（１．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三科，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２；２．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研究室，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２；３．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四科，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２；４．新乡市交警支队，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对存在人格问题或缺陷的机动车肇事驾驶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的效果。方法　１０３
例人格缺陷的机动车驾驶员分为心理辅导组（ｎ＝５１）和对照组（ｎ＝５２）。心理辅导组给予心理辅导，包括认知心理辅
导，问题或缺陷矫正训练；对照组不予心理辅导。１ａ后再次对２组驾驶员进行人格测评和效果评价。结果　随访１ａ
后，心理辅导组卡特尔１６种人格因素问卷调查得分中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及独立性５个方面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恃强性、怀疑性、忧虑性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心理辅导组次级人
格中内外向型、安详机警、怯弱果断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受试者违章记分人次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心理辅导可有效改善驾驶员人格中存在的问题或缺陷，降低驾驶机动车过程
中违章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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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汽车拥
有量呈倍数增长，交通事故已成为第１公害。在交
通事故诸多因素中，驾驶员因素引发的交通事故约

占８８．０％［１］。作者对新乡市２２６例曾发生交通肇
事的机动车驾驶员进行了人格问卷调查，并与未发

生交通肇事的机动车驾驶员人格问卷调查进行对照

分析，发现部分肇事驾驶员人格存在问题或缺陷，这

种人格问题或缺陷使其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易发

生交通肇事。在当地交管部门的支持下，由专业人

员对部分肇事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或心理

行为矫正，现将１ａ的随访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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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对２００９年调查的新乡市２６６例机
动车肇事驾驶员进行人格问卷调查，存在人格缺陷

者１０３例，其中自愿接受专业人员的心理辅导者５１
例作为心理辅导组，男４１例，女１０例，年龄２１～５７
岁，平均（３５．４±１５．３）岁；文化程度：小学３例，初
中３５例，高中或中专９例，大专或大学 ４例；驾龄
１～３３ａ，其中≤５ａ３３例，≥５ａ１８例。其余５２例
存在人格缺陷未参加心理辅导者作为对照组，男４３
例，女９例，年龄２０～５６岁，平均（３５．８±１５．６）岁；
文化程度：小学４例，初中３７例，高中或中专８例，
大专或大学３例。２组受试者在年龄、性别、受教育
年限、驾龄等因素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随访调查均在充分告知和签署知情同意
书的情况下进行。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心理辅导内容与辅导方法　围绕职业道德、
环境适应能力、意志品质、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

力、心理应激调控能力等为核心内容进行心理辅导，

以提升驾驶员“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

恒性、敢为性、实验性、自律性、适应性”９种人格健
康因素。克服驾驶员的犹豫不决心理、骄傲自满心

理及急躁心理，具体方法：对心理辅导组实施每周１
次的心理辅导，每次４０ｍｉｎ，连续进行１２周。辅导
结束后进行量表测评。

１．２．２　１ａ后随访测评　采用国际标准的卡特尔
１６种人格因素问卷（Ｃａｔｔｅｌｌ１６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１６ＰＦ）［２］为测评工具进行测试。１６ＰＦ
问卷共有１８７道题，包含１６个主要人格因素：乐群
性（Ａ）、聪慧性（Ｂ）、稳定性（Ｃ）、恃强性（Ｅ）、兴奋
性（Ｆ）、有恒性（Ｇ）、敢为性（Ｈ）、敏感性（Ｉ）、怀疑
性（Ｌ）、幻想性（Ｍ）、事故性（Ｎ）、忧虑性（Ｏ）、实验
性（Ｑ１）、独立性（Ｑ２）、自律性（Ｑ３）和紧张性（Ｑ４）；
８个次级因素：适应与焦虑（Ｘ１）、内向与外向（Ｘ２）、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Ｘ３）、怯懦与果断（Ｘ４）、心理
健康因素（Ｙ１）、专业有成就者的个性因素（Ｙ２）、创
造能力个性因素（Ｙ３）、在新环境下有成长能力的个
性因素（Ｙ４）。测试前由心理医师详细讲解量表测
评的目的意义和注意事项，在统一指导语下进行测

评，测评环境一致。

１．２．３　违章肇事情况　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第４章第４３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
严重程度，１次记分的分值分别为１分（５小项）、２分
（１２小项）、３分（１４小项）、６分（１２小项）和１２分（４
小项）。违章违法行为各大项中的任意小项分别记录

相应的分值。具体记分情况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记分分值》。调查来源于市交警支队车。

１．２．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心理辅导组和对照组机动车驾驶员人格特征
（１６ＰＦ）比较　结果见表１。１ａ后随访，心理辅导
组在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独立性５个方
面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
０００１）；在恃强性、怀疑性、忧虑性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１　１ａ后随访心理辅导组和对照组人格测试得分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

ｔｅｒｏｎ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珔ｘ±ｓ）

人格因素 心理辅导组（ｎ＝５１）对照组（ｎ＝５２） ｔ Ｐ

乐群性 １２．７９±３．０１ １１．０５±３．１０ ２．９０ ＜０．０１

聪慧性 ８．４６±１．８７ ８．４０±１．６９ ０．２３ ＞０．０５

稳定性 １６．７４±２．８２ １４．７２±２．７１ ２．８４ ＜０．０１

恃强性 １１．９６±３．７９ １４．２５±３．６５ ４．８９ ＜０．００１

兴奋性 １５．４３±３．５９ １２．５２±４．９３ ５．１４ ＜０．００１

有恒性 １０．６５±２．７８ １０．３０±４．１６ １．１３ ＞０．０５

敢为性 １１．９３±３．５２ １０．８８±３．４８ ２．２２ ＜０．０５

敏感性 １２．１２±３．１４ １１．３０±３．５２ １．８５ ＞０．０５

怀疑性 １１．４７±５．２９ １３．２２±３．５８ －２．８８ ＜０．０１

幻想性 １１．６０±３．１０ １０．９０±３．１８ ０．４４ ＞０．０５

世故性 １２．８６±３．４５ １１．５２±４．３１ １．７１ ＞０．０５

忧虑性 ９．３４±２．６８ １０．２９±３．１１ －２．５４ ＜０．０５

实践性 １０．１２±２．９２ ９．５３±３．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５

独立性 ８．３２±３．０６ ７．６６±２．９６ －２．０３ ＜０．０５

自制性 ８．２６±２．７６ ８．１１±３．０６ －１．３５ ＞０．０５

紧张性 ９．６６±３．２１ １０．０２±３．６８ －０．４３ ＞０．０５

２．２　次级人格特征比较　结果见表２。心理辅导
组在内外向型、安详机警、怯弱果断３个方面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１ａ后随访心理辅导组和对照组机动车驾驶员１６ＰＦ

人格测试次级人格特征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１６Ｐ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ｏｎ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珔ｘ±ｓ）

因子项 心理辅导组（ｎ＝５１）对照组（ｎ＝５２） ｔ Ｐ

适应焦虑 ６．５８±１．０８ ６．６７±１．３１ ０．７４ ＞０．０５

内外向型 ６．７２±１．９８ ７．８５±１．６１ －４．９３ ＜０．０１

安详机警 ６．２１±１．８９ ５．５３±１．７４ ２．５４ ＜０．０５

怯弱果断 ４．２１±１．４９ ４．７１±１．４１ －２．０９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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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组受试者１ａ后随访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分值比较　心理辅导组违章记１分、２分、３分、６分
和１２分者分别为２０人次、１１人次、７人次、４人次、
１人次，共４３人次。对照组分别为 ３１人次、２５人
次、１６人次、１２人次、３人次，共８７人次。心理辅导
组违章记分人次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交通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

题。有研究表明性格、气质和能力等心理因素是增

加交通肇事概率的重要因素，大约占８０．０％［２］，所

以重视对机动车驾驶员心理因素的研究和心理训

练，有助于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３］。本研究

随访发现，接受心理辅导的驾驶员在乐群性、稳定

性、独立性、兴奋性和敢为性５个方面较１ａ前有明
显改观，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恃强

性、怀疑性和忧虑性３个方面得分与对照组比较也
有明显降低；进一步说明了人格有缺陷的心理辅导

组驾驶员多表现为性格内向、依赖性较强、优柔寡

断、机警不足、易受人驱使而不能独立、自控能力差

和注意力不集中，驾车过程中易急躁、注意力不集中

致使对车外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处理紧急情况的

能力降低，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故驾驶员的人

格缺陷与肇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有人格缺陷

的个体取得驾驶资格从事机动车驾驶时有极大可能

成为交通肇事的制造者或为交通肇事埋下隐患。

本研究机动车肇事驾驶员人格调查结果与其他

相关研究基本一致［４５］。通过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和心理问题矫正，人格问题或缺陷有了明显的改善。

１ａ后的随访结果显示，心理辅导后的驾驶员违章违
纪人次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访

结果高度提示在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或相关培

训机构，应该增加心理测试和心理评估这一重要环

节，对那些通过心理评估确有问题或缺陷者，进行同

步的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以矫正其人格中存在的

问题或缺陷，为其获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后的安全行

车奠定基础，从而预防和减少交通肇事的发生。培

训前或培训过程中的心理评估也有助于及时掌握参

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为培训

时的驾驶操作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科学的心理辅

导能够帮助个体心理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个体

的心理素质或心理品质日益成熟，能克服人格中存

在的缺陷，更好地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和路况，正确

分析判断和处理驾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学

的心理辅导能够有效地减少或降低交通事故的发

生，值得政府交通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使心理辅导成

为驾驶员培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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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的心肌酶谱显著高于健康儿童，经过积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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