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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和谐交通的组成

和谐交通



一、优秀的汽车驾驶员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1、是要时刻树立为乘客全心全意服务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履行在日常的行 

动之中，不计个人得失和报酬，当个人利益与他人，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特 

别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受到损失，遇到危险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需要挺身而出时，将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2、是树立优良的职业操守，养成热爱本职工作的习惯，对本职工作应兢兢业 

业，尽心尽责。

3、是树立文明运输、礼貌行车的思想。行车中，要端正驾驶作风，树立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4、是树立热爱学习，奋发进取的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经验、技术 

能力和理论知识水平。

前言2：优秀驾驶员必备条件



二：优秀的汽车驾驶员应自觉加强对交通法律、法规和其它相关知识的学

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模范遵守路道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树立

安全行车思想，把安全行车看作是对国家和人民承担的一种重大责任，避免交

通事故的发生。

三：优秀的汽车驾驶员应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克服在驾驶

车辆过程中常常出现的麻痹心理、急躁心理、紧张心理、刺激心理、在行车过程

中遇到问题能适时地采取措施，需要立即决定时，应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在无 

法避免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应以最小损失为前提果断处置突发状况。

四：优秀的汽车驾驶员应有过硬的汽车驾驶操作能力。做到手脚动作配合密

切，互相协调，方向盘掌握稳妥，车速合理，变速时油门、离合器配合恰当， 

制动运用得当，并能在行车中要善于正确处理人、车、路、气候、环境五者之 

间的关系，正确分析和判断外界各种信息并采取相应措施，能正确处理复杂情 

况和紧急危险情况，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前言2：优秀驾驶员必备条件



二、交通事故原因简析

(1)  混合交通 (行人、非机动车、各种类 

型的机动车) 给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带来 

很多麻烦。

(2) 驾驶员素质参杂，有部分人的法律意 

识淡薄，新手较多。

(3)道路通行条件差，路面状况不好。

(4) 车辆技术等级不高，技术性能稳定性 

差，安全保障系统容易发生故障。

(5) 管理法规还不十分完善。  (比如行人 

违章问题)

(5) 执法中弹性大，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 

高。

这些都是导致国内交通事故率较发达国 

家事故率高的重要原因。



车辆由人驾驶，道路由人使用，交通环境要有人的管理。因此，对
交通安全的研究应对人以足够的重视。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全国发生的   

道路交通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违法行为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其中超速行驶、占道行驶、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法超车、疲劳驾驶   

等原因造成的人员死亡比较突出。其中，超速行驶、客货混运、无证、   

低龄驾驶、夜间行驶成为马路四大“杀手” 。

二、交通事故原因简析

1 、人员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车辆很难以最佳状态行驶，
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自行   

车、摩托车和小型车在行   

驶过程中稳定性强，而且   

视距条件好，而且机动灵   

活所以其通过率高，喜欢   

穿擦，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另外，由于各种车辆的动   

力性存在差异，导致车速   

分布更为离散，也容易导   

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2、车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我国道路交通组成比较复杂，混合交通是我国交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    

点。尤其在城市道路中，交通信号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互相影响，

二、交通事故原因简析



近几年，由于机动车数量增长迅速，远远超过交通基础设施增长
速度，而我国低等级公路还比较多，道路狭窄或破损，大部分道路 

没设中央分隔带和路边两侧护拦，警告、限制等标志数量不足、标 

志不清不规范、符号模糊难以辨认，这些都从客观上增加了道路交 

通伤亡事故的发生率。

二、交通事故原因简析

3、道路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v       随着社会的发展，道路交通安全越来越显现出其特有的重要性，特别是 

当前汽车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安全行车成为摆在驾驶员面前的重要问题。 

交通系统是一个人、车、路和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要保证安全行车,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必须协调交通系统中的各个因素,提高交通系统的整体和 

谐性。交通事故从根本上说是由人、车、路、环境要素失去平衡所造成。

在整个繁杂的交通系统中，环境、路包含有不可抗拒的因素

而无法改变，比方：气候、灾害、路面塌方等，   但人和车的不

安全因素是完全可控的。

三、安全行车



1、影响驾驶员行车安全的因素

行车安全是我们每个驾驶员的共同愿望，影响行车安全的因素很多，

本人认为最重要的有心理情绪、职业道德、疲劳驾驶等因素，现论述

三、安全行车

如下：



驾驶员具有健康、稳定的心理情绪，就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

持清醒的头脑，作出正确的反映和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心理情绪对行车     

安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麻痹大意。有些驾驶员对必要的安全教育、行车规定、车辆检修等视为老

生常谈，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将行车安全规则抛于脑后，他人的事故教训不能 

吸取，自以为技术高超，不会发生事故，导致麻痹心理产生，行车警惕性不高， 

注意力不集中，遇事马虎了事，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2、斗殴睹气。驾驶员在行车中，碰到不顺心或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而生气，把  

车辆当成发泄自己怨气，向对方施行报复的工具。

3、紧张与恐惧。驾驶员情绪过于紧张与恐惧会导致感觉混乱，运动失调，操  

作失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1、影响驾驶员行车安全的因素

一、心理情绪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三、安全行车



二、职业道德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驾驶员职业道德与行车安全关系密切，驾驶员要用驾驶员的职业道德来      

规范自己的行为，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遵章守规，文明驾驶，真正做一      

名素质精良、技术精湛的合格驾驶员。其具体表现为：

1、超速行驶。开快车、开英雄车、开霸道车，孰不知“十次事故九次快”。
2、酒后驾车。置安全于脑后，我行我素，严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3、开故障车。平时不注意检查保养，临出车时，明知方向、制动等安全装置有故 

障而不及时修理，抱着凑合一次的心理，开着这样的病车上路，是非常危险的，将 

对自己、对其它车辆或行人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甚至会酿成车毁人亡的惨祸。

4、长时间占用他人车道或超车道行车。有些驾驶员只顾自己方便长时间在超车道 

上行驶，使后面来的车无所适从，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

5、严重超载。有些驾驶员受经济利益驱使，车辆严重超载。这种严重超载的车辆 

不但影响车辆的使用寿命，降低制动效能，还直接威胁到行车的安全。

三、安全行车

1、影响驾驶员行车安全的因素



   驾驶员产生疲劳后，精神方面主要表现为思想不集中、注意功能失

调、反应迟钝；视觉不清晰、思考欠周到、判断失误；观察范围变窄、情

绪急躁、焦虑、困倦瞌睡等。肢体方面主要表现为动作迟缓、手脚麻木、 

操作技能下降、全身有倦怠感、沉重感等，最终造成驾驶车辆失控、处理 

和突发情况不及时、不准确而引发交通事故。

三、疲劳驾驶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疲劳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大敌，只有充分认识到疲劳驾驶对行车安全

的危害性，才能有效地防止、杜绝这类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安全行车

1、影响驾驶员行车安全的因素



2、驾驶人的交通安全特性

三、安全行车

321



静视力

人体静止时的视

力，驾驶人在考  

取驾驶执照时，  

检查的就是静视  

力。

机动车在行驶中， 

驾驶人观察道路上 

的障碍物，都是在 

一定相对速度条件 

下进行的，这时的 

视力就是动视力。

在夜间行车时，在 

无外部照明，只用 

汽车前灯照明的条 

件下，驾驶人能发 

现各种颜色的距离 

的能力。

1.视力——视觉敏锐度

2.1 驾驶人的视觉特性

三、安全行车

夜视力动视力



明 适 应
由暗处到明亮处，眼睛习惯、视力恢复，称为明适应。

明适应则可在1分钟内达到完全适应。

暗 适 应
由明亮处进人暗处，眼睛习惯、视力恢复，称为暗适应。

暗适应，时间较长，通常要3-6分钟才能基本适应。

2.1 驾驶人的视觉特性

2.视力适应——人的眼睛对于光亮程度的突然变化适应的过程。

三、安全行车



动 视 野静 视 野

人的眼睛注视前方，头   

部和视线固定时，所能   

看到的全部范围称为静   

视野。

如仅将头部固定，眼球自

由转动时能够看到的全部

范围称为动视野。

三、安全行车

2.1 驾驶人的视觉特性

3..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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