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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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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晕车症状

02

发生率与普遍性

晕车是指在乘坐交通工具时，由于身体感知到的移动与视觉、内耳等

感知到的移动不一致，引发的一系列不适症状，如头晕、恶心、呕吐、

冷汗等。

晕车现象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较

弱的人群中发生率较高。

晕车现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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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晕车机理

通过对晕车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助于揭示晕车的生理机制，

为预防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02

指导交通工具设计

针对晕车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可以为交通工具的设计提供

改进建议，提高乘坐舒适度。

03

促进公众健康

探讨晕车的对策措施，有助于

减轻或消除晕车症状，提高人

们的出行体验和生活质量。

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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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前庭器官负责感知平衡和运动状态，

部分人前庭器官较为敏感，易受到车辆运

动刺激而产生晕车症状。

前庭器官敏感性

疲劳、饥饿、过饱或患有某些疾病时，身

体对外部刺激的承受能力降低，容易引发

晕车。

身体状况

晕车症状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可能与

遗传基因有关。

遗传因素

个体因素



颠簸、曲折或拥堵的路况
会增加车辆运动的复杂性
和不规律性，从而加重晕
车症状。

路况不佳 车内环境 视觉刺激

密闭的车厢、异味、噪音
等不良环境因素会干扰人
体感官的正常功能，诱发
或加重晕车。

快速移动的景物、阅读或
看手机等视觉活动会与前
庭器官感知的运动信息产
生冲突，导致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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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



对乘车经历感到紧张、不
安或恐惧的心理状态会加
重晕车症状。

焦虑情绪

既往的晕车经历可能导致
个体在再次乘车前即产生
预期性的紧张和焦虑，进
而诱发晕车。

预期性晕车

过度关注自身感觉或车辆
运动状态可能导致感官信
息输入紊乱，引发晕车。

注意力过度集中

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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