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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253 
related papers in CNKI database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nd visuali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evolution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the influ-
ences of driver’s personality, aggressive driving, driver’s emotion, driving style, driver’s fatigue, 
hazard perception, driving experience on driving safet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evolution,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presenting a good state with 
diversity in study subjects, content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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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梳理和分析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现状，以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有关“交通心理学”的253篇文献

为研究对象，采用CiteSpace软件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规律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71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71
http://www.hanspub.org


王栋 等 
 

 

DOI: 10.12677/ap.2019.93071 564 心理学进展 
 

1) 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驾驶员人格特征、心理素质、攻击性行为、驾驶情绪、驾驶风

格、驾驶疲劳、驾驶决策、危险知觉、驾驶经验等方面对驾驶安全的影响；2) 从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来

看，我国交通心理学发展迅速，整体呈现出研究对象广泛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内容多样化的发展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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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心理学是研究交通运输系统中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常若松，2014)。我国交通心理学研

究，最早始于 1980 年管连荣关于疲劳驾驶的研究，该研究主要探讨了汽车驾驶员疲劳驾驶的行为表现，

并提出了缓解驾驶疲劳的方法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管连荣，1980)。此时，交通心理学正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文献不足 10 篇，学者主要探讨驾驶注意、驾驶事故中人的因素分析、驾驶员距离估计等。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驾驶适宜性检测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才逐步走向正轨。学者开始探

讨具体的心理因素，如驾驶有关的感觉、知觉、人格等，对驾驶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时期，韩玉昌编

著的《汽车交通心理学》 (韩玉昌，1991)，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交通心理学的论著，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交

通心理学研究进入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阶段。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交通心理学研究，该

学科的研究理论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如，研究对象不再拘泥于汽车

驾驶员，还包括了飞机驾驶员、公交车驾驶员等，研究方法有采用模拟驾驶、眼动、事件相关电位等技

术，研究内容也囊括了驾驶员的生理因素、人格特征、心理素质、驾驶员情绪、驾驶风格、危险知觉、

驾驶经验等方面对驾驶安全的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成果是常若松编著的《汽车驾驶员安全心理学手

册》 (常若松，2014)。该书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汽车驾驶员安全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研究的理

论和方法，还从汽车驾驶员的生理因素、视知觉、注意力、危险感知等方面入手，对驾驶员的驾驶决策、

情绪、人格以及交通环境对汽车驾驶安全的影响做了归纳总结，对我国交通心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我国交通心理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那么，该学科的研究热点有哪些，研究热点随

着时间如何演变与进化，现有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和空白等，上述问题就要求我们对国内交通心理学的

研究现状以及前沿趋势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这对于研究者全面了解学科发展脉络以及预测学科发展

方向和趋势有着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的一种图形(刘则渊，2008)。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

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

复杂关系(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2015)。研究者可以根据科学知识图谱对学科结构、研究内容、研

究热点及其关系有清晰的认识，并可预测学科发展的前沿和趋势。相比传统的文献综述法而言，绘制科

学知识图谱过程简单、省时省力，科学知识图谱的结果也更为全面、客观、直观，因此科学知识图谱方

法受到各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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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是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重要工具。它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华人学

者陈超美博士于 2004 年开发的一款主要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的信息可视化软件(李杰 & 陈超

美，2016)。该软件适用范围广泛，以“CiteSpace”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上就搜索到文献 1749 篇(截
止到 2019 年 2 月 28 日)，主要应用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计算机软件、体育、企业

经济、管理学等领域。目前，CiteSpace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已被引入到心理学研究中(辛
伟，雷二庆，常晓，等，2014；李峰，朱彬钰，& 辛涛，2012)，在我国留守儿童(李艺敏 & 李永鑫，

2014；王东华，张晓丹，陈付丽，& 汪海彬，2016)、倦怠(杜江红，郝文靓，& 李永鑫，2013)、国内心

理语言学(蔡艳玲 & 司俊龙，2017)、儿童害羞(谢庆斌，朱晶晶，胡芳，等，2018)、阅读眼动(邹申，孔

菊芳，& 王玉山，2015)、积极心理学(姜月 & 彭贤，2017)等方面得到了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鉴于学者迫切需要了解我国交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以及前沿趋势，本文以中

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交通心理学相关文献作为原始数据，利用 CiteSpace III 绘制交通心理学的

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分析国内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过程，以期研究者能够俯瞰该学科的研究

“全貌”并对预测学科发展的前沿和趋势起到参考和启示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将“交通心理学”或者“驾驶”或者“驾驶决策”或者“驾驶疲劳”

或者“驾驶感知”作为检索主题，“心理学”作为检索学科，检索时间设定为“时间不限~2018 年 12 月

31 日”来开展文献检索工作。将检索到的题录进行人工筛选，剔除重复文献、会议通知、悼文等不符合

要求的文献，得到 1985~2018 年间 267 篇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图 1 所示文献发表的年代分布情况

来看，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 2003 年到 2017 年间总计 253 篇，本文仅针对这 253 篇文献进行后续的研

究热点及其演进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图 1. 文献发表年代分布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71


王栋 等 
 

 

DOI: 10.12677/ap.2019.93071 566 心理学进展 
 

2.2. 研究过程 

借鉴以往研究，将 253 篇有效题录信息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再采用 CiteSpace III 自带的转换工具，

将数据转换成 CiteSpace III 可分析的格式，然后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 III 中，进而对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

究热点及其演进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 
在探讨研究热点上，设置参数如下：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Keyword)”，时间跨度设定为“2003~2018

年”，时间切片设定为“1 年”，选用“Pathfinder”为网络裁剪方法，“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为

网络辅助裁剪策略。经过多次的调整和测试，设定 Top N = 50，即在每个时区中提取 50 个引用次数最高

的关键词。 
在探讨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上，设置参数如下：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Keyword)”，时间跨度设

定为“2003~2018 年”，时间切片设定为“4 年”，Top N = 50，“Pathfinder”为网络裁剪方法，“Pruning 
sliced networks”为网络辅助裁剪策略。 

上述参数设置均是在多次调整下确定的，以确保得到的研究结果清晰准确，便于分析与观察。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热点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是从文题及摘要中提炼出来的，是反映学术论文内容最值得信赖的指标。本文根据关

键词的词频以及关键词聚类后得到的热点领域来识别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 

3.1.1. 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253 篇文献中共有 403 个关键词，呈现总频次 738 次，前 30 个高频关键词呈现的总频次为 282 次，

占总频次的 38.2%。关键词频次排名前 30 的关键词及频次如表 1 所示，排在前 10 位的关键词有：驾驶

员(47)、驾驶行为(26)、交通安全(15)、事件相关电位(14)、驾驶疲劳(14)、驾驶安全(13)、驾驶经验(13)、
危险知觉(12)、交通事故(11)、驾驶风格(10)。这初步展现出我国交通心理学主要在驾驶员的驾驶行为、

交通安全、驾驶疲劳、驾驶安全、驾驶经验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Table 1. Frequency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top 30) 
表 1. 高频关键词词频(top 3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驾驶员 47 16 汽车驾驶 6 

2 驾驶行为 26 17 路怒症 6 

3 交通安全 15 18 交通心理学 5 

4 事件相关电位 14 19 驾驶人 5 

5 驾驶疲劳 14 20 安全态度 5 

6 驾驶安全 13 21 攻击性驾驶行为 5 

7 驾驶经验 13 22 脑力疲劳 5 

8 危险知觉 12 23 驾驶技能 5 

9 交通事故 11 24 人格特征 5 
10 驾驶风格 10 25 感觉寻求 5 

11 驾驶愤怒 8 26 航线飞行员 4 

12 心理健康 7 27 危险驾驶行为 4 

13 心理学 7 28 眼动研究 4 
14 模拟驾驶 7 29 危险类型 4 

15 驾驶决策 7 30 攻击性驾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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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热点领域分析 
本文采用 CiteSpace III 对上述关键词进行聚类以识别出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依据特定

标准，若模板值(modularity，Q 值)在 0~1 之间，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 值)大于 0.3，则表明该聚类分

析出来的结果是显著的。我们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出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热点领域共分为 50 类，其中，Q
为 0.8，S 为 0.59，这表明聚类结果显著。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前八大类，如图 2 所示，并详细说明各

个热点领域的具体研究情况。 
 

 
Figure 2. Hot spots of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图 2. 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热点领域 

 
种类#0“安全心理学”为最大类，由 30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89。该类主要包括“安全心理学”、

“驾驶员”、“驾驶风格”、“心理健康”、“人格特征”、“危险感知”等关键词，探讨关于驾驶员

安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具体为驾驶员心理健康、驾驶风格、人格特征等方面与驾驶安全的关系及影响，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访谈与问卷法、自然观察法、实验法和事故率统计法(马锦飞，陈晓晨，& 梁超，2013)。
其中，驾驶员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数量最多。根据文献的被引频次，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欧颖等

(2010)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90 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 620 名驾驶员的

一般情况、生活事件、心理健康和人格方面进行测试，通过计算 SCL-90 总分大于 160 分的驾驶员在驾驶

员总数的比值来衡量驾驶员的心理问题发生率，结果发现频繁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心理问题发生率明

显高于普通驾驶员；通过 EPQ 评分发现驾驶员的情绪维度和精神质维度均对驾驶员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

响(欧颖，蒙华庆，覃青，等，2010)。赵圆圆和刘期(2011)对满 12 分驾驶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等 14 个方面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发现男性、低学历、家庭人数多、低收入、家用车、非职业司

机特质等上述特征符合越多的驾驶员越容易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从满 12 分驾驶员的 SCL-90 总分来看，

这些驾驶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易出现心理问题。因此，积极改善驾驶员的心理健康，并对已经表露

或潜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地咨询和疏导，这对于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以维护道路

交通安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种类#1“攻击性驾驶行为”为第二大类，由 29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1，包括“心理学”、“汽车

驾驶”、“安全态度”、“路怒症”、“危险驾驶行为”、“攻击性驾驶行为”、“人格特质”、“攻

击性”等关键词，主要探讨驾驶员人格特质、情绪对驾驶行为的影响。第一，关于驾驶员人格特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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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孙龙《驾驶员人格特质研究评述》 (孙龙，2013)，主要归纳和总结了不同人格对驾

驶行为的影响，着重介绍了攻击特质、感觉寻求、内外控倾向与危险驾驶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攻击特质

与危险驾驶行为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感觉寻求不仅促使危险驾驶行为的形成，还与危险驾驶行为呈现

显著正相关；内外控倾向与危险驾驶行为存在间接联系。第二，关于驾驶员情绪的研究，主要围绕“路

怒”展开，相关研究表明，驾驶员愤怒情绪越强烈，驾驶过程中越容易出现攻击性驾驶行为，而愤怒情

绪受性别、驾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贾云帆，张李斌，段亚妮，等，2016)。第三，关于驾驶行为方面的研

究，大多集中于探究攻击性驾驶行为和危险驾驶行为。攻击性驾驶行为是指有意识地对驾驶环境中他人

进行身体、心理或情感伤害的行为(李凤芝，李昌吉，詹承烈，等，2003)，如因受阻而有意追尾、堵截、

不恰当的车道变换等。危险驾驶行为主要包括有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和驾驶愤怒等，这些行为都会直接

或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王健霖，常若松，& 孙龙，2015)。这两种不良驾驶行为是当前造成交通事故的

主要原因之一。董旭和卢秀玲(2012)以公交车司机为研究对象，发现主观幸福感与攻击性驾驶行为呈现显

著负相关。因此，提升驾驶员主观幸福感对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种类#2“模拟驾驶”为第三大类，由 27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83，包括“驾驶安全”、“模拟驾驶”、

“驾驶愤怒”、“无意视盲”、“反应时”、“认知风格”、“伪忽视”等关键词，主要通过模拟驾驶

与眼动研究相结合，探讨认知风格对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影响。代表成果有，胡誉龄和施利承(2015)运用

Smart Eye 眼动仪通过观察被试在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记录其在模拟驾驶过程中的实时速度、

最大减速、刹车反应时等，探究了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两种认知风格对驾驶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场

独立者对兴趣区的注视次数更多，在相同条件下更能注意到交通环境中的关键信息。在压力情境下，两

种认知风格驾驶者的实时速度显著提高，并有更多的刹车等紧急行为。齐舒婷和郑新夷等人(2015)不仅使

用了模拟驾驶还采用真实道路条件与眼动研究结合，实验中要求熟练驾驶员和非熟练驾驶员完成城市快

速路、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县道)三种不同道路的模拟驾驶，通过记录被试的注视点、注视时长和左右眼

瞳孔大小的数据，结果发现熟练与非熟练驾驶员均存在对左侧的多注意，路况与垂直深度是影响注视区

域的重要因素，熟练驾驶员具有更大的注意广度研究。因此，驾驶伪忽视现象会随着道路路况和驾驶经

验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此外，在本大类中，“无意视盲”的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提升。无意视

盲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李会杰和陈楚侨(2007)的《注意捕获的另一扇窗户——无意视盲》，文中详细地介绍

了有关无意视盲的研究范式、影响无意视盲的因素以及内隐注意捕获与外显注意捕获，为后人的相关研

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种类#3“交通安全”为第四大类，由 26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4，包括“驾驶行为”、“交通安全”、

“驾驶决策”、“事故预防”、“交通心理”、“公交车驾驶员”、“摩托车驾驶员”等关键词，主要

探讨驾驶决策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如，刘晶和孙龙(2015)通过采用多维度驾驶风格量表(MDSI-C)和一般

决策风格量表(GDMS)对 199 名驾驶员施测，发现驾驶员决策风格对驾驶风格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并且男

女的驾驶风格存在显著差异，驾驶员不同决策风格通过影响驾驶风格的即时行为表现进而影响交通安全。

这一大类中，学者还致力于对量表的评估及修订，如《多维度驾驶风格量表的修订及初步应用》 (孙龙，

杨程程，& 常若松，2014)、《危险驾驶行为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王健霖，常若松，& 孙龙，

2015)、《驾驶行为量表(中国版)的制订及信效度检验》 (周春雪，常若松，& 孙龙，2017)等。量表修订

为我国本土化交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 
种类#4“驾驶疲劳”为第五大类，由 22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8，包括“驾驶疲劳”、“事件相关

电位”、“脑力疲劳”、“执行功能”、“非随意注意”、“失匹配负波”、“P300”等关键词，主要

基于事件相关电位来探讨驾驶疲劳方面的研究。宋国萍在驾驶疲劳与注意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影响力较

大的两篇为《驾驶疲劳对随意注意影响的 ERP 研究》 (宋国萍 & 张侃，2009)和《驾驶疲劳对视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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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 ERP 研究》 (宋国萍 & 张侃，2010)。关于驾驶疲劳对随意注意的影响研究，实验采用组间对照，

对照组为12名充分休息的出租车司机，实验组为15名连续驾驶10个小时的司机。采用听觉及视觉Oddball
范式, 要求被试对靶刺激进行行为反应。结果发现，听觉和视觉 P300 以中央顶区为主，驾驶疲劳后靶刺

激引起的 P300 潜伏期没有显著变化，幅值显著降低。因此，驾驶疲劳后听觉和视觉的随意注意能力下降，

导致驾驶危险性增加。关于驾驶疲劳对视觉注意的影响研究，实验采用组间对照, 对照组为 12 名充分休

息的出租车司机，实验组为 15 名连续驾驶 10 个小时的司机。采用视觉 Oddball 范式，要求被试对靶刺

激进行反应。结果发现，新异刺激产生明显的额中央区分布的 N2 和 P3a，P3a 无明显疲劳效应，疲劳组

N2 潜伏期没有显著变化而幅值显著降低；疲劳后靶刺激引起的以中线分布为主的 P3b 幅值显著降低，潜

伏期无明显变化。因此，疲劳驾驶后视觉非随意注意能力、注意加工能力下降，对于危险信号的察觉判

断能力下降，从而增加了驾驶危险性。近些年，学者开始关注驾驶员驾驶疲劳的性别差异(何扬，2018)，
并对被动疲劳的行为分析与测量方法开始深入探讨(窦广波，2017)。 

种类#5“交通心理学”为第六大类，由 20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2，包括“危险知觉”、“交通事

故”、“交通心理学”、“心理素质”、“驾驶技术”、“事故风险”、“不友善驾驶行为”等关键词，

主要探讨导致交通事故的潜在因素，如危险知觉能力、驾驶员心理素质、不友善驾驶行为等，同时也对

交通心理学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如，《高校交通心理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常若松 & 马锦飞， 
2017)，通过对课程的内容、体系、特色的深入研究，为改善交通心理学的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的创新

精神、操作能力以及科研能力提出了宝贵建议。 
种类#6“飞机驾驶舱”为第七大类，由 16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9，包括“交通运输安全”、“人

机界面”、“航线飞行”、“交互作用”、“因素分析”、“心理学研究”、“飞机驾驶舱”等关键词，

主要探讨飞行安全及其影响因素。代表成果有，许为(2003)指出，自动化驾驶舱给飞行员提供了灵活多样

的控制层次和操纵方式，这给飞行员的认知加工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文中详细指明了这种认知加工能

力的新要求以及飞行员与自动化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提高飞行安全的有效途径。 
种类#7“心理负荷”为第八大类，由 13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0，包括“驾驶经验”、“眼动研究”、

“明显危险”、“心理负荷”、“次要任务”等关键词，主要探究驾驶经验对驾驶员危险感受、驾驶行

为以及驾驶安全的影响。本大类中被引用次数较高的文献是张茜(2010)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探究驾驶员驾驶

经验(熟练和新手)和人格特征(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对危险感受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观看明显危险图

片时，场独立型驾驶员比场依存型驾驶员有更长的总注视时间、更多的注视次数且瞳孔直径变大；观看

潜在危险图片时，熟练驾驶员比新手驾驶员有更长的总注视时间、更多的注视次数和凝视次数且瞳孔直

径变大；场独立型驾驶员较场依存型驾驶员的总注视时间长、瞳孔直径大，注视次数和凝视次数也增多。

因此，驾驶经验和人格特征对于驾驶员对明显危险和潜在危险的感受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孙龙 & 常若松，

2018)。 

3.2. 研究热点演进分析 

本文以 4 年作为一个观察点，通过观察高频关键词随时间点的变化，分析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热点

的演进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如图 3 所示，灰色点线为我国交通心理学发展至 2018 年包含的所有研究热点及其相互关系，带有颜

色并标注节点标签的点线是 2003 到 2006 年间所产生的研究热点及其相互关系。从图 3 可知，2003 到 2006
年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数量较少，关联松散，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驾驶疲劳、驾驶员心理素质、

情绪和交通事故等方面。如图 3 中 A 区是关于驾驶疲劳的研究，主要借助事件相关电位中 P300、P3a 等

成分探讨视觉疲劳和听觉疲劳对驾驶员注意的影响。B 区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影响行车安全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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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相关研究。C 区是关于飞行员认知、人机交互和航线安全的研究，该区虽然发文量较少，但关键

词之间关联紧密，共现频次也较高。 
 

 
Figure 3. Hot spots of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between 2003 to 2006 
图 3. 2003~2006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 

 
图 4 为 2007 到 2010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示意图。图中灰色点线是 2018 年该领域包含的所

有研究热点及其关系，黄色未标注节点标签的点线是 2003 到 2006 年间产生的研究热点及其关系。对照

图 4 中灰色点线和黄色未标注节点标签的点线，带有颜色且标注节点标签的点线是 2007 到 2010 年间我

国交通心理学产生的所有研究热点。从图 4 可知，2007 到 2010 年间我国交通心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具

体表现为：A 区是围绕驾驶员和驾驶行为方面的研究，该领域不断扩展且涌现多个新方向，其中对驾驶

员驾驶经验、心理健康、人格特征以及影响驾驶行为的因素研究颇多。在这一阶段，“模拟驾驶”也渐

渐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野，作为有效地研究工具为推进交通心理学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B 区为应

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展开研究工作，如学者开始利用该技术对情绪、脑力疲劳、执行功能等方面开展研

究。此外，2007 到 2010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 C 区，即对公交车司机安全驾驶

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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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ot spots of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between 2007 to 2010 
图 4. 2007~2010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图 

 
对照图 5 中灰色点线(我国交通心理学发展至 2018 年包含的所有研究热点及其相互关系)和黄色未标

注节点标签的点线(2003 到 2010 年间产生的研究热点及其相互关系)，带有颜色且标注节点标签的点线是

2011 到 2014 年间我国交通心理学产生的所有研究热点。在该时间段里，研究领域不断发展和丰富，表

现为 2011 到 2014 年在 2007 到 2010 年基础上拓展了多个“连接”领域，这些领域将已有领域相互连接，

使得整个网络变得更加紧密。如，图 5 中连接领域 A 区是以“危险知觉”为枢纽，将已有的研究领域和

新兴领域连接起来。研究主要借助眼动技术开展与“注意”相关的研究。连接领域 B 区是将汽车驾驶、

攻击性驾驶行为、危险驾驶行为相互连接产生的新领域。另外，2011 到 2014 年也有扩展的新增研究领

域，如 C 区是针对飞行员的危险态度、风险知觉、驾驶安全行为等方面研究。 
从图 6 可知，2015 到 2018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各个领域之间的结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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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紧密，整个交通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日益成熟。其中，圆内区域是围绕驾驶员和驾驶行为方面的研

究。学者在研究对象上不再拘泥于汽车驾驶员、飞行员、公交车司机，还囊括了摩托车驾驶员、新手驾

驶员等，在研究方法上不再采用单一的研究技术，而是采用问卷、眼动技术、模拟驾驶、ERP 等多种技

术相结合，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大幅度拓展，如开始聚焦攻击性驾驶行为、危险驾驶行为等研究，并探讨

驾驶经验、驾驶愤怒、危险感受、潜在危险、驾驶决策、家庭氛围、主观幸福感、驾驶员心理健康等多

个因素对驾驶行为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上开始聚焦如何与工业设计相结合，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更好

地为社会服务。 

4. 总结与启示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3 到 2018 年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

过程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Figure 5. Hot spots of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between 2011 to 2014 
图 5. 2011~2014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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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Hot spots of traffic psychology in China between 2015 to 2018 
图 6. 2015~2018 年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图 

 
从研究热点来看，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主要有八大热点领域。第一类主要探讨驾驶员心理健康、驾

驶风格、人格特征等方面与驾驶安全的关系及影响；第二类，探讨驾驶员人格特质、情绪对驾驶行为的

影响；第三类，通过模拟驾驶与眼动研究相结合，探讨认知风格对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影响；第四类，探

讨驾驶决策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第五类，主要结合 ERP 探讨驾驶疲劳相关研究；第六类，探讨导致交通

事故的潜在因素，同时提出交通心理学的教育教学模式与改革方案；第七类，探讨飞机飞行安全方面的

研究；第八类，探究驾驶经验对驾驶员危险感受、驾驶行为以及驾驶安全的影响。上述热点研究为减少

交通事故发生率和提高交通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从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来看，我国交通心理学的发展呈现出研究对象广泛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研

究内容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心理学理论的不断成熟以及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交

通心理学研究在持续壮大、创新，本土化交通心理学研究正在日益完善。 
尽管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第一，夯实理论基础。近些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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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通心理学研究成果颇丰，但因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撑。因此，加强我

国有关交通心理学理论的研究迫在眉睫，提出适合我国交通心理学发展的理论更是刻不容缓，这需更多

的专家、学者投身于交通心理学研究之中，为我国交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做出贡献。第二，开展整合

研究。导致交通事故的原因很多，当前关于驾驶安全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停留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

缺乏对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的整合研究。因此，未来研究中我们需要从多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

综合分析得出整体性结论。第三，重视应用研究。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改善交通

环境和交通安全，增加驾驶员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多半是理论成果，如何将理论成

果应用于实践并为社会服务，是未来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第四，关注学科间交叉研究。随着研究不

断深入，我国交通心理学研究已经涉及到多个相关学科，如交通管理、环境工程、工业设计等，但交叉

研究取得的成果并不多，因此研究者们仍需努力，在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带来的挑战中不断前行。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过程

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中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包含我国学者发表的外文文献。在后续研

究中，我们将弥补这一缺陷，搜全所有数据，真正地从“全貌”反映我国交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

现状以及前沿趋势。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青年项目：基于团队知识的团队发展状况的分析与评价方法。项目批准号：

L201783637。 

参考文献 
蔡艳玲, 司俊龙(2017).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心理语言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3), 

98-103. 

常若松(2014). 汽车驾驶员安全心理学手册.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常若松, 马锦飞(2017). 高校交通心理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教育教学论坛, No. 1, 85-87.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2015).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科学学研究, 33(2), 242-253. 

董旭, 卢秀玲(2012). 公交车司机攻击性驾驶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页
166-167). 广州: 中国心理学会.  

窦广波(2017). 驾驶员被动疲劳的行为分析与测量. 博士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杜江红, 郝文靓, 李永鑫(2013). 基于 CiteSpace 的倦怠研究可视化分析.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5(4), 1-7. 

管连荣(1980). 驾驶疲劳与交通事故. 劳动保护, No. 12, 7. 

韩玉昌(1991). 汽车交通心理学. 大连: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何扬(2018). 男女驾驶员驾驶疲劳特点的研究. 硕士论文,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胡誉龄, 施利承(2015). 认知风格对驾驶行为影响的眼动研究. 心理技术与应用, 11(27), 34-38. 

贾云帆, 张李斌, 段亚妮, 张建松, 崔向军, 李丽娜(2016). 驾驶人员路怒情绪与驾驶风格及攻击行为相关分析. 中国

公共卫生, 32(10), 1373-1377. 

姜月, 彭贤(2017). 国际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知识图谱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TM 数据库的 CiteSpace 分析. 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2), 95-100. 

李峰, 朱彬钰, 辛涛(2012). 十五年来心理测量学研究领域可视化研究——基于 CiteSpace 的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7), 1128-1138. 

李凤芝, 李昌吉, 詹承烈, 胡冰霜, 龙云芳, 王会民(2003). 攻击性驾驶行为量表中文译本的效度和信度. 中国行为医

学科学, 12(3), 335-337. 

李会杰, 陈楚侨(2007). 注意捕获的另一扇窗户——无意视盲. 心理科学进展, 15(4), 577-586.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71


王栋 等 
 

 

DOI: 10.12677/ap.2019.93071 575 心理学进展 
 

李杰, 陈超美(2016).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李艺敏, 李永鑫(2014). 留守儿童研究: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No. 8, 
181-189. 

刘则渊(2008). 科学知识图谱: 方法与应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马锦飞, 陈晓晨, 梁超(2013). 汽车驾驶员安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理论观察, No. 2, 37-39. 

欧颖, 蒙华庆, 覃青, 郑玉萍, 邱海棠, 付一笑(2010). 交通频繁肇事驾驶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生活事件、人格的关

系.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9(4), 351-354. 

齐舒婷, 郑新夷, 卓燕梅, 尹若凡, 张靖昊(2015). 伪忽视与驾驶行为关系: 基于眼动数据的证据. 第十八届全国心理
学学术会议(1048-1049). 北京: 中国心理学会. 

宋国萍, 张侃(2009). 驾驶疲劳对听觉注意影响的 ERP 研究. 心理科学, 32(3), 517-520. 

宋国萍, 张侃(2010). 驾驶疲劳对视觉注意影响的 ERP 研究. 心理科学, 32(5), 1067-1069. 

孙龙(2013). 驾驶员人格特质研究述评. 社会心理科学, 28(1), 16-20. 

孙龙, 常若松(2018). 驾驶经验和危险类型对年轻驾驶员危险知觉的影响. 心理科学, 40(2), 447-452. 

孙龙, 杨程程, 常若松(2014). 多维度驾驶风格量表的修订及初步应用. 人类工效学, 20(2), 6-9. 

王东华, 张晓丹, 陈付丽, 汪海彬(2016). 我国留守儿童心理研究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

分析.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32(7), 138-141. 

王健霖, 常若松, 孙龙(2015). 危险驾驶行为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人类工效学, 21(6), 47-49. 

谢庆斌, 朱晶晶, 胡芳, 蒋毅莹, 李燕(2018). 近十年儿童害羞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基于 CiteSpace 的科学知识图谱分

析. 心理研究, 11(1), 68-76. 

辛伟, 雷二庆, 常晓, 宋芸芸, 苗丹民(2014). 知识图谱在军事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基于 ISI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的 CiteSpace 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2(2), 334-347. 

许为(2003). 自动化飞机驾驶舱中人——自动化系统交互作用的心理学研究. 心理科学, 26(3), 523-524. 

张茜(2010). 驾驶经验与人格特征对驾驶员危险感受影响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赵圆圆, 刘期(2011). 满 12 分驾驶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4), 72-77. 

周春雪, 常若松, 孙龙(2017). 驾驶行为量表(中国版)的制订及信效度检验. 人类工效学, 23(5), 9-13. 

邹申, 孔菊芳, 王玉山(2015). 近 20 年国际阅读眼动研究综述.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0(6), 109-116.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273，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p@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71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p@hanspub.org

	Analysis of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Path of Traffic Psychology Research i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国内交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2. 研究过程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热点分析
	3.1.1. 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3.1.2. 热点领域分析

	3.2. 研究热点演进分析

	4. 总结与启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