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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疲劳和厌倦对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的影响

邓 娟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飞行技术系
,

四川 广汉 6 18 3 00 )

[摘 要 ] 管制员疲劳和厌倦对飞行安全有重要作用
,

本文列举 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作 中因管

制员的疲劳和厌倦而产生的影响飞 行安全的事例
,

研 究分析 了管制员在工作 中的疲劳和厌倦症状
、

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
,

并提出了有效防止疲劳和厌倦 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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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 ( aft igu
e )是人在工作中由于经受的活动力

度较大或时间较长而产生的工作能力减退的状态
。

从生物学上看
,

疲劳是一种 自然的防护性反应
。

因为

人在工作和活动 中
,

需要消耗储备能量和资源
。

活动

力度越大
、

时间越长
,

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

若能量消

耗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继续进行活动
,

就会对机体

产生有害的作用
。

因此
,

疲劳本身是一种防止机体身

心负荷过载的反应
。

同时
,

疲劳也是向人发出需要补

充活动能量资源的信号
。

人在感受到疲劳时
,

就意识

到需要暂时中断活动进行休息
,

它们之间是相互制

约
、

相互关联的循环链
,

其中一个因素负性效应的加

重
,

都会引起另一因素的一系列变化
。

在我 国
,

空中交通管制员由于疲劳上岗
,

精力不

集 中所导致的威胁飞行安全的事件近年来时有发

生
:

. 9 6年2月 19 日
,

大连管制区域内飞行的大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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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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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民航飞行学院飞行技术系教师
。

空公司92 4航班
,

在北京与大连的交接点附近盘旋等

待 17 分钟
,

其原因是当班管制员在岗位沉睡不醒 ;

. 9 8年5月某管制区域管制员没听到移交电话

铃声和飞机的呼叫
,

导致区域管制失控
,

两架外航飞

机盘旋等待十多分钟
,

其原因也是当班管制员在岗

位沉睡不醒 ;

. 9 9年6月 2 3日
,

郑州区域管制室管制员也因睡

着
,

造成航班无人指挥 17 分钟
;

. 由于同样原因
,

2 00 1年9月 16 日
,

北京管制区

域也发生了在 2 0分钟内六个中外航班均无法与北京

区域管制室建立通讯联系的事件
。

重复发生的这些事件告诉我们
,

疲劳是一项不

可忽视的问题
,

它会影响人们的思考能力
、

推理能力

和决断能力
,

诱发错误的产生
,

危及飞行安全
。

1
.

什么是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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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疲劳的概念

疲劳是在工作条件下
,

由应激的发生和发展所

造成的心理
、

生理上的不平衡状态
。

它是人体内的分

解代谢和合成代谢的平衡不能维持的结果
。

疲劳的

一个主要特征是随时间趋于恶化 (疲劳积累 )
。

按照

疲劳产生的原因
,

可将人类的疲劳分为心理性疲劳

和生理性疲劳
。

心理性疲劳是因过度的脑力劳动和

情绪等心理性因素所引起的心理能量耗竭和工作能

力下降的现象
。

生理性疲劳则是指 由过度的体力劳

动和情绪等心理性因素所引起的心理能量耗竭和工

作能力下降的现象
。

但是
,

在研究过程中
,

由于疲劳

现象本身的复杂性
,

引起心理性疲劳和生理性疲劳

的原 因以及两者所表现的症状往往交织在一起
,

使

人很难界别
。

因此
,

在使用疲劳这一术语时
,

往往包

含了心理疲劳和生理疲劳两个方面
。

1
.

2疲劳的症状

由于管制员在工作时产生疲劳会危害飞行安

全
,

降低管制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
,

对它的预防和克

服就显得十分重要
。

预防和克服的首要前提是要能

力准确识别疲劳产生的信号或症状
。

下面一些疲劳

症状 ( 个表示升高
,

增加 ; 上表示下降
,

降低 )已经在

生理和心理方面做了验证
。

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

丰体温 丰记忆力

丰体力 丰交流表达能力

丰眼睛的视力 牛眼睛跟踪能力

(用眼睛跟踪物体 )

上血液循环量 上注意力集 中的时间

工肌肉中的糖原 (能量储备 ) 丰个人 自理能力

牛肌肉控制与协调 丰活动

个血糖 (葡萄糖 ) 丰合作

个瞳孔对光的反应时间 工接受批评

(眼睛对光的自然反应 ) 个反应时间

卞视觉上的调节时间 卞错误与疏忽

个眼睛的疲劳程度 卞易怒
,

焦虑
,

抑郁

卞心率 卞决策

以上疲劳症状是管制员直观判断 自己或其同事

是否处于疲劳状态的依据
。

但是应注意的是
,

疲劳的

发生和发展是一个连续体
,

即是一个从无疲劳发展

到轻度疲劳
,

再到中度疲劳甚至重度疲劳的过程
。

显

然
,

疲劳的程度不同
,

对飞行安全和管制工作效率的

影响也不同
。

管制员应在工作 中学会准确地识别这

些症状
,

并诊断产生的根源
,

积极地应对
。

同时
,

管制

员群体内部也应利用这些症状实行交互检查
,

以提

高飞行安全和工作效率
。

1
.

3疲劳产生的原因

引起疲劳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
,

A T C作环境
、

管

制任务
、

身心状态等都与管制员的疲劳有关
。

研究者

认为
,

管制员的疲劳主要是由下面几种因素引起的
:

1
.

3
.

1睡眠不足或休息不好
。

这是引起管制员疲

劳的最常见原因 ;

1
.

.3 2管制任务
。

如果管制任务对管制员的能力

要求很高
,

或管制任务很重要
,

会很容易使管制员处

于过度的生理与心理应激状态 中
,

从而出现生理与

心理能量耗竭的现象
。

如在交通流量非常大的情况

下
,

管制员很容易产生疲劳感 ;

1
.

3
.

3长时间工作或工作过于单调 ;

1
.

3
.

4过度的环境或生理性应激
。

如果管制员在

不舒适的环境 中工作
,

很快便会进人疲劳状态
。

如

A T C工作环境中的光线太暗或太亮
、

温度过高或过

低
、

过分潮湿或过分干燥
、

噪音过大
。

管制员在身体

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

很容易处于负荷过载的状态
。

在

这种情况下
,

人体既要动员许多能量以抵抗疾病
,

又

要将大量的精力投人到工作任务上
,

极易引起疲劳
。

管制员在指挥时
,

注意力高度集中
,

眼睛长时间地注

视着显示屏
,

也极易产生疲劳 ;

1
.

3
.

5心理性应激
。

生活中出现重大事件
、

人际关

系不 良等引起的心理紧张
、

焦虑会诱发管制员疲劳

的产生
。

2
.

工作单调与厌倦

2
.

1什么是厌倦

厌倦 ( bo er do m )是由单调的工作情境所 引起的

身心松弛并对工作发生失去兴趣的现象
。

它描述的

是一种情绪状态
,

指对某种活动不愿继续做
。

厌倦和

疲劳在表现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

例如当人对工作

产生厌倦时
,

也和疲劳一样
,

会表现出工作绩效下

降
,

身心紧张度降低
,

肌肉松弛
,

思维缓慢
,

反应迟钝

等现象
,

但两者仍有不同的地方
。

其主要差别在于
:

第一
,

疲劳是由于工作努力引起的
。

人在疲劳时所发

生的绩效下降
、

身心松弛
、

反应缓慢等是工作 中能量

消耗的 自然结果
。

工作愈繁重
、

复杂
,

能量消耗愈多
,

疲劳现象就愈早发生
。

而厌倦则是由单调重复的工

作引起的
。

与疲劳相反
,

引起厌倦的工作一般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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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
,

只要很少努力就能完成
。

繁重
、

复杂的工作不

大会发生厌倦
。

第二
,

厌倦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
。

人

产生厌倦时
,

往往对工作抱怨
,

想 回避或抵制工作
。

厌倦有时在工作开始时就会产生
,

而疲劳一般不会

在工作刚开始时就发生
。

第三
,

厌倦随工作而异
,

对

工作厌倦时
,

若调换另一工作
,

厌倦可能顿时烟消云

散
,

转为富有生气
。

而人在陷人全身疲劳后
,

往往不

是调换一下工作就能消除
,

只有通过休息才可能完

全消除疲劳
。

与应激相比
,

对管制工作中的厌倦现象

研究得较少
。

关于A T C中的厌倦现象
,

许多证据源于

管制员的抱怨
。

空管工作需要管制员持续不断地投

入精力
,

但有时又没有任务要求或无事可作
,

此时管

制员又不可能去做其他事
,

因为他必须随时在短时

间内重新开始执行空管任务
。

因此
,

在空管工作中产

生某种程度的厌倦是不可避免的
。

.2 2导致厌倦程度增加的因素

尽管简单的工作任务可能更容易
、

更快地让人

厌倦
,

但厌倦的产生不仅仅源于简单的任务
。

厌倦可

能与某些心理状态或人格特质有关
,

但通常又不能

在任何环境中都据此推断厌倦的产生
。

影响管制员

厌倦的因素的多种多样的
,

针对管制员的研究发现
:

这些因素可以归为环境因素
、

工作因素以及个人因

素三类
。

.2 2
.

1环境因素

通常讲
,

所有缺乏感觉的刺激或刺激作用保持

不变的工作
,

都会导致厌倦的产生
,

容易使醒觉状态

下降
,

这种下降与 白天的时间段无关
,

即使在没有睡

眠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
。

造成醒觉下降的几种

环境因素
:

l) 重复或低强度的感觉刺激 ;

2) 限制了活动 自由 (无姿势的变化 ) ;

3 )很少的社会联系 ;

4 )缩小的视觉范围 ;

5 )高温 :

6 )光线弱

.2 .2 2工作因素

三种类型的单调性工作会导致厌倦程度 的增

加
: 重复性的活动 ;连续的监控过程

;
缺少挑战性

。

l) 重复性的活动

重复性的活动与工作的机械性
,

特别与其分化

成的简单的操作有关
。

这些工作的单调程度可能会

受下列不同因素的影响
:
每个时间段动作重复次数

较多 ;动作的简化 ;形成的周期性
。

2 )连续的监控过程

监控活动的产生与工业的自动化有关
,

这些工

作的单调属性要受下面因素影响
:

下降的视觉范围

(如管制员长时间注视荧光屏
,

观察阴极射线管 ) ;在

每个时间段内接收的有用信息较少
。

3) 工作缺少挑战性

人在本质上是喜欢迎接挑战的
,

长期从事缺乏

挑战性的工作会让人觉得工作不需要多少努力就能

完成
。

这种工作慢慢就会失去吸引力
,

让从事该工作

的人感到没意思
,

从而很容易导致厌倦的产生
。

.2 .2 3个人因素

l) 空管工作中大量使用 自动化设备
,

管制员所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被动
,

积极参与系统工作的活动

少
,

而监控系统的活动多 ;

2 )回过头看到以前保持警惕的要求没有产生有

用的效果
,

显得没有必要 ;

3 )很少有机会使用高技能性 的行 为
,

或很少有

机会直接运用职业技能知识 ;

4) 管制员干预或创新的需要减少
;

5 )每个管制员通过人一机界面进行的自主性活

动增加
,

而作为群体一份子进行的合作性活动减少 ;

6 )要求管制员去适应技术而不是让技术来适应

管制员 ;

7) 对管制工作的兴趣减小
,

管制工作本身的挑

战性减小且需要付出的努力减少
,

工作满意感减小 ;

8 )任务的要求和难度增加时
,

缺少灵活性的解

决办法
,

或解决办法的灵活性差 ;

9) 在管制工作 中获得的尊重相对其他工作减

少
,

从外界观察者那里得到尊重的机会减少 ;

10) 厌倦一般随管制员技能和经验的增加而增

力目:

1 1) 工作时活动量太少
,

与外界缺少联系 ;

12) 对工作缺少兴趣
。

3
.

防止疲劳与厌倦

疲劳与厌倦会降低工作效率
,

不利于安全生产
,

管制员在过度劳累时
,

他们的判断力就会降低
,

空管

工作的效率会降低
,

也会危害空管安全
。

因此在工作

中必须注意防止引起疲劳与厌倦
。

一般来说
,

通过正

确识别和诊断影响疲劳和厌倦产生或导致疲劳和厌

倦增加的因素
,

采用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可以起到预

防和减轻的作用
。

以下建议的一些方法可达到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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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缓解疲劳的作用
。

3
.

1丰富工作 内容

所谓的工作内容丰富化是指让一个人完成的工

作任务中包含着多种不同的内容
。

当空中交通流量

很少的时
,

管制员的技能和经验增到足以轻松实施

管制工作时
,

管制员就会产生厌倦情绪
,

此时他们会

感到时间过得很慢
,

会期望管制量增加
,

或者会做出

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

经

过特别繁忙的阶段后
,

在其管制空域只有几架飞机

却出现了飞机之间间隔不够的问题
。

因此
,

在任务很

轻
、

很单调时应该提供更多的工作
,

在飞行流量比较

少时
,

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

采用合并扇区
、

合

并席位等方法增加管制工作量
,

允许管制员尽可能

自由地调控工作负荷
。

此外
,

应尽力确保管制员不要

孤立工作
,

因为厌倦在团队中出现的严重程度比单

个人员低
。

3
.

2有效地消除疲劳

3
.

2
.

1合理安排休息时间
,

加强生活规律性

休息需要多长时间
,

要看工作中能耗量大小与

工作 时间 的长 短而定
。

下 面介绍 的是 张殿业 等

( 198 7) 年经过测量得到的休息时间
、

工作时间与工

作能量代谢率的关系式
:

=T .0 02
x (弃f - 了)

’
伙 t 人,

T :
休

』

息时间

M : 工作时的平均能量代谢率

朴工作时间

严格作息制度
,

尤其是睡眠与觉醒时间
。

选择合

理的休息方式
。

疲劳后的休息一般有两种方式
,

一种

是静止性休息
,

一种是活动性休息 (也称积极性休

息 )
。

正确的安排应当是两种休息方式相结合
,

即在

良好睡眠的静止性休息基础上
,

适 当参加一些运动

或其它体力活动
,

这对于消除心理疲劳具有显著作

用
。

休息应该远离 A T C环境
。

在工作场所作放松同休

息不一样
,

因为管制员这时还在履行职责
,

可能不得

不随时迅速地重新开始工作
。

即使在交通流量比较

少
、

管制员负荷较低
、

抑或有些厌倦的情况下
,

休息

也是必需的
。

3
.

.2 2合理的值班制度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
,

管制部门的需要不间断

地进行工作
,

尤其是管制一线的管制员都采用
“

轮班

制
” ,

如现在采用的
“

五班
”

或
“

四班
”

轮班模式
。

这种

轮班形式往往是长时间
、

甚至几年都不会改变的
。

长

期下去
,

就会使管制员进入一种简单枯燥的轮班循

环中
,

这种循环的结果就可能使管制员出现漠不关

心
、

情绪浮躁
、

厌烦
、

优虑
、

无聊等状态
,

引起管制员

的疲劳
。

因此
,

建议管制单位在可能的情况下
,

由专

人负责排班并合理地采用多种轮班方法
,

如在上午

轮班后
,

可以在隔天下午排班 ;但在下午轮班后
,

就

不能在隔天上午排班
。

以克服由此带来的疲劳
。

3
.

.2 3适当控制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与强度在生理学上是疲劳产生与发展

的决定因素
。

为了消除累积性疲劳
,

保证安全
、

准确
、

高效的指挥
,

根据管制员的能力和状态为他们安排

合适的任务是必须的
。

过分长时间工作或过度的任

务需求管制员会产生过度劳累
。

因此
,

要防止管制员

疲劳产生就应该对管理加以变革
。

如
:

将工作割裂成

更小的任务单元
、

调整人员供给水平
、

缩短轮班时

间
、

增加工作

— 休息循环
、

提供进一步的培训
、

提

供更多的计算机辅助
,

以及安装更先进的设备
。

特别

是在空中交通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

专家确定的最

长工作时间大约是两小时
,

各管制单位可根据 自己

管制空域的飞行流量
,

合理地安排管制员工作时间
。

3
.

2 .4 采用心理放松方法和松弛技术

这里介绍一种
“

松弛而深思
”

的技术
。

据研究
,

这

一技术能减少人对氧的消耗量
,

保持心灵安宁和舒

适感
、

健康感
,

对于消除心理疲劳具有重要作用
。

并

且
,

这一技术简单易行
,

在很多场合都能进行
。

其步

骤包括
:

( l) 安静地坐在一个舒适的位置上并且闭上双

眼 ;

( 2) 运用心理 自我暗示的方法
,

深深地松弛 自己

的全身肌肉
,

从脚开始
,

逐渐上升到面部肌 肉
,

然后

维持这一松弛状态 ;

( 3 )用鼻呼吸并觉知自己的呼吸
。

当呼气时
,

对

自己默念
“

一
”

这个词
。

例如
,

吸进—
呼 出

,

一 ;

进

—
出

,

一
,

等等
。

这样继续 2 0分钟后可睁开眼睛

核对时间
,

但不得使用闹钟
。

当完成上述步骤后
,

静

静地坐几分钟
,

首先闭着双眼而后睁开双眼
。

(4 )不管是否能成功地达到深度松弛水平
,

都不

必发愁
。

保持一种被动状态
,

让松弛以 自身的速度进

行
。

其它思想可能出现
,

但不要为此而焦急
,

要想
“

哦
,

好得很
”

并重复默念
“

一
”

而对 自己 的杂念不予

理睬
。

通过练习
,

这种松弛反应只需很少的努力就能

出现
。

( 5 )每天可进行 l 一 2次练习
,

但不宜在饭后两小

时内进行
,

因为消化过程会干扰松弛变化
。



西 昌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 6 1寒

注释及参考文献
:

( l 〕H u mn a Fact or s i
n

A i
r

T
r 目石 e

C
n o

t r ol B yV
.

D av id H
op k in

T a yf or &r aF
n e

i
s

.

〔2 〕D v a id R ob son
H umn aP erf o

rn ma
e e

n ad h m it at in o sf ort h ep r o
f e

s s in ol ap il
ot A ir

l if eZ(X ) 1
.

〔 3〕朱祖祥
.

工 业心 理学〔 M〕
.

浙江教育 出版社
,

20 00 ..5

(4 )人为 因素训练手册〔z 〕
.

中国民航总局航空安全办会室
,

200 .0

(5〕民航总局 空中交通管理局
“

中国 民航空中交通 管理人为 因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z 〕(第一届 )
,

2 0 X()
.

〔6 〕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

中国 民航空中交通管理人为 因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z ) (第二届 )
,

20 02
.

(7〕罗晓利
.

飞行中人的因素 ( M〕
.

西 南交通 大学出版社
,

199 .8

(上接 5 1页 )

总之
,

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是普遍存在的现

实问题
,

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

降低大学生心理患病

的可能性
,

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
、

塑造健全人格
、

促进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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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搭接方 法的改进与优化

搭接方法的正确选择
,

对于接地装置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
,

它可以保证电位的正常分布
。

对于建筑而

言
,

在选用适当搭接方法后
,

将搭接技术进行合理改

进
,

对建筑物接地 目的的实现非常重要
。

通常选用的

搭接方法有卡箍 (如依附在建筑物上的接地线 )
、

高

强度螺栓搭接等方法
。

其中
,

卡箍是用得最多的
,

然

后是高强度螺栓搭接
,

但要注意
,

无论采用那种方

法
,

由于建筑物的接地多数是裸露在外面的
,

所以必

须保证其尽量不被氧化 (比如在搭接处涂上油漆和

氧化物等 )
。

而且
,

如用卡箍的办法一定要满足

A N 7 3 5或 AN 7 4 2的要求
,

如采用高强度螺栓搭接就

必须满足受力要求
。

对于特殊的建筑物
,

我们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搭

接方法对其接地进行优化组合
,

以保证最佳的接地

效果
。

比如 : 在必要时
,

可以在满足 A S T米的条件下

使用熔焊或铜焊的方法
,

在满足M I L一 S一 1 22 04 的

要求下使用焊接 (如接地线与接地体的连接 ) 的方

法
。

当然
,

不同的材料
,

不同的搭接方法
,

选用的搭

接材料应该有所不同
,

以保证最佳的搭接效果
。

此外
,

防腐技术的合理选用也是接地装置的一

项重要内容
。

因为金属的腐蚀可以看作一种金属精

炼的反过程
,

是金属电子的释放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

但是作为接地装置本身
,

我

们要尽量减小它的腐蚀
。

首先
,

我们可以从金属的质

量和活性程度来选择适当的材料
,

然后再选用适当

的处理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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