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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 12 月 2日是第七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围绕“细节关乎生

命、安全文明出行”的主题，我们以“行车走路要注意、警惕盲区莫

侥幸”为切入点，为大家科普一些易忽视的“盲区隐患”，帮助机动

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共同“扫盲”。事故可以预防，生命没有

彩排。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重视细节，掌握自己安全的主动权，防

患于未然。 

 

一、司机行人都要注意的可怕“盲区” 

车身不是透明的，只要驾驶员坐在车内，四周便会出现盲区，极

易造成驾驶员的判断甚至操作失误，并由此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A 柱盲区 

A 柱盲区就是由前挡风玻璃和前侧窗之间的“柱子”所遮挡的、

导致视线看不到的地方。 

 

 

2. 车头盲区 

    车子正前方如果有 1 米以下的儿童或者障碍物，在车内是完全看

不到的，也就是引擎盖前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盲区范围与车身、座椅

的高度、车头的长度、驾驶人的身材等因素都有关系。 

 



3. 车尾后方盲区 

车子后方因为距离驾驶员较远，盲区区域非常大，尤其是后风挡

下方区域。容易在倒车时候发生意外。当儿童身高低于 110CM时，司

机并不能通过车内后视镜观察，转头向后也不能看到。虽说现在有的

车有倒车雷达，但是并不能解决车尾盲区的问题。从车子的侧面看，

雷达探头发出的超声波不是水平的直线，而是与地面呈一定角度的，

所以，在靠近车尾的位置就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盲区。车身越高或

者说探头装的越高，盲区越大，需要特别注意。 

 

 

4. 超车盲区 

超越前车或与同向车辆会车时，驾驶员往往看不清前车或来车的

前后情况，特别是要超越公交车、货车等大型车时，超车盲区更大。

一般情况下请记住“超车头、会车尾”，即在超越同向行驶的汽车时

注意其前部，会车时注意其尾部。 



因为同向行驶看似慢吞吞的车辆，很有可能正在避让行人或有其

他特别状况，需要预防行人或自行车从被超车的前方冲到路中间来。 

 

与对面来车会车时，其尾部也可能会突然蹿出横穿马路的行人，

极易发生危险，需要驾驶员提前预防，把车速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5. 后视镜盲区 

    驾驶员在行车途中经常遇到：通过后视镜确认无车辆后准备并线

时，侧方突然出现其他车辆，这就是后视镜盲区，一般在车辆的斜后

方处。这个盲区可以通过加速或者减速来消除。建议变道、转弯、调

头时提前打转向灯，同时稍减车速。速度变化了，盲区就不存在了。

反之也要小心，不要逗留在别人的盲区。 



 

 

6. 内轮差盲区 

    内轮差是车辆转弯时的前内轮的转弯半径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

之差。当车身越长，方向盘打得越多，形成的内轮差便越大，盲区也

越大越危险。 

 

 



二、掌握安全主动权，谨慎预防挂心间 

很多时候，在马路上穿行，我们认为司机看得见我们，我们相信

司机认真而专业，我们觉得司机应该会减速避让…… 

很多时候，在马路上疾驰，我们认为快一点、压个线没事儿，我

们相信遇到紧急情况再刹车就可以，我们觉得事故责任不在自己就只

是因为倒霉…… 

却不知，无论是客观存在的隐患还是人为造成的危险，一旦事故

真的发生，无论原因如何、责任如何，对健康和生命的损害，可能是

无法挽回、不可逆转的。因此，不要将自己的安全寄希望于他人的守

规，更不要违规、心存侥幸。 

一方面，视觉盲区是客观存在的，驾驶员要仔细观察，在人多地

带减速慢行，留心、预判各种情况，避免盲区可能带来的隐患；另一

方面，行人也要处处小心，主动预防因驾驶员处于盲区产生的风险和

危害，“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不在路上玩”。 

让我们怀揣对生命的敬畏，从细节着手，切实提高预防安全事故

的能力，共建安全、畅通、有序、和谐的文明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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