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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已有明确规定：患有哪些

疾病不能申请驾照或继续驾驶。就

高龄司机而言，应该进行更加细致的

划分。”北京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医

生刘川说：“老年人患有高血压、心脏

病的概率较高，通过按时服药，能控

制病情，可以适当驾车。但是要避开

高峰时段，以免环境的压力诱发心脑

疾病。”

刘川认为，高龄司机要控制驾车

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一小时。而且时

速要控制在50公里左右为宜。

如果反复出现心绞痛、心衰，或

者心律失常、脑供血不足等病症就该

停止驾车。

刘川进一步解释，现行法律，超

过 70 周岁的驾驶人身体检查应包

括驾驶能力、认知能力的综合鉴定，

比如夜间驾驶、极端天气驾驶，甚至

是否患有痴呆。在体检时还应进行

心电图、贫血、肾功能、心脏彩超等检

查，如发现其中一项异常都不建议继

续驾驶机动车了。

（北京日报）

1.经历半辈子的风雨，很多人都

多少患上些疾病。一定要在车上携

带常服用的药物，一旦发生状况要及

时吃药；

2.秋冬季节驾车时，要注意防寒

保暖，尽量不要在气压不稳定的天气

条件下驾车出行；

3.夜间能见度很低，眼睛容易疲

劳，老年人应尽量不在夜间单独驾

车，必须驾车时最好有其他人陪护；

4.老人驾车速度不宜过快，且连

续驾驶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

5.驾驶疲劳是大忌，切不可在驾车

中逞能，要量力而行，建议老年人在驾

驶一段后就活动筋骨，调节放松一下；

6.驾车的老人每天应做一些腰、

肩、颈部的运动，并要注意劳逸结合；

7. 中老年人在驾车时最好结伴

而行，让亲人或朋友坐在旁边是一种

保护，尤其是在长时间行驶中可以互

相照顾；

8. 定期体检对仍在开车的中老

年人很有必要，中老年人的健康关系

着自己家庭的和睦，也关乎其他社会

车辆的安全；

9. 开车是一项耗费大量体力的

活动，中老年人睡前最好用热水泡

脚，睡时将小腿和脚稍微垫高，以防

下肢水肿。

（盐山交警微发布）

为什么要取消申请驾照年龄限制？
提醒

建议

老司机
请给自己喊“停”

老人车速不宜过快

近日，公安部宣布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取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

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70周岁的年龄上限。

此举引发大量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从保障老年人出行权利的角度看，这无疑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有网友表示此举是为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采取的积极举措；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对于老年人开车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表示担忧。

为什么要取消申请驾照年龄限制？这一举措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越来越多“银

发司机”上路，驾驶安全该如何保障？

驾照曾有
哪些年龄限制？

说到底，开车是个技术活，确

保驾驶人的身体情况和相关能力

能够胜任驾驶任务，这对保障道

路交通安全而言至关重要。因此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申请驾照的

年龄是设有上限的。

不过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

国申请驾照年龄上限也在不断调

整。1996年起施行的《机动车驾

驶证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大型客

车、无轨电车学习驾驶证为21至

45周岁；申请大型货车学习驾驶

证为18至50周岁；申请其他车型

学 习 驾 驶 证 为 18 至 60 周 岁 。

2003 年公安部推出 30 条便民利

民措施，将考领小型汽车驾驶证

的人员年龄上限由 60 周岁放宽

到70周岁。

此次公安部交管局在取消申

请小型汽车驾驶证 70 周岁年龄

上限的同时，对70周岁以上考领

驾驶证的人员，增加记忆力、判断

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如此“一

减一加”，使得申请驾照的条件更

为科学合理。

首先是出于现实需要。最近几年我国申领

驾照的人群中，60岁以上的驾驶人是增长速度

最快的一个群体。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60岁以上驾驶人的数量为1424万人，和去年

同期相比增加了203万人，增速高达16.6%。这

表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日益临近，有开车出行

需求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其次，单纯按年龄对申领驾照进行“一刀

切”，对老年人而言未必公平合理。由于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

人的身体素质普遍提高，其中不少人都具备驾驶

汽车的能力，但考领驾照的年龄上限却成为一道

现实障碍。一些老年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

年轻时忙于工作和家庭，没有时间去学车，等退

休后闲下来了，却又没资格考驾照了。

第三，接轨国际，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提前

做准备。如果从国外来看，大多数国家其实也都

没有对驾照设置年龄限制，只要身体条件允许，

就可以开车上路。此次取消驾照的年龄上限，也

可以视为和国际接轨一项举措。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设置申请驾照年龄上限

的做法，越来越难以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

求。2019 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54

亿，占总人口的18.1%。据预测，2025 年这一数

字将突破3亿，2035 年左右将突破4亿，到本世

纪中叶将接近5亿。眼下汽车全面普及，许多老

年人对于驾驶汽车的诉求强烈。

由于不能考驾照，一些因超龄而无法申领驾

照的老年人纷纷选择老年代步车作为出行工具，

反而带来新的安全隐患。老年代步车的质量参

差不齐，不少“三无产品”充斥其中，安全系数

低。而老年人上路前没有经过专业驾驶技术培

训，对各项交通法规更是一知半解，很容易造成

交通违法行为，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为何现在
取消驾照年龄限制？

不难想象，随着申领驾照年龄上限

的取消，“高龄驾驶”或将变得越来越普

遍。“银发司机”也可能从一个相对小众

的群体变成大规模存在。很多网友因

此担心，毕竟岁月不饶人，老年人反应

迟缓、应变能力不及年轻人，“银发司

机”上路，驾驶安全如何保障？

类似问题也曾在其他国家引发

讨论。例如，英国女王丈夫、99 岁高

龄的菲利普亲王曾因驾车肇事而自

愿放弃驾照。英国政府也规定，70 岁

以上司机须每隔 3 年更新一次驾照。

新西兰法律规定相对严格，司机年龄

一旦超过 80 岁，其驾照将自动失效，

政府只给那些通过严格考核的人员

更新驾照。

相比之下，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的日本，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更为人

性化。一方面，日本早在 2015 年开始

针对 71 岁以上高龄司机采取“每隔 3

年必须接受考核、更新驾照”的规定，

且早在 1998 年出台“以各种优惠举措

引导高龄司机主动上交驾照”的政

策。

另一方面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也召

开研讨会，放下商业芥蒂，研究如何生

产专供老年人安全驾驶的汽车，共享相

关信息。比如踩油门加速时间过长汽

车会立刻自动减速、自动检测老年司机

的驾驶操作水平、防眩晕的新型汽车前

灯、为老年人设计的汽车本身严格限速

等。

很显然，“高龄司机”已成为老龄

化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曾经很多我

们认为只适合年轻人做的事情，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来做。如何动

员社会各个层面联动起来为“高龄司

机”提供帮助，让每一位身体条件符

合安全驾驶要求的老年人，都有机会

圆“开车梦”，追逐诗和远方，这是值

得我们深思的。

（据新华社）

银发司机上路
驾驶安全如何保障？

（本版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及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