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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中国道路交通伤害的模式"方法!分 析 中 国!"(!!#$$!年 的 道 路 交 通 伤

害资料#讨论道路交通伤害的时间趋势$发生特征和影响因素#并对中国%!个省$市$自治区的道路交

通伤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中国在!"(!!#$$!年的(!年中道路交通伤害一直呈上升趋势##$世

纪O$年代以后这个趋势尤为明显"#$$!年道路交通伤 害 的 发 生 数$受 伤 人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均 比!"(!
年增加了!$$倍以上%死亡率攀升至O’(!&!$万人口#比!""$年翻了一番"在过去的!$年中#广东$

山东$浙江等省的道路交通伤害死亡人数始终占据前五位##$$!年道路交通伤害的综合事故率显示#

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等西部诸省区是道路交通碰撞最严重的地区"道 路 交 通 伤 害 造 成 的 死

伤以男性青壮年为最多#&(岁以上的伤亡者有逐年上升趋势"道路质量$机动化程度$交通运输量等

交通环境#以及驾驶员或路人的过失等人为因素是道路交通伤害的影响因素"结 论!改 善 道 路 交 通

条件#交通立法与执法#提高城乡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等#是预防和控制道路交通伤害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道路交通伤害%模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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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年世界卫生组织)]Tc*报告显示#道 路

交通伤害已成为全球第!$位死因和第"位伤残调

整寿命年)?UYZ1*的 原 因"研 究 表 明#在#$$$!
#$#$年期间#道路交通伤害死亡在高收入国家将下

降%$)左右#而 在 中 低 收 入 国 家 则 会 大 幅 度 增 加#
如果没有适当的措施#到#$#$年道路交通伤害预计

将成为第%位?UYZ1的原因,!-"自!"(!年以来#
我国道路交通伤害的伤亡人数以每!$年翻一番的

速度上升"本文拟探讨我国道路交通伤害的模式#

基金项目+广东省重大医学科技攻关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预防控制中心

提出减少道路交通的对策#为国家制定交通安全法

规和开展道路安全教育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利

用FSFF!$’$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全国道路交通 伤

害模式#并计算道路交通伤害的相关指标)综合事故

率$!$万 人 口 死 亡 率 和 万 车 死 亡 率*#评 价 全 国 各

省$市$自治区道路交通伤害的情况"
综合事故率)死亡系数*_

全年道路交通伤害致死人数

年人口数i+ 年机动车数
i!$$$$&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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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国道路交通伤害的时间趋势!我国道路交

通伤害 发 生 次 数 从!"(!年 的("##起 增 加 到#$$!
年的K(E"!"起"!"(!!#$$!年 的 受 伤 人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分 别 是(!("!(E&EO(人 和O(#!!$("%$人#
在这(!年间"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次数$受伤人数和

死亡人数 分 别 增 加 了!#K倍$!$(倍 和!#%倍%图

!&#万车死亡率自!"K(年后呈下降趋势但!$万人

口死亡率却逐 年 上 升"#$世 纪O$年 代 以 后 这 个 趋

势尤为明显%图#&#

图!!我国!"(!!#$$!年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情况

图"!我国道路交通伤害的万车死亡率和!$万人口死亡率

!!#’全国道路交通伤害的地区分布特征!我国%!
个省$市$自治区的道路交通伤害分布情况显示宁夏

回族自治区的人身安全%车祸!$万人口死亡率&一

直处于较低水平%表!&#以道路交通伤害的综合事

故率评价其严重性"#$$!年最严重的五个地区为西

藏$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表#&#

%’道路交通伤亡人员特征!
%!&年龄分布!近(年来因道路交通伤害引起死

伤的人群中"青壮年组%#&!E(岁&占受伤者的半数

以上"接近一半的致死者分布于该年龄段’随着老年

人口在构成中的比重增加"&(岁以上的伤亡人数也

逐年上升%表%&#

表!!我国!""!!#$$!年%!个省市自治区的道路交通伤害情况

地!区
事故综合率%(万&

!""!年 !""K年 #$$!年

死亡率%(!$万人口&
!""!年 !""K年 #$$!年

死亡率%(万车&
!""!年 !""K年 #$$!年

北京 !!!’"" !!#’(# !!%’$# !!E’#E !!K’E! !!!$’E& !!"’%( !!O’(E !!O’&"
天津 #’(! !’(( %’&& E’KO E’(E !!’(! !%’!O (’%$ !#’$$
河北 %’!O #’!& %’%& %’OO E’"! "’!O #&’!$ "’E" !#’%!
山西 E’K% #’&% E’$( K’$O (’%( "’#& %!’&( !#’"O !K’K&
内蒙古 !’O# #’KE %’K! #’"" (’&" O’!K !!’!! !%’!" !&’O!
辽宁 %’&& %’K( E’"O (’E& K’$E !$’#E #E’E" !"’"( #E’#O
吉林 %’KO E’(& %’EO (’!K O’"K "’$! #K’&" #%’!O !%’E&
黑龙江 %’#% #’($ E’$% %’&" %’&( &’(% #O’#$ !K’!# #E’"#
上海 %’E& #’KO %’%E E’&! (’%( "’%! #(’"& !E’E& !#’$$
江苏 %’"" %’%& %’%$ E’O! K’$E "’KK %%’!E !&’$% !!’!E
浙江 &’"# &’#( E’&% O’!( !#’&# !#’K" (O’KE %!’$$ !&’KK
安徽 E’K% E’#& E’#$ %’E% E’($ &’O( &(’#" E$’%& #(’K%
福建 E’$$ (’%E E’&! (’(% !$’%! !!’"$ #O’"K #K’&# !K’OE
江西 (’#( %’&K E’#% E’!O E’&# O’$! &(’"# #"’!" ##’#O
山东 &’## %’$! %’E# E’E( &’O% !$’%% OK’$# !%’%$ !!’%(
河南 %’E% #’$& %’E# %’&& %’O& &’!K %#’!! !$’"( !"’$!
湖北 E’O# E’EK #’(O E’&K &’$( (’$& E"’K& %#’"" !%’#$
湖南 E’!$ %’O! %’#& %’K% (’!# (’$" E(’$$ #O’%# #$’"!
广东 E’$E %’K# %’"& &’"O !$’KK !%’OO #%’%" !#’O% !!’#O
广西 E’#! #’&K %’#! E’(# E’E( K’E# %"’%$ !&’$( !%’O&
海南 E’!! !’O( !’&" E’K" E’!% E’&" %(’#E O’#& &’!$
重庆 !! P %’!K #’"# !! P %’$( %’K$ !!P %#’OE #%’!!
四川 E’&O #’"O %’"# %’O# %’(" &’&% (K’%# #E’K% #%’##
贵州 E’E% %’$% %’&% %’E$ #’"! E’%& (K’OK %!’(% %$’!K
云南 %’O! #’"( %’%K E’$! E’OO &’"& %&’!& !K’O! !&’#O
西藏 K’O% E’(" K’E& "’"# K’%$ !%’E& &!’K& #O’"$ E!’%(
陕西 %’O$ %’"" %’!O E’O# &’%K &’#E %$’$E #E’"& !&’!(
甘肃 #’"" %’EE (’K( %’"" E’K" O’!" ##’%" #E’K! E$’%!
青海 (’(" E’%# &’!E !$’$! "’K# !$’&K %!’#E !"’!" %(’%%
宁夏 E’#( &’!% &’$% K’&O !#’&O !K’#( #%’EO #"’&! #!’$&
新疆 (’## (’!& &’E! O’E& !#’E% !%’(% %#’!K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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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我国道路交通伤害最严重的五个地区

!!指!标 全国平均水平 地!!区!!排!!列

事故综合率!"万# %’(" 西藏!K’E&# 新疆!&’E!# 青海!&’!E# 宁夏!&’$%# 甘肃!(’K(#
死亡率!"!$万人口# O’(! 宁夏!!K’#(# 广东!!%’OO# 新疆!!%’(%# 西藏!!%’E&# 浙江!!#’K"#
死亡率!"万车# !(’E& 西藏!E!’%(# 甘肃!E$’%!# 青海!%(’%%# 新疆!%$’%(# 贵州!%$’!K#

表"!我国!""K!#$$!年道路交通伤害伤亡人员的年龄构成比

年龄组
!岁#

受伤人数!死亡人数#构成比!)#

!""K年 !""O年 !"""年 #$$$年 #$$!年

!!!!!!! !!!&’!!"’E# !!!&’$!"’!# !!!&’$!O’O# !!!&’%!O’E# !!!&’#!O’$#

!&! #%’&!!K’## ##’"!!&’&# ##’!!!(’K# #!’#!!(’$# #$’O!!(’$#

#&! (%’&!EE’"# (%’&!EE’"# (%’&!E(’!# (#’E!EE’!# (!’O!E%’&#

E&! !%’K!#!’E# !E’E!#!’&# !(’$!##’%# !(’&!##’O# !&’#!#%’E#

(&( #’"!K’%# %’!!K’O# %’%!O’!# E’&!"’O# (’$!!$’!#

!!!##道路使用者$#$$!年道路交通伤害死亡 人

员中%行人&乘客&骑摩托车者和骑自行车者占O$)
以上%其中行人和乘客超过了一半’机动车驾驶者只

有!$)(致伤人 员 中%乘 客 所 占 的 比 例 最 大%其 次

是骑摩托车者!图%#(

图"!#$$!年我国道路交通伤害伤亡人员的道路使用方式

!!E’道路交通伤害的因素$
!!#人的 因 素$是 引 起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的 主 要 原

因%其中"$)是 由 机 动 车 驾 驶 员 所 致%事 故 责 任 者

中汽车驾驶员占了半数以上%其次为摩托车驾驶者(
肇事原因以措施不当&疏忽大意和超速行驶多见(

!##机动车数辆剧增$道路交通伤害是机动化的

产物%机动 化 程 度 越 高 发 生 交 通 伤 害 的 机 会 越 大%

!"(!年我国机动车数量才&万多辆%!"O$年突破了

#$$万 辆 车%!""$年 接 近!($$万 辆%#$$!年 达 到

&O$$万辆%相应 的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发 生 数&死 伤 人 数

也大幅度增加(
!%#交通环境$交通运输量增加%道路数量和质

量相对滞后%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数与死伤人数明显

增加(虽然!"O$年的公路里程数比!"K$年增加了

E$)%!""$年又比!"O$年增加了!&)%但随着交通

运输量的增加%!$万人口死亡率也成倍上升(在最

近!$年中%#$$!年公路里程数比!""$年只增加了

%$)%但客 运 量 和 货 运 量 却 分 别 增 加 了!#$)和

E&)%同期的!$万人口死亡率也翻了一番!表E#(

表#!我国!"(!!#$$!年道路交通伤害与

交通运输和道路情况

年份
公路数
!万公里#

客运量
!万人#

货运量
!万吨#

死亡率
!"!$万人口#

!"(! ! !!’EE %%($ !$%OO $’!(
!"&$ (!’$$ %#(#E K$KO& $’OK
!"K$ &%’&K &!O!# (&KK" !’!&
!"O$ OO’O% ###K"" %O#$EO #’#!
!""$ !$#’O% &EO$O( K#E$E$ E’%!
#$$! !%%’&$ !E$#K"O !$(&%!# O’(!

讨!!论

道路交通伤害是一个重要但又被忽视的公共卫

生问题%据 ]Tc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万人死

于道路交通伤害%受伤者多达($$$万人(如果不采

取强有力的预防措施%今后#$年中道路交通伤害的

死亡和受伤人数将增加&()左右)#*(在我国%随着

机动车数的增加%万车死亡率从!"K(年开始迅速下

降%#$$!年 的 万 车 死 亡 率 比!""$年 的 降 低 了!’#
倍%然 而%#$$!年 的 人 身 安 全 水 平!!$万 人 口 死 亡

率#比!""$年的增加了"K)(
在地区分布中%#$$!年我国道路交通伤害最严

重的五个地区是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这五

个西部地区的道路交通伤害评价指标!综合事故率&

!$万人口死亡率和万车死亡率#均远远高于同年其

他各省&市&自 治 区(!""#!#$$!年%广 东&山 东 和

浙江地区的车祸死亡人数一直在前五位徘徊%%省

之和占了全国道路交通伤害死亡人数的!"E’其中广

东省除了!"""年和#$$$年占第二&三位外%其余各

年的车祸死亡人数一直位居首位(由于车祸死亡率

分别受到人口数和机动车数的影响%出现了我国万

车死亡率自!"K(年后呈下降趋势%但!$万人口死

亡率却逐年上升(道路交通伤害综合事故率!死亡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E年K月第#(卷第K期!*+,-LH<,46:,0>%L3>5#$$E%M0>’#(%N0’K

 



系数!将人口数和机动车数综合起来计算"这个指标

能更合 理 地 反 映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的 发 生 情 况#%$%西

藏&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区的道路交通伤害

综合事故率最高"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道路交通

伤害的严重性"道路条件&交通环境和管理水平等是

道路交通伤害的主要影响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化程度的不断增长"发生

道路交通 伤 害 的 机 会 相 应 增 加#E$%#$$!年 我 国 的

机动车数量达到&O$$万辆"平均每!"人拥有一辆

机动车"但与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机动车

数量远低于这些国家"而车祸死亡率却很高%例如"

#$$$年美国每千人拥有机动车K"$辆"同年我国每

千人拥有机动车只有EO辆"但我国的万车死亡率却

是美国的O倍’!(’&(万车与!’"(万车!"说明道路条

件与交通环 境 是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不 可 忽 略 的 中 介 条

件%道路质量&交通运输量与道路交通伤害间存在

着密切关系"欧洲联合经济委员会指出"K$)的道路

交通伤害是由于道路的缺陷所致#($"当公路客运量

和货运量逐年递增幅度明显大于公路里程数的增长

时"车祸死亡率也持续上升#&$%
道路交通伤害是世界各地区!(!EE岁年龄组

的主要死亡原因#%$"在我国半数以上的车祸死亡者

是!&!E(岁年龄组"其中K()是#&!E(岁年龄组"
道路交通伤害对劳动生产力人口造成严重影响"死

亡所带来的潜在寿命损失年远高于恶性肿瘤和冠心

病#%$%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岁以上的道路交通

伤害伤亡上升趋势提示老年人也是道路交通伤害死

亡和重度创伤的弱势人群"这将成为全球日益关注

的问题%联合国 人 口 规 划 表 明"在 未 来%$年 内&$
岁和&$岁以上年龄组所占的比例在所有国家都比

较高#K$%

]Tc在)预 防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世 界 报 告*中 指

出"行人&骑自行车者&驾驶助动车和骑摩托车者是

最弱势的道路使用者"并且是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的

主要受害者#K$%在我国"行人&乘客&骑 自 行 车 者 和

骑摩托车者占了道路交通伤害死亡总数的O$)"而

乘客致死致伤的比例最高"这与大客车在长途运输

中发生 群 死 群 伤 的 恶 性 交 通 事 故 不 无 关 系"回 顾

#$$!年十大恶性交通事故中"其中K起均因为大客

车车祸造成每起有数十乘客死伤%驾驶员或路人的

过失等人为因素也是道路交通伤害的影响因素%因

此"改善道路交通条件"加强交通立法与执法"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驾驶员和城乡居民的交通

安全意 识 等"是 预 防 和 控 制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的 主 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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