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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宁市汽车安全带佩戴状况调查

李功理 李丽萍 Mark StevenSon Rebecca Ivers 周颖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调查广州、南宁市汽车安全带佩戴情况。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照3种

不同类型的道路选取观察点，在4个不同时间段对目标车辆进行观察。结果 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

率南宁市(63．8％)高于广州市(49。3％)，而不正确佩戴率广州市(22．9％)高于南宁市(8．1％)；乘客

安全带佩戴率广州市高于南宁市，包括正确佩戴率和不正确佩戴率；安全带佩戴率受道路类型、时间、

性别和车型等的影响，正确佩戴率高速路高于其他道路、白天高于晚上、女性高于男性、小型汽车高于

其他车型，不正确佩戴率工作日高于周末。结论广州市男性出租车司机安全带不正确佩戴率高；两

地区周末和晚上佩戴安全带率较低，应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司乘人员佩戴安全带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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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t】 Objec“ve 7ro detemine the rates of correct use of safety belt(cUsB)among drivers

and front seat passengers in Guangzhou and Nanning through roadside observation and to pm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vention pIan and t0 strengthen road safety 1aw enforcement．IⅥethods

0bservational sit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ree road types(Highway，Main Street and Subordinate

Street)．Targeted automobiles were observed at each site at four different times and unifomed checkIists

were used to record safety belt use during observations．Within each vehicle，belt use by drivers of different

sex，road type，、vorkda州weekend， day／night and seating position were calculated．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Chi．square tests to compare the statistic significance．R豁ults (1)The rate 0f CUSB and non—use rate

among drivers were higher in Nanning than in Guangzhou(P=O．00)but the rate of incorrect use was on

the∞mrarary． (2)The rate of CUSB by front seat passengers in Guangzhou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anning(P=0．04)；as weU as the rate of(P=0．00)incorrect use while the non-use rate waS on the

∞ntrarary．(3)In general，the rate of CUSB was higher on highwayS than on local streets(P=0．00)．

(4)The CUSB rate of drivers and hDnt seat paSs朗gerS was higher at daytime than at night(P=0．00)，

and the rate of incorrect use was higher at working days than weekends(P=0．00)． (5)The CUSB rate

was higher for female drivers than for males in Guangzhou(P=0．00)，but th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rNanning(P=0．21)． ConcIusion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ntervention actians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belt use． Effective public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pmgrams， law enforcement and mandatory Safety belt use， prioritizing programs on people

neglegent to the importance are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safety belt use and to decrease the Inortality and

injuries caused by tra“ic accidents．

【Kev words】 Automobiles；Safety belt；use

目前，如何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已成为许多学

科领域的重要课题‘1埘。我国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

15～44岁年龄段人群的首位死因。大量研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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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带对司机、乘客损伤防护具有显著效

果心’3]。若能正确佩戴安全带，司机与乘客的死亡

率及受伤程度都可以大大降低。为了解我国司乘人

员安全带佩戴情况，选择广州市和南宁市为调查城

市，通过对两地不同道路类型上的汽车驾驶员及前

排乘客的安全带佩戴现况进行调查与比较，为制定

道路交通伤害预防于预计划以及强化司机和乘客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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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道路安全法律法规的意识提供基础资料与科学

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凡是经过选定观察点目标车辆的

司机及其前排右侧乘客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车辆

类型包括车身长度不超过6 m的小型载客汽车、厢

式货车、吉普车和敞篷小型载货卡车等。

2．调查方法：

(1)调查表：设计调查表，并通过预调查作信度

和效度的评价。

(2)调查点的选取：高速路的观察点通过随机抽

样的方法选取高速收费口总数的50％；城区观察点

通过以下方法选取：以城区地图中心为圆心，大约

4～5 km为半径画圆，再分别以横纵各7条等距线

将圆划分为60个格。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8个

格中的各一条主要干道为观察点；同样方法选取10

个格中各一条支线街道为观察点。

(3)观察方法：

①观察时间：对每个选取的观察点上进行4次

观察。每个观察点在周一至周五以及周六、周日各

任选一个白天(8时～18时)和晚上(18时～21时)

的上下班高峰时段各观察1个小时；通过预调查确

定1个小时观察的车辆数能达到目的所需的样

本量。

②具体方法：当选取的交叉路口显示红灯时，观

察前10辆目标车辆。有些路段车流相对较少，车流

速度比较慢，能观察清楚的都做记录。

③安全带佩戴标准：正确佩戴安全带：安全带从

肩膀斜跨通过胸部，肩带与固定点之间有一定的紧

张度；不正确佩戴安全带：虽然安全带从肩膀斜跨通

过胸部，但肩带与固定点之间没有紧张度；未佩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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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带：没有使用安全带。

3．统计学分析：将调查表进行整理、编码后，使

用FoxPm 8．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逻辑检查，使

用SPSS 13．0软件进行x2检验。

4．质量控制：①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

训，统一调查方式与安全带佩戴标准；②调查时每天

随机抽查2个观察点，核实调查结果；③每天调查结

束后都检查结果，查漏补缺；④数据由专人核查后录

入数据库，并进行逻辑检查。

结 果

1．基本情况：广州市从2005年4月7—16日调

查10天。共观察34 545车次。南宁市从2005年5

月18—23日调查6天。共观察26 607车次。①司

机佩戴安全带的情况(表1)：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

率和未佩戴率南宁市均高于广州市(Y2=1280．0，

P=0．00；Y2=13．7，P=0．00)，两地正确佩戴率分

别为63．8％和49．3％；不正确佩戴率相反(Y2=

2381．2，P=0．00)。②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情况(表

1)：乘客安全带佩戴率广州市高于南宁市，包括正确

佩戴率(x2=4．1，P=0．04)和不正确佩戴率(x2=

91．3，P=0．00)；未佩戴率相反(Y2=105．8，P=

0．00)。

2．不同道路类型司机与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情况

(表1)：在三种道路类型中司机和乘客佩戴安全带

正确率南宁市都明显高于广州市(P=O．00)；不正

确佩戴率相反(P=0．00)；司机未佩戴率在高速路

广州市高于南宁市(Y2=178．0，P=0．00)，在主要

干道和支线街道相反(P=O．00)。两地高速路司机

和乘客佩戴安全带正确率明显较主要干道和支线街

道高(P=0．00)，乘客未佩戴率都以高速路最低，支

线街道最高(P=0．00)。

表l 广州、南宁市不同道路类型中司机与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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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时间段司机与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情况

(表2)：①不同时间段司机佩戴安全带的情况：在各

个时间段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率南宁市都明显高于

广州市(P=0．00)；不正确佩戴率相反(P=0．00)。

两地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率白天都比晚上高(P=

0．00)；未佩戴率则相反(P=0．00)。不正确佩戴率

在工作日比周末高(P=0．00)。②不同时间段乘客

佩戴安全带的情况：在各个时间段乘客安全带佩戴

率广州市都高于南宁市(P=0．00)，包括正确佩戴

率和不正确佩戴率；未佩戴率相反(P=0．00)。两

地乘客工作日的不正确佩戴率都比周末高(P=

0．00)。

4．不同车辆类型司机与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情况

比较(表3)：①不同车辆类型中司机佩戴安全带的

情况：在各种车辆类型中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率南

宁市都高于广州市(P=0．00)；而不正确佩戴率相

反(P=0．00)，尤其是广州市出租车司机的不正确

佩戴率明显高于南宁市(Y2=3577．2，P=0．00)。

两地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率都以小型客车最高

(P=0．00)，而佩戴率(包括正确佩戴率和不正确佩

戴率)最高的是出租车(P=0．00)，但其中不正确率

亦是最高(P=0．00)。②不同车辆类型中乘客佩戴

安全带情况：在不同车辆类型中，乘客安全带佩戴率

广州市高于南宁市(P=0．00)，包括正确佩戴率和

不正确佩戴率；而未佩戴率南宁市高于广州市(P=

0．00)。

5．不同性别司机与乘客的佩戴安全带情况比较

(表4)：①不同性别司机佩戴安全带情况：司机安全

带正确佩戴率南宁市男女性均高于广州市(P=

0．00)；不正确佩戴率相反(P=0．00)。广州市女性

司机佩戴安全带正确率较男性高(x2=35．8，P=

0．00)，南宁市司机佩戴安全带正确率男性和女性差

异不大(x2=1．6，P=0．21)。②不同性别乘客佩戴

安全带情况：乘客安全带正确佩戴率男性两地无明

显差异(x2=0．1，P=0．77)，女性广州市高于南宁

市(x2=25．3，P=0．00)；不正确佩戴率广州市男女

性均高于南宁市(P=0．00)；而未佩戴率相反(P=

0．00)。

表2 广州、南宁市不同时间段司机与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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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广州、南宁市不同性别司机与乘客佩戴

安全带的情况(人次)

佩戴情况了羔了淼了丽彘

讨 论

自汽车安全带广泛应用以来，不少国家已立法

强制使用安全带。澳大利亚全国的安全带使用率近

100％，取得良好的防护效果，事故死亡率显著下降。

英国、日本、德国、瑞典等国家汽车安全带使用率已

达90％[4’5 J。美国政府要求在2005年安全带使用

率达到90％；美国公路交通安全局报告，私人乘用

车的乘员安全带使用率已达100％M川。而我国自

1993年强制使用安全带以来，尚没有关于安全带使

用现状的系统研究∞-。本次调查在同为省会城市的

广州市和南宁市进行，考虑到广州市是全国道路交

通伤亡率最高的城市，提高安全带的佩戴率能使其

降低交通伤亡率的效果更显著；而南宁市在地理位

置上与广州市相邻，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

等方面均与广州市相似，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两地为

调查城市；两地观察时间相差不远，基本消除季节、

温度等的影响，旨在进行比较分析。在调查前选点

时考虑到交警亭和路口监视器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

响，所以有交警亭和路口监视器的点都排除在外；在

高速路收费口调查时，事先与交警联系，使他们不干

预调查，尽可能地减少偏性，客观真实地反映安全带

佩戴情况。

调查显示，广州市和南宁市司机安全带正确佩

戴率均低于David等的报道。但两地的安全带佩戴

率分别为72．2％和71．9％，包括正确佩戴率和不正

确佩戴率。两地司机安全带佩戴率能达到美国密歇

根州2000年的水平，但真正能使安全带起到作用的

正确佩戴率却比较低，由此可见，两地司机有较高的

佩戴安全带的意识，关键要降低不正确佩戴率。由

于本次调查中出租车占有很大比例，而出租车司机

不正确佩戴率比较高，导致总的司机正确佩戴率偏

低。司机安全带佩戴率在工作日和白天比较高，包

括正确佩戴率和不正确佩戴率。这说明工作日和白

天的执法力度较强，为了应付交警的检查，导致有些

司机不正确佩戴安全带；由于出租车司机每天驾车

的时间比较长，佩戴安全带比较久，感觉不舒服，所

以不正确佩戴率高。

司机佩戴安全带正确率在高速路明显较主要干

道和支线街道高。这可能与四个因素有关：第一，高

速路小型客车所占比例较其他道路高，而小型客车

安全带正确佩戴率明显较其他车辆高；第二，司机在

高速路佩戴安全带的意识较在其他道路强；第三，主

管部门的执法力度在高速路相对较强；第四，在高速

路入口多标有“请系好安全带”等标识。建议交警部

门在城市主要干道和支线街道设立一些关于安全带

的标识，逐步提高司机在非高速路佩戴安全带的意

识。该调查还显示，南宁市司机安全带正确佩戴率

和未佩戴率都较广州市高，而广州市司机不正确佩

戴率明显较南宁市高，由于不正确佩戴安全带发挥

不了安全带的作用，建议交警部门应加强对司机不

正确佩戴安全带行为的监督执法力度。

[本项目获得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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