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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年道路交通事故伤害

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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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年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简称车祸）的主要危险因素并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车祸的空间分布。方法 在&’()*+,软件中，将上海市各区县的车祸发生

次数及死亡例数标记到上海市电子地图上，反映-年间车祸的空间分布，分别计算潜在寿命损失年数

（./00）、潜在工作寿命损失年数（1./00）、潜在价值寿命损失年数（2./00）比较相应的疾病负担。

结果 !"""!!""!年上海市共发生各类车祸事故34334、35546、67"55起，分别导致8767、87!6、

899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8、!:6、-:"亿元，空间分布显示事故发生以市中心为同心圆，呈

现中心、外围较低，城乡结合部较高的水平，车祸导致的人均./00、1./00、2./00位于首位，疾病

负担最重。结论 中心城区应以控制事故发生为主，周边城郊以控制事故死亡为主要任务；城市车祸

对社会和经济的危害日趋严重，应加强车祸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研究。

【关键词】 车祸；流行病学调查；地理信息系统；干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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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伤害（以下简称车祸）已成为“世

界第一公害”。据世界卫生组织（1UV）统计，全世

界每年因车祸死亡约有8!3万人、受伤89""万人，

即每!秒钟有8人受伤，每9"秒钟有8人致死［8，!］。

预防控制车祸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上海市

也 提 出 把 伤 害 预 防 控 制 作 为 !8 世 纪 疾 病

作者单位：!""--3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胜年、卢伟、周

顺福、陈绍明、杨斌杰）；上海市交通巡警总队（李强、陆建光、吴建平、

鲍琼）；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宋桂香、袁东、李延红、周峰）

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任务［-，6］，而把伤害死因占首

位的车祸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也是当务之急。藉卫生

与公安部门联合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卫生部下达的卫

"项目之机遇，双方合作开展了上海市车祸流行病

学调查。

材料与方法

8:研究对象及资料来源：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交警）总队记录在案的!"""!!""!年发生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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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公安部门以道路事故信息采集表，对全上海市

!"个区县发生的车祸记录进行采集、填写、核实、汇

总；所有采集调查人员都分别经公安、卫生部门培

训，并对采集、调查工作进行质量控制。卫生部门对

各区县医院按#$%&"疾病分类标准的死亡登记报

告，由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实；由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收集有关车祸的人口、车辆及其他死因等文

献资料［’，(］。

)*研究方法及统计学分析：车祸判断、分类标

准、车祸死亡判断均按公安部统一规定。分别用

+,-./和01002*’软件建立数据库，根据《伤害流行

病学》［2］所列车祸的测量指标计算比较不同年份的

指标差异，主要分析指标［2，3］为事故总次数、死亡例

数、受伤例数、直接物损、死亡率、致伤率及综合事故

率等。并计算潜在寿命损失年数（4155）、潜在工

作寿命损失年数（64155）、潜在价值寿命损失年数

（74155）。利用地理信息系统（8#0）研究车祸的空

间分布，在9:-;<.=软件中，将各区县的车祸发生次

数及死亡例数标记到电子地图上，直观地反映>年

间车祸的空间分布。

结 果

!*车祸的流行状况：

（!）)???!)??)年上海市车祸的事故次数、死

伤例数及经济损失：根据《伤害流行病学》［2］所列车

祸的测量指标，)???!)??)年间上海市每千人拥有

机动车数分别为23*"!、")*!>、!?(*!2辆，机动化程

度有显著增加，其他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但车祸导致的经济损失有增加的趋势。

表!可见)??)年与其他两年，车祸总体发生数

有所降低，全年的车祸死伤例数也有不同程度的降

低，但经济损失仍然达到>亿元人民币（@AB）。车

祸测量指标见表)。

表! 上海市)???!)??)年车辆、车祸、事故数、

死伤例数综合评价

年份
机动化程度

（辆／!???人）
事故
次数

死亡
例数

受伤
例数

综合
事故率

（／万）

经济损失
（亿元）

)??? 23*"! ("((" !2C2 >’’C’ C*2> )*!?
)??! ")*!> (33"C !2)C >’!(2 C*>? )*C’
)??) !?(*!2 C2?33 !’’2 !’("?! >*(? >*??

! 所有轻微伤未包括在内

（)）)???!)??)年不同月份上海市车祸次数及

死亡例数：图!显示了>年来不同月份的车祸次数

及死亡例数，在)???、)??!、)??)年度事故的发生次

数及死亡例数均呈现岁末年初有增高的趋势，即在

!)月及次年!月份事故发生次数及死亡例数较其

他月份高，而在夏秋季事故发生较平缓。)???年车

祸死亡例数中，男性高于女性，男女之比)*>2D!；

>?!C"岁年龄段死亡构成比较高，占死亡总数的

C?*2?E。

表" 上海市)???!)??)年车祸伤亡评价指标

年份
事故

发生率
（／万车）

车辆
致伤率

（／万车）

人口
致伤率

（／!?万）

车辆致伤
死亡率

（／万车）

人口
死亡率

（／!?万）

车祸
致死率
（E）

)??? (2!*C? >C)*’’ )2?*>! !(*3C !>*)" C*(3
)??! ’(’*’’ )33*(3 )(’*"3 !C*!’ !>*?C C*(2
)??) >>>*3? !!!*)) !!3*?" !!*?C !!*2) "*?>!

! 所有轻微伤未包括在内

图! )???!)??)年上海市车祸次数及死亡例数

不同年份上海市!"个区县的事故发生次数及

死亡例数的8#0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事故发生以

市中心为同心圆，中心城区事故发生次数和死亡例

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围绕中心城区的区县事故数

及死亡例数较高，而外围区县的事故次数及死亡例

数又有所回落；呈现中心、外围较低，城乡结合部较

高的水平，结果见图)，>，C。

图" )???年上海市区县车祸及死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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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上海市区县车祸及死亡分布

图" !""!年上海市区县车祸及死亡分布

!$%年不同类型驾驶员车祸发生情况及车祸

原因和伤害部位分析：

（#）不同类型驾驶机动车人员车祸发生情况比

较（表%）：不同驾龄驾驶员死伤构成比差异有显著

性（!!&!’$((，!!"$"#）；随着驾龄增加人均车祸

事故构成、死亡率、受伤率均有降低趋势（!!分别为

#($)%、#"$*#、#!+($)#，!!"$"#），而人均事故发生

率无降低趋势；!""#和!""!年与!"""年情况相似

（表)）。

表! 不同类型机动车驾驶员%年事故发生次数及

伤亡情况比较

年份
驾驶员

类型
事故
次数

死亡
例数

受伤
例数

百次事故
死亡例数

百次事故
受伤例数

!"""职业 %+*"* )’) #%"’( #$!% %’$)*
非职业 (,)) #*) ))(% #$*( )+$##
无证驾驶 #+,( #", #*!, +$%, #"*$*#

!""#职业 %+*#+ )+) #!((# #$!+ %’$!(
非职业 #"%*) #(! )*%) #$*’ )+$’’
无证驾驶 #,,+ #%! #(%% ,$)% #"*$*)

!""!职业 %#)*" )!" ,%#, #$%% !%$!)
非职业 (",% #(, !*#% !$#, %#$""
无证驾驶 ,%, ##" *"" #)$(% #"*$’’

（!）机动车驾驶员车祸主要原因分析：表’显示

最常见车祸为不按规定让行、纵向间距不够和违章

变更车道，约占车祸发生次数的!／%。引起车祸死

亡的危险原因前+位经趋势分析（!!&+,,$,+，!!
"$"#）是酒后驾车、疲劳驾车、超速驾车、逆向行驶、

违章行驶（违章占道行驶）、违章超车。

表" 上海市!"""年不同驾龄驾驶员车祸比较

年龄
（岁）

驾驶员
人数

车祸
次数

死亡
例数

受伤
例数

人均
车祸率
（-）

人均
死亡率

（／#"万）

人均
受伤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上海市!"""年机动车驾驶员车祸原因分布

原因分类 次数 受伤例数 死亡例数 死亡／百次（-）

不按规定让行 #%!"" +!)( #+% #$!%
纵向间距不够 #!!’* #,"# )’ "$%,
违章变更车道 )()* +’# !" "$)"
酒后驾车 !(# !!* %’ #!$"%
疲劳驾车 #*’ *, ## ’$(’
超速驾车 #!, +! ’ %$()
其他违章 #’,** ,!%# %!+ !$"+

（%）!"""年车祸伤亡者受伤部位分布构成：表+
为!"""年上海市车祸死伤者受伤部位及构成，数据

表明车祸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头部伤害。

表$ 上海市!"""年车祸死伤者受伤部位及构成

部 位
死 亡

例数 构成比（-）

受 伤

例数 构成比（-）

头部 ’#* %)$)) %(’% ##$!)
上肢 #’ #$"" #!!’ %$)*
下肢 !% #$’% ’#%) #)$+"
胸、背部 ## "$,% %*+ #$#"
腹、腰部 !" #$%% +)( #$*’
多部位 !*! #*$,’ !*%* *$",
其他部位 +"% )"$"( #*+*! ’%$#%
不详 %! !$#% !!(% +$’!

合 计 #’")" #""$"" %’#+" #""$""

" 含,天后死亡人数

%$疾病谱变化及车祸的疾病负担［,，*］：损伤中

毒（包 括 车 祸）为 上 海 市 第)位 死 因［(］。上 海 市

!"""年死亡($)’万人，!""""!""!年前四位死因

构成见表,，损伤中毒（包括车祸）为上海市第)位

死因，对!"""年损伤中毒的死亡再分类中车祸占首

位，死亡#,),例，占伤害的!*$%,-，死亡率#%$!(／

#"万，!"""年 主 要 死 因 顺 位 的 ./00、1./00、

2./00（表*"#"）（以平均期望寿命,*$,,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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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上海市!"""!!""!年疾病死因顺位及

意外伤害情况比较

死因顺位

!"""年

死亡
专率

（／#"万）

死亡率!

（$）

!""#年

死亡
专率

（／#"万）

死亡率!

（$）

!""!年

死亡
专率

（／#"万）

死亡率!

（$）

循环系统!%&’!# %!’() !!(’%* %!’#% !%"’"% %#’(+
肿瘤 !"%’+) !+’&( !"(’*% !)’%& !#!’#* !)’!!
呼吸系统#"#’,* #&’#) #""’!( #&’!% #"&’,! #&’%)
损伤中毒 &(’+! (’,& &&’"! (’!, &&’%, (’##
车祸 #%’!) #’+, #%’"& #’+, ##’*! #’,%

! 占死亡总数的百分率

表" 上海市!"""年车祸按性别、年龄别死亡率及构成比

年龄
（岁）

男 性

死亡数
构成比
（$）

死亡率
（／#"万）

女 性

死亡数
构成比
（$）

死亡率
（／#"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表# 上海市!"""年车祸与全国情况比较

项 目 上海 全国

人口发生率（／#"万） ,!’)+ &+’*&
人口死亡率（／#"万） #%’!) *’&#
人口受伤率（／#"万） !*"’%# %%’"+
致死率（$） &’(+ #+’%#
人口车辆密度（辆／#"""人） *+’)# #!’*#
车辆发生事故率（／万辆） (*#’&" %+%’&*
车辆死亡率（／万） #(’+& ,+’%%
车辆受伤率（／万） %&!’,, !("’!,
综合事故率（／万） %’(" %*’!"

讨 论

卫生事业水平的提高，人口学效应以及绝对和

相对流行病学效应的综合显现［)］，我国传染病死亡

率有所下降，慢性病和意外伤害在疾病死亡顺位中

有所提高。城市车祸的发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车祸所致的死亡平均每年以)’+)$的比率上

升［#"］。上海!"""年车祸的-.//为,","#’)*人

年，位 于 恶 性 肿 瘤、循 环 系 统 之 后，为 第 三 位；

0-.//位于恶性肿瘤之后，为第二位；1-.//位

于首位。但人均-.//、0-.//、1-.//都位于首

位，分别是%"’&"、#*’,,、#)’*(年；人均-.//车祸

%"’&"年接近恶性肿瘤（#&’&,年）、循环系统（)’#&
年）与呼吸系统（*’+*年）三者之和，车祸导致的危害

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

表$% 上海市!"""年前四位死因的疾病负担

疾病死因

-.//!

总量
（人年）

人均
（年）

0-.//
总量

（人年）
人均

（年）

1-.//!

总量
（人年）

人均
（年）

呼吸系统 ,""""’+# *’+* ,#&*’,##’!# #&,!’" #*’"+
恶性肿瘤 %!!)&"’(,#&’&,*(*)!’,#!’", #&#"&’+ #(’,!
循环系统 #(&*%"’%! )’#&#**"*’, +’## %(#(’+ #(’)"
车祸 ,","#’)*%"’&"!#"",’"#*’,, #"#,(’+ #)’*(

!-.//计算按照上海市期望寿命*+’**，0-.//计算按照我

国退休年龄男性("岁，女性,,岁计算，1-.//计算根据"!!"岁

为投资阶段，!#!("岁为生产阶段，(#岁到期望寿命为消费阶段

计算

研究表明驾驶员发生车祸的主要危险因素［##］：

"酒后驾车、疲劳驾车、超速驾车、逆向行驶、违章行

驶、违章占道行驶、违章超车；但事故的严重程度不

等，酒后驾车、疲劳驾车虽然不是驾驶员的普遍现

象，但造成的后果较严重，一般为恶性交通事故，而

其他违章发生次数频繁，但事故的后果较轻。因此

在控制恶性交通事故时要对酒后驾车、疲劳驾车的

驾驶员严厉惩罚的同时，要通过对主要违章行为加

强管理，可以有效控制交通事故的发生；#年龄、性

别，在%"!&)岁男性易开快车和违章，死亡发生多，

占死亡总数&"’*"$；$驾龄，#,年驾龄的驾驶员，

操作不熟练，经验不足，遇突发情况易处置不当而发

生车祸造成严重伤亡；%人车混行，车祸的伤、亡部

位分析结果表明，死亡主要原因为头部伤或多部位

复合伤，作为道路交通中的骑车者，由于人车混行，

处于交通行为的弱者，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尽可能人

车分流及鼓励使用头盔［#!］不失为一种降低交通事

故伤亡的好措施。

234的描述性分析显示，市中心城区的事故数、

死亡人数较低，而城乡结合部较高，外围城区又呈较

低的分布，分析可能原因市中心城区车辆拥挤、车速

较慢，而城乡结合部车速有所提高，人车混行现象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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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容易造成车祸，而外围城区虽然车速较高但人员

稀少，最终导致了事故及车祸死亡的三个地区不同

分布特点。

不同年份不同驾驶员类型的事故构成比可见，

三类不同驾驶员的车祸次数不同，这与三类不同驾

驶员的数量不同有关，但分析车祸的分布与伤亡数

不难发现无证驾驶造成的车祸后果较严重，百次事

故的伤亡人数较职业驾驶员、非职业驾驶员高。并

且三年来无证驾驶的事故的后果越来越严重，驾驶

员死亡数有增加的趋势。

由于世界银行贷款的健康促进卫!项目的机

遇，上海市卫生局与市公安局合作对车祸进行了流

行病学调查研究，开展对中小学生、老年人，机动车

驾驶员的干预，并建立!所医院作为救治监测网点，

以进一步加强车祸各方面的研究。上海市公安局、

卫生局最近还合作建立快速抢救机制，建立救治绿

色通道，定点"#余所医院加强车祸受害者的救治，

进行第一时间对伤者就地和院前救治，提高院内急

救速度和医疗护理质量［$%］，以进一步降低死亡率，

减轻伤残度。

因为上海市为特大型城市，车祸发生有其自身

特点，三年来由于加强管理，事故数与死亡人数均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车祸的评价指标并未因为车辆、道

路、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降低的趋势，但经济

损失增长明显。&###年的上海市车祸与全国情况

比较，车辆密度为全国的’(&倍，但车祸的人口发生

率、死亡率仅分别上升!()#*、)+(+,*，致死率却下

降了),(,,*，人口受伤率增加了)(&倍。车辆受伤

率增加$(%&倍，综合事故率为全国的+(’!*。综合

事故率是指车祸死亡人数与人口数和机动车数之

比，是万辆车发生率和人口发生率的几何平均数。

它能综合考虑人口数和机动车数在道路交通伤害中

的共同作用，综合评价车祸的严重性。

上海市通过立法，制订实施《上海市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公安部&!号令《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证管理

办法》对学习驾驶员、驾驶员分别进行适应性检测和

健康检查；佩带安全带、头盔；交通安全学校教育培

训；改善交通工程设施、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及加强

急救治疗等国外行之有效的综合干预措施［$,，$"］，上

海市$+!+年 的 万 车 死 亡 率%&(!至&##%年 降 至

$$(#,，综合事故从&###年,()%下降到&##%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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