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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2002年与伤害有关行为的分析

刘娜杨功焕马杰民陈爱平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描述2002年中国人群与伤害有关行为，特别是与交通事故及自杀有关行为的流

行水平，以及在不同教育水平、职业和地区人群中的分布。方法使用13个同题，利用2002年普查

人口进行加权计算不同类男Ⅱ人群交通违章行为和保护性措菔的执行情况，及家庭中农药、鼠药的保存

情况。结果36．7％的人报告过去30天有在自行车道及机动车道上行走或乱穿马路的行为，其中

3 67％为经常(>3次／周)，11．3％为有时(1～2次／周)，21 7％为偶尔(1～2次／月)。30．3％骑自行

车者报告过去30天有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车带人等违章行为。调查人群中有4351人过去30

天有驾车经历，分别有13 2％、11 4％和16．9％的机动车驾驶员报告过去30天有酒后驾车、疲劳驾驶

和无证驾驶的经历。驾驶员或乘车者经常佩带交通安全带的比例只有7 7％；目前驾驶和搭乘摩托车

者中，经常戴头盔的比例为19．1％。男性交通违章的行为高于女性；农村人群交通违章的现象较城市

严重。农村地区存放农药及鼠药的比例高于城市地区；有10％的家庭随意放置农药或鼠药。结论

中国人群的交通违章现象严重，且交通安全保护性措施(佩带安全带、摩托车头盔)执行力度不够。对

农药、鼠药疏于管理，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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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有70万人死于各种伤害，占死亡总数

的11％。伤害的死因顺位依次为自杀、交通事故、

溺水、跌落、中毒、他杀、烧烫伤和医源性伤害。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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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发生，除了环境因素外，与人们的行为也密切相

关。本项研究并不探讨所有与伤害相关的高风险行

为，只对我闻意外伤害死因顺位前两位的交通事故

及自杀的相关危险行为进行探讨，这些危险行为包

括交通违章行为以及农药和鼠药的保存情况。通过

对危险行为流行情况的了解，以期对制定相关的政

策降低意外伤害的发生，特别是降低交通事故以及

 



主堡煎堡塑堂塞查!!堕至!!旦塑堑鲞苤!!塑垦堕!』堡￡!!塑受!，Q!!!!竺!!篮!!型：堑!堂：!!

自杀的发生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有关样本框、抽样策略、抽样人群的特点以及分

析方法见参考文献[1]。本项研究使用7个问题对

人群的交通违章行为进行描述。包括行人、骑自行车

者及机动车驾驶者的交通违章行为，以及对交通安

全的保护行为，摩托车头盔及交通安全带的佩带情

况。使用6个问题对农药和鼠药的保管情况进行描

述，包括家中农药、鼠药的保存率以及放置地点分

布。所使用的问题及指标如下：

l交通违章行为：

(1)行人、骑自行车者交通违章频率：分别使用

了问题“过去30天，当你步行时，是否有过在自行车

及机动车道上行走／乱穿马路等经历?”及问题“过去

30天，你在骑自行车时，是否有过闯红灯／占用机动

车道／骑车带人／拐弯不打手势／逆行等经历”选项有

经常、有时、偶尔和没有，计算行人、骑自行车者交通

违章行为发生的频率。

(2)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违章行为：①酒后驾车

率：使用问题“过去30天，当你驾驶机动车时，是否

至少有过一次酒后开车的经历?饮酒是指>2杯

者”选项：有、无、没有驾驶机动车和拒绝回答。回答

“有”的人为酒后驾驶。②疲劳驾驶率：使用问题“过

去30天，当你驾驶机动车时，是否至少有过一次开

车>3 h未休息的经历?”选项同①。回答“有”的人

为疲劳驾驶。③无证驾驶率：使用问题“过去30天，

当你驾驶机动车时，是否至少有过一次无证驾驶的

经历?”选项同①。回答“有”的人为无证驾驶。计

算公式：

酒后驾车率(％)=回答“有”者／(回答“有”+

回答“无”者)×100％ (1)

疲劳驾驶率(％)=回答“有”者／(回答“有”+

回答“无”者)×100％ (2)

无证驾驶率(％)=回答“有”者／(回答“有”+

回答“无”者)x 100％ (3)

(3)交通安全带、摩托车头盔的佩带率：分别使

用问题“过去30天，当你驾驶或乘坐小=1三时，是否按

规定正确佩带安全带?”及问题“过去30天，当你驾

驶或乘坐摩托车时，是否戴头盔?”选项：经常、有

时、偶尔和没有。计算交通安全带、摩托车头盔的佩

带率。

2农药和鼠药的管理：①农药和鼠药的保存率：

分别使用问题“通常你家是否保存有农药?”及“通常

你家是否保存有鼠药?”。选项：经常、有时和没有。

计算家中农药保存率及鼠药保存率。②农药和鼠药

的放置地点分布：分别使用问题“这些(农)药通常放

在什么地方?”及“这些(鼠)药通常放在什么地方?”。

选项：任何人可以拿到的地方、小弦不易拿到的地

方、一般人不易拿到的地方和其他。计算家中农药

放置地点分布和鼠药放置地点分布。

结 果

1．与交通事故有关的交通违章行为：

(1)行人、骑自行车者的交通违章行为：36 7％

的人报告过去30天有在自行车道及机动车道上行

走或乱穿马路的行为，其中3 67％经常(>3次／

周)，11．3％为有时(1～2次／周)，21．7％为偶尔

(1～2次／月)。30．3％骑自行车者报告过去30天，

骑白行车时有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车带人等违

章行为。无论足行人还是骑自行车者，男性的违章

率均高于女性，行人违章男性、女性分别为40．2％和

32 9％；而骑自行车违章则分别为34．1％和25-8％。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行人、骑白行车者经常违章的

比例降低，文盲和半文盲经常违章的比例为4，45％

和6．20％，而大专及以上者中只有2 01％和1．27％。

农村地区行人、骑自行车者经常违章的比例高于城

市地区，农村分别为4 03％和4．61％，而城市则为

2．50％和1．92％。

(2)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违章行为：调查人群中

有4351人过去30天有驾车经历，分别有13 2％、

11 3％和16．9％的机动车驾驶员报告过去30天有

酒后驾车、疲劳驾驶和无证驾驶的经历。机动车驾

驶员的交通违章行为，无论是酒后驾车、疲劳驾车或

无证驾驶．男性均明显高出女性数倍。其中过去30

天有酒后驾车经历的男性是女性的15．7倍；过去30

天有无证驾车经历的男性是女性的3 3倍；过去30

天有疲劳驾驶经历的男性是女性的9倍(图I)。

男性不同年龄组人群以卜三类交通违章情况，

酒后驾车的高危险人群集中在20～59岁人群，特别

是20～39岁人群在过去30天有酒后驾驶经历的比

例达到22 0％；疲劳驾驶相当普遍，除≥60岁人群，

过去30天有疲劳驾驶经历的比例均在16％以上，

尤其是20～39岁年龄组，报告有疲劳驾驶比例的人

达到19．2％；无证驾驶的人员以20岁以下人群最

高，过去30天有无证驾驶经历的比例达到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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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人群酒后驾驶和无证驾驶的比例明显低

于其他人群，分别为12．8％和4-8％；不同受教育水

平人群中疲劳驾驶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5．3％的农村驾驶员中过去30天有酒后驾车的经

历，是城市驾驶员的2_8倍；20．2％的农村驾驶员报

告过去30天有无证驾车的经历，是城市的3 8倍；分

别有“．1％的城市驾驶员和11．3％的农村驾驶员报

告过去30天有疲劳驾驶的经历，城市和农村人群基

本没有差异(图2)。不同省份报告的酒后驾车、疲

劳驾车和无证驾车的比例相差很大，报告酒后驾车

比例最高的6个省(自治区)为山东、安徽、江西、湖

北、福建和广西，广西报告过去30天有酒后驾车比

例的驾驶员为25 2％；山西、甘肃、陕西、青海、云南

和黑龙江省报告过去30天有疲劳驾驶比例的为

18％以上．其中黑龙江省达到28 7％；河南、黑龙江、

陕西、青海、天津和广西省(自治区)报告过去30天

有无证驾驶比例的为25％以上，广西达到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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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2002年中国人群中机动车驾驶员交通违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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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群中机动车驾驶员

交通违章的比例

(3)佩带安全带的情况：目前我国无论是驾驶员还

是乘车者，经常佩带交通安全带的比率只有7．7％，不

佩带交通安全带的人达到77．6％，男性略优于女性，经

常佩带安全带的比例分别为9．0％和6 2％，不佩带的分

别为72 6％和踟．2％(图3)。城市和农村人群中经常

佩带安全带的比例分别为10 3％和6．6％，城市略优于

农村，不佩带的比例分别为72．6％和77．6％。年龄越

大，佩带安全带的意识越差，≥60岁人群中只有4 0％

的人经常佩带安全带，而84．O％的人完全没有佩带安

全带。佩带安全带与人们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教育

水平越低，安全带的佩带意识越差；文盲和半文盲人群

只有3_8％的人经常佩带安全带，而89．0％的人乘车时

不佩带安全带；大专及以上人群经常佩带安全带的为

13．O％，乘车时不佩带的比例为65．1％。虽然大专及以

上人群佩带安全带的比例依然很低，但是和其他人群

相比，有很明显差异。佩带安全带者有明显的地区差

异。比例最高的地区是广东省(佩带安全带的比例>

50％，经常佩带达到22．9％)，其次为天津、上海和乌鲁

木齐市及海南、江苏、广西、福建等地区，经常佩带安全

带率均在12％以上，完全没有佩带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多数低于65％。但是西藏、内蒙古、贵州、青海、吉林、

甘肃、安徽等省(自治区)，经常佩带安全带的比率低于

5％，多数省份不佩带安全带的比率高达85％以上，有

的省份甚至达到96％。

城市 农_|叫 男性 盘性

围3 2(】02年中国不同人群佩带安全带的情况

(4)戴摩托车头盔的情况：目前我国驾驶和搭乘

摩托车的人中，经常戴头盔的比例为19 1％，完全没

有戴头盔的人达到57 3％。男性优于女性。两人群

经常戴头盔的比例分别是21 6％和15．8％，而完全

不戴的也分别为52．3％和63 9％；城市人群优于农

村，经常戴头盔的比例分别是26．5％和16 7％，而完

全不戴的也分别为54 6％和58 1％。上述人群中，

年龄越大，戴摩托车头盔的意识越差，≥60岁人群

只有5．3％的人经常戴头盔，而79 6％的人完全没有

戴头盔；此项措施执行最好的是20～39岁年龄组人

群，经常戴头盔的比例为23 0％，50．0％的人完全没

有戴头盔。戴头盔也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受教

育水平越低，戴头盔的意识越差，文盲、半文盲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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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8 3％的人经常戴头盔，而79．0％的人完全没有

佩带，大专及以上人群，经常戴头盔者为31．5％，完

全没有戴的为47 1％。虽然戴头盔的比例依然很

低，但是和其他人群相比，有很明显差异。戴头盔人

群的比例，各地区差异非常大，佩带比例最高的地区

是海南、福建、江苏和广东省，比例超过50％，经常

佩带达到35％以上。但是西藏、新疆乌鲁木齐、贵

州和河南等地区，经常和有时戴头盔的比例<15％，

不戴头盔的比率高达85％以上，甚至达到98％。

2农药和鼠药保管：

(1)农药保管：24．2％的人和26 0％报告家中经

常或有时存放农药。城市人群中，只有4 2％有存放

农药的习惯，而农村，则有64 3％的家庭中存放农

药。存放农药的家庭中，约有10％的家庭是随意放

置农药，根据这个比例，意味着全国有3300万个家

庭随意放置农药(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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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2002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群农药在家中放置情况

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存放有农

药，其中有16个省的20％以上家庭(如四川省有

5l 4％的家庭)报告家中经常存放有农药。在调查

时询问调查对象，家庭中是否现在存放有农药，有

13个省的30％以上家庭报告调查时家里存有农药，

其中四川省报告当时存放有农药的家庭比例达到了

63．1％，在东北地区及内蒙古、山西、西藏和海南省

(自治区)家庭中存放农药的比例较低(<10％的家

庭)。河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安徽和四川等省

(自治区)农村家庭不仅存放农药的比例高，且随意

放置农药的比例也很高，均在4％以上，特别是四川

省，14．4％的家庭有随意放置农药。受教育程度高

者，家中存放农药和随意存放农药的比例均小，文

盲、半文盲家庭经常存放农药的比例达到31．7％，小

学文化程度家庭有29．7％，而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

家庭只有2．5％。放置农药的情况也不一致，文盲、

半文盲家庭随意存放农药的比例达到14 1％，小学

文化程度家庭也有11 5％，而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

家庭只有4．3％。

(2)鼠药保管：4 3％的人和20．1％报告家中经常

和有时存放鼠药。城市人群中，有0．9％家庭经常、

10．9％家庭有时存放鼠药；而农村则有5 3％家庭经

常、22 3％的家庭有时存放鼠药；调查时有9 1％的家

庭(城市中有4．8％，农村中有10．5％)存放鼠药。存

放鼠药的家庭中，约有6．0％的家庭是随意放置的，根

据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共有家庭户340 49l 197户，

意味着有2060万家庭随意放置鼠药。

在不同地区家庭中随意放置鼠药的比例也有不

同，存放鼠药的家庭中，城市中有3．7％的家庭、农村

中有6．4％的家庭随意放置鼠药。在东北、西北和西

南的一些省份，有较多家庭存放鼠药，乌鲁木齐市和

青海、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黑龙江、吉林等省7％以

上的家庭报告家中经常存放鼠药，其中青海省达到

37．3％：有13个省10％以E的家庭报告在调查时家

里存有鼠药，其中黑龙江省达到r45．6％。在存放鼠

药的家庭中，河南、广西和云南省(自治区)报告随意

放置鼠药的比例在lO％以上。受教育水平的高低，

同样影响人们对鼠药存放的行为。受教育程度高者，

家中存放和随意存放鼠药的比例均小，文盲、半文盲

家庭经常和有时存放鼠药的比例达到26 8％，高中、

中专文化程度家庭有19．1％，而大专以上的家庭只有

11．7％。而放置鼠药的情况也不一样，文盲、半文盲

家庭随意存放的比例达到9．6％，小学文化程度家庭

也有6．9％，而高中和大专以上的家庭只有4．3％。

讨 论

我国不论是行人、骑自行车者，还是机动车驾驶

人员，交通违章的现象都比较严重。其中行人、骑自

行车者是交通事故中的弱势人群，一旦发生车祸，这

部分人群的死伤极为严重。本项研究发现，上述人

群的交通安全意识薄弱，违章现象严重，行人、骑自

行车者分别有36 7％和30．3％报告过去30天有闯

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车带人、乱穿马路等行为。

我国机动车辆驾驶人员，自我报告过去30天有饮酒

驾驶、疲劳驾驶比例达到了13．2％和11 4％，显著高

于欧盟国家、克罗地Ⅲ砸和加纳的报告数据。更加严

重的是，没有国家报告无证驾驶的比例，但是本项研

究显示，过去30天，回答有无证驾驶经历的比例达

到16．9％。且男性交通违章行为高于女性；农村地

区甚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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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严重的交通违章现象相对应的是交通安

全保护性措施执行不力。国内外许多研究显示，佩

带交通安全带以及摩托车头盔，是减低交通事故死

伤率的重要保护措施。我国胡毅玲等”o报遭广州市

车祸死亡率由未戴摩托车头盔之前的每万辆lO．36

降低到5 56。而我们发现，目前无论是驾驶员还是

乘车者，经常佩带交通安全带的比例只有7．7％，不

佩带交通安全带的人达到77 6％；驾驶和搭乘摩托

车的人中，经常戴头盔的比例为19．1％，完全没有戴

头盔的人达到57．3％。因此，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重

点人群的交通安全意识，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及

其执行力度，规范行人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者

的行为，并加强机动车驾驶者的佩带安全带及头盔

等保护性措施的执行力度，才能够遏制我国近年来

交通事故发生及其所造成死亡不断上升的迅猛

势头。

在我国，自杀是位于意外伤害死因顺位第一位

的死亡原因，而农村地区人群自杀的死亡率是城市

的3 5倍。而使用农药和鼠药作为自杀工具在我国

非常普遍，由于对农药疏于管理，使得人们可以方便

得到农药作为自杀的工具。本研究结果表明，

64．3％的家庭中存放农药，其中10％的家庭承认有

随意放置的行为。在农村地区无论是农药还是鼠药

的存放比例、随意放置比例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农

村地区农药、鼠药的易得性也是造成农村地区自杀

死亡率高于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强农药

及鼠药的管理，增强人们对其安全存放的意识是预

防自杀的重要环节。同时亦可以避免意外中毒及他

杀等与农药、鼠药管理不善相关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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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冬季检出0139群霍乱弧菌

钟安莉

0139群霍乱弧菌一般在夏秋季节流行与传播，各地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也把夏秋季作为监控与预防的

重点。但是，重庆市九龙坡区疾控中心20(13年12月23日

接到一起疑似霍乱疫情报告，经对疑似病例采样检验，从粪

便中分离出0139群霍乱弧菌，证实在冬季也会出现()139

群霍乱弧菌爆发和流行。

2003年12月23日九龙坡区某公司在异地某酒楼聚餐，

其中1人当晚出现呕吐及严重的腹诲．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随后一同就餐的11人也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相同症状，并

送医院隔离治疗。九龙坡区疾控中心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

组织人员对密切接触者及带菌者进行肛拭于采样69份，对

外环境及物表采样77份。检验方法参照《霍乱防治手册(第

五版)》，选择了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的碱性蛋白胨

水、4号琼脂、微量系列生化管等配制培养基，使用霍乱ol

多价血清和0139诊断血清(由中国疾控中心提供冻干血清)

进行鉴定。结果从首发病例到密切接触者的肛拭子中分离

出可疑菌株12株，霍乱弧菌0139血清凝集试验为阳性；从

采集的物表样品中分离出可疑菌株2株，霍乱弧菌()139

作暂单位：4。0039重庆市九龙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控制·

血清凝集试验为阳性，盐水对照阴性。经重庆市疾控中心朴

做药敏试验及对菌株的复核无误。

这是九龙坡区首次在冬季检出0139群霍乱弧菌。经流

行病学调查分析，此次冬季疫情是由一种海鲜食品被该病原

菌污染所造成的，为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来自暖冬地区的外

来人口和海产品的传人，在冬季依然存在0139霍乱弧菌的

携带者，食源性的染菌食品也会造成交叉污染；同时应高度

注视()139霍乱弧菌的越冬问题，因为九龙坡区近3年检出

0139霍乱弧菌的时间均比流行的夏秋季推迟了1个月。

0139霍乱弧菌本来就存在于外环境中，该菌株具有与0l群

霍乱弧菌不同的。抗原和美膜多糖抗原，在水中的存活时间

也比01群霍乱弧菌长，0139霍乱弧菌是否对抵抗低温环境

的能力有所增加?这需要我们对其致病机理、产毒株的进化

及其防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要对0139霍乱弧菌

的流行季节加以防范，还应该密切关注不同季节可能造成霍

乱流行的潜在的危险性，要随时注意监控疫情动态，尽可能

切断外环境的污染和防止患者及带菌者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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