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监测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53!

!""#!"#$%&’()*+,-./
胡如英! 俞 敏! 龚巍巍! 王 浩

摘要! 目的 分析浙江省车祸死亡流行病学特征和人群交通行为情况! 为预防和控制道路交通事

故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浙江省公共卫生监测系统 !""7 年资料!采用 89%:;" 的编码进行伤害死因

分类统计!计算伤害死亡率#死因构成#潜在寿命损失年$<=>>%" 结果 车祸死亡率为 ;?37?@;" 万!
居伤害死因的首位!农村车祸死亡率高于城市 "3AB 倍!男性高于女性 ;3$" 倍!AA3?$C死亡病例集中

在青壮年!学生人群的车祸死亡占其总死亡的比重较高" ? 种车祸死亡类型中!位居首位的是人:车

碰撞造成行人死亡" 减寿最为严重的车祸死亡者!城市为行人!农村为骑$乘%摩托车人员" 调查前

D" E!分别有 ;;3D"C#;;3!BC#;!3#$C的人有酒后驾车史#疲劳驾车$D F 以上%史和无证驾驶史!有

DB3!!C的人驾$乘%摩托车未佩带头盔!有 !B3DDC的行人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经历" 结论 应加强对

全民!特别是青壮年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高人群的交通安全意识"
关键词! 车祸&死亡率&交通行为&减寿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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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即车祸是伤害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死

亡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机动化程度提

高!车祸死亡率日趋上升 K;L!车祸死亡成为居民意外

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 为了解车祸死亡的流行病学

特征及居民交通行为情况!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死

亡监测系统及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收集的相关资

料分析!探讨车祸防范措施!为降低意外伤害死亡率

提供依据"

A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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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 州 D;"""?
作者简介M胡如英N;?B#:J!女!浙江省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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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浙江省车祸分车祸类型比较

$%&’( ! )*+,%-./*0 *1 23( +*-2%’.24 56’%738 %09 ,-*,*-2.*0 *1
9.11(-(02 7.09/ *1 2-%11.: %::.9(02/ .0 ;3(<.%0= >-*?.0:( .0 !""#

车祸死亡者类型

城 市 农 村

死亡率

"78" 万#

构成比

"9$

死亡率

%78" 万$

构成比

"9$

行 人 :3!8 ;!3<; 8"388 ;;3;!

骑脚踏车人员 !3<$ 8#3:$ =3;8 8;3>:

骑"乘$摩托车人员 !38$ 8;3>! <3;: !=3>>

三轮机动车乘员 "38: 838" "3!# 838>

小汽车乘员 "3:< ;3;! 83"$ ;3#<

轻型货车乘员 "3=! !3!8 "3#" =3">

重型货车乘员 "38: 838" "3!! "3><

公共汽车乘员 "3"$ "3<< "3"< "3!;

其 他 !3!: 8<3;# 83;: :3;8

合 计 8;3:" 8""3"" !!3## 8""3""

表 @ !""# 年浙江省职业别车祸死亡所占比重顺位

$%&’( @ A%07 *1 23( ,-*,*-2.*0/ *1 23( ?*:%2.*0/ *1 ,(-/*0/ B.23
2-%11.: 9(%23/ .0 ;3(<.%0= >-*?.0:( .0 !""# C

顺 位 男性职业

车祸死亡占

该职业的百

分比

女性职业

车祸死亡占

该职业的百

分比

8 学 生 !838< 学 生 8<3:=

! 商业人员 <3": 商业人员 <3"$

= 婴幼儿&学龄前儿童 ;3:< 其他不便分类 =3:;

; 农林渔业 =3$= 科技人员 !3:$

< 其他不便分类 =3;# 农林渔业 !3:#

#$% 资料来源 浙江省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收集的

!""; 年死亡监测和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数据库’
浙江省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建立于 !""8 年!是基

于代表全省的随机抽样样本设计! 覆盖 =" 个县区!
以乡镇&街道为监测点!开展常住人口的监测!监测

内容包括人口&出生&死亡&主要慢性病发病&行为危

险因素监测!是一个综合性监测系统(
%$" 方法

83!38 分类编码 采用 ?@%A8" 编码! 根据 ?@% 将

车祸死亡分成行人交通事故&骑%乘#脚踏车人员交

通事故&骑%乘#摩托车人员交通事故&三轮机动车乘

员交通事故&小汽车乘员交通事故&轻型货车乘员交

通事故&重型货车乘员交通事故&公共汽车乘员交通

事故和其他(
83!3! 成人行为危险因素监测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 每个监测区随机抽取 !<" 人! 年龄在

8<B:> 岁!有常住户口!且出生日期最接近调查日的

8 人作为调查对象( 全省共完成 #;$! 人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健康状况&卫生保健服务以及

慢性病主要危险因素&肝炎&*C%&D?47E?%*&伤害等

有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83!3= 统计方法 采用死亡率& 死因构成作为分析

指标!计算不同地区&性别的年龄别死亡率!构成比

进行比较( 统计分析采用 *E* :38! 和 FG0(. >#(
标化减寿率)期望寿命以 #" 岁为标准!标化减

寿率H!)&!,&!!& 式中)!& 为浙江省 !""" 年第五次

人口普查年龄别构成!,& 为 !""; 年浙江省车祸年龄

别死亡率!)& 为年龄组剩余生存年数(

! 结果

"$% 基本情况 !""; 年浙江省死亡监测系统共收

集死亡个案 8> ==# 例!其中伤害死亡 8$>" 例!伤害

死亡中车祸死亡 :"! 例! 车祸死亡占总死亡数 的

=3889! 占伤害死亡 的 =83$<9! 居 伤 害 死 亡 的 首

位( !""; 年车祸死亡率为 8>3;>78" 万! 其中城市

8;3:"78" 万!农村为 !!3##78" 万!农村高于城市 "3<:
倍!与 !""= 年相比车祸死亡率上升了 :3#>9!城市

上升了 <#3#$9!农村上升了 "3<=9(
"$" 分性别年龄车祸死亡率 男性&女性车祸死亡

率分别为 !;3>=78" 万和 8=3$<78" 万!男性高于女性!
农村男性&女性车祸死亡率都高于城市(车祸死亡率

各年龄组均有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率呈上升

趋势!<<3>$9死亡病例年龄集中在 ="B<> 岁之间!
青壮年是道路交通事故的最大受害者( :" 岁以上老

年人是车祸死亡的第 ! 个年龄高峰! 占车祸死亡的

!$3;89(
"$& 职 业 分 布 学 生 因 车 祸 死 亡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见表 8(

"$’ 车祸死亡受害者类型分析 在车祸死亡者中!
城市和农村位居首位的都为行人! 分别占车祸死亡

的 ;!3<;9和 ;;3;!9!城市位于第 ! 位的为骑%乘#
脚踏车人员*而农村则为骑"乘$摩托车人员( 见表 !(

"$( 车祸死亡的减寿分析 表 = 的减寿分析表明!
农村各种类型车祸减寿率明显高于城市同类车祸减

寿率!其中人I车碰撞类车祸引起行人死亡是城市减

寿最严重的车祸类型! 而农村减寿最严重的是骑

"乘$摩托车人员发生的车祸(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男

性减寿最严重的车祸类型是摩托车车祸! 女性最主

要的减寿为人I车碰撞所造成的行人死亡(
"$) 道路交通安全行为 !""; 年浙江省成人行为

危险因素监测结果见表 ;( 农村的酒后驾车+无证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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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浙江省城乡居民不遵守道路交通行为情况

"#$%& ! ’()*#)(+, -./ +0 )1& $&1#2(+34 5()1+*) #$(6(,7 $8 )3#00(9 3*%&4 (, *3$#, #,6 3*3#% #3&#4 (, :1&;(#,7 <3+2(,9& .

道路交通行为
城 市 农 村 城乡合计

男 性 女 性 总 计 男 性 女 性 总 计 男 性 女 性 总 计

酒后驾车 7!38# 738! $39: 7$3!9 "3;7 7!38#"7# 7:3;" 7379 773<""!$

疲劳驾车 7#3;: 937# 7!3<< 793<! 73<# 7"3:: 7;3<# !3:" 773!:%!$

无证驾车 ;397 <3#8 93## 7$3$< 7<38< 7#39!"7$ 7939" 839; 7!3#$"!$

未佩戴摩托头盔 <!3!! 9"3:! <:39: <"3:; 9<3<" <:37" <737; 9!3!# <:3!!"!$

步行不遵守交通规则 <7388 !:38" !83!$ !93#$ !<3## !93<""7$ !#3;" !;37< !:3<<

注&%7$表示城市和农村比较!%!$表示男性和女性比较%!! 检验!!!"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年浙江省不同类型车祸死亡标化减寿率

"#$%& = @)#,6#36 3#)&4 +0 A<BB -C%#D1/ +0 6&#)1 6*& )+ 6(00&3&,)
D(,64 +0 )3#00(9 #99(6&,)4 (, :1&;(#,7 <3+2(,9& (, >??! CE? 万

车祸死亡者类型
城 市 农 村

男 性 女 性 总 计 男 性 女 性 总 计

行 人 <;38! 9"3!8 <#3"< !!#3!: 7"93:7 7#93$$

脚踏车人员 783;# <;3!# !73$< :837! #93#8 #!3":

摩托车人员 ;"3<< 83## <"3:: !8$3!" $;39; 7$83$9

三轮机动车乘员 <3;$ "3"" 73$; #3$< 738! 939"

小汽车乘员 $39" :3:: #3;: ;<3:# !73!! <$3<9

轻型货车乘员 7387 <3": !39# <<3;8 "3:9 !"37<

重型货车乘员 !3!$ "37! 73$; 7<37$ "3"" :3$7

公共汽车乘员 "3"" "3"" "3"" 737# "3"" "3:7

其 他 !<3<8 7$3"7 !"397 <"389 !"3$# !:37;

合 计 79:38! 77<37$ 7!<3:: #<938: <"937! ;<<3!!

车比例高于城市!而城市步行不遵守交通规则比例高

于农村’ 男性酒后驾车(疲劳驾车(无证驾车的比例高

于女性!驾"乘$摩托车时未佩带头盔比例低于女性’

= 讨论

据 >?@ 报道 !全球每年约有 7!" 万中人死于

车祸! 相当于每年要毁掉一座中型城市’ 在中国!
!""! 年车祸死亡人数高达 77 万人! 居世界之首A!B’
车祸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健康’预防车祸!减少

伤亡已是全民关注的严重社会难题之一’ !""9 年浙

江省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死亡监测结果显示! 全省车

祸死亡率 78398C7" 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3#$C7"
万$A<B!农村高于城市 "3;: 倍!与 !""< 年相比车祸死

亡率上升了 :3#8D!位居伤害死因的首位’ 男性车祸

死亡率高于女性 "3$" 倍’ ;;38$D的死亡病例年龄集

中在 <"E;8 岁之间! 青壮年是道路交通事故最大的

受害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防范的重点对象’车祸死

亡的职业特点分析提示学生人群车祸死亡所占比重

较高值得关注! 需针对学生人群具有的特殊生理和

心理特点!加强有关车祸预防的健康教育’

通过对车祸死亡者类型分析! 死亡顺位居于首

位的是走在路上的行人!占城市车祸死亡的 9!3;9D
和农村车祸死亡的 9939!D!位于第 ! 位的城市为骑

脚踏车人员!农村则为骑摩托车人员’用潜在寿命损

失衡量各种类型车祸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性! 结果显

示!农村的各类车祸所造成的寿命损失较城市严重!
其中车祸引起行人死亡是城市减寿最严重的车祸类

型!而农村减寿最严重的是骑"乘$摩托车人员发生

的车祸’浙江省车祸死亡人群中!行人(骑自行车(骑

"乘$摩托车者所占的比例较大!这是浙江省及中国

所特有的一组易发生车祸伤亡的人群! 应引起足够

的重视’
大量研究表明交通事故的发生人的因素是最主

要的! 而人的因素中!8"3""D以上与驾驶员违章驾

驶( 骑车人责任心不够和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等有

关A9F:B’因此在车祸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人的因素’
因此! 预防和控制车祸的措施! 除了改善交通环境

外!根本在于加强交通安全意识教育!严格执行交通

法规!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壮年$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防范车祸发生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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