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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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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重庆地区
#"

岁以上老年人交通伤害的流行病特征!分析该人群交通事故伤害相关因素%方法
!

收集重

庆市选定地区
!"""

!

!""#

年各交警支队交通事故档案!获取老年人交通伤害数据!用描述流行病学分析该人群交通伤害特征%

结果
!

!"""

!

!""#

年重庆市抽样地区共发生
$'$#

起老年人伤亡事故!

!"!(

位受害者!年均死亡率&受伤率分别为
'%)#

'

$"

万

人&

#*%!!

'

$"

万人!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

!

*'

岁年龄组遭受交通伤害的风险最高#受害者中行人比例最高"死亡
'$%($+

&受伤

*,%)&+

$#头颈部"

,*%(#+

$是最常见的交通伤害!同时也是首位致死原因#驾驶员过失"

)'%,!+

$在老年人交通伤害中承担更多

的责任#

'&+

以上的事故发生于缺少交通信号管制与交警指挥的路段%结论
!

应加强对司机&老年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教育!增加

安全防护措施!提高交通管理水平!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关键词"老年人#流行病学#交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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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内机动

车保有量随之急剧增多#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而据
!"""

年

全国第
(

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

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的
#%'#+

#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由于年

龄老化带来的生理功能衰退(心理状态变化和社会机能减弱#

使他们成为交通伤害发生的高危(脆弱人群)

$3,

*

'道路交通伤

害$

?.>-6?>@@/=/2

0

7?

8

#

R5P

&是我国
#"

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

亡的前
,

位死因)

,

*

#各地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因交通事故造成

的预期寿命减少(疾病负担等危害均不容忽视)

&3$"

*

'进入
!$

世纪后#我国
#"

岁以上老人因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较
!"

世纪

'"

年代末增多非常明显#并于
!""!

年达到峰值#虽然从
!"",

年起有下降趋势#但是仍高出
!"

世纪
'"

年代末很多#特别是

受伤者#在
!"")

年仍有
$$"*'

人死亡与
!(($*

人受伤%

!"""

!

!""#

年老年人
R5P

年均受伤率为每年
$#%'(

"

$"

万人#

死亡率为每年
*%!&

"

$"

万人'$资料来源!国家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人口数据采用
!"""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
!

本文收集
!"""

!

!""#

年重庆地区
#"

岁以上老年

人
R5P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总结重庆地区老年人
R5P

的特点

及其趋势#以便采取适当措施有效地减少老年人交通事故以及

提供有效的救护措施#减轻老年
R5P

程度'

>%?

!

方法
!

本研究收集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江津区
,

个行

政区
!"""

!

!""#

年各交警支队涉及
#"

岁以上老人伤亡的交

通事故档案#以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报告及问询记录等为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重庆市重大攻关计划项目$

ES5E

#

!"")44""$$

&'

!

#

!

通讯作者#

5:A

!$

"!,

&

#)*(*&&$

%

L3<>/A

!

6?>7<>G

0

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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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准提取事故原因及责任(道路条件(车型等资料#死亡原因以尸

检报告及医院病历为准#受伤部位由医院病历(伤残鉴定书及

问询记录等文件确定'将上述信息按标准录入本单位研制的

+道路交通事故与交通伤数据库,软件系统中#并对这些信息进

行归类分析'

地区基础人口数据资料采用
!"""

年全国人口普查该行政

区的数据#本研究计算年均率时假设人口数据不变'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SJSS$#%"

软件进行统计和分

析'各种率或构成比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L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事故与伤亡情况
!

在所调查地区
*

年间共发生老年人交

通伤亡事故
$'$#

起#伤
$*##

人#死亡
!('

人#分别占全部交

通事故数(受伤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

(

'%()+

(

!!%,'+

%

年均受伤率为
#*%!!

"

$"

万人#死亡率为
'%)#

"

$"

万人'

!"""

!

!""#

年重庆地区老年
R5P

死亡人数在
!""$

年最

多$

&)

人#年死亡率为
$!%*'

"

$"

万&#随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

年人数最少$

$'

人#年死亡率为
(%"#

"

$"

万&'受伤人数

在
!""(

年最多$

,"$

人#年受伤率为
)"%!$

"

$"

万&#

!""#

年人

数最少$

$''

人#年受伤率为
(,%",

"

$"

万&'见图
$

'

图
$

!!

!"""

!

!""#

年重庆抽样地区

老年人
R5P

人数变化趋势

?%?

!

老年
R5P

的年龄与性别特点
!

#"

!

#'

岁老人年死亡率

$男性
*%'$

"

$"

万(女性
(%'!

"

$"

万#

L

%

"%"(

&最低#各年龄组

死亡率男性均高于女性'

*"

!

*'

岁老人年受伤率最高$男性
*,%&)

"

$"

万(女性

*'%#"

"

$"

万#

L

%

"%"(

&#

)"

岁以上女性年受伤率$

(*%'#

"

$"

万&高于男性$

##%)(

"

$"

万#

L

%

"%"(

&#见表
$

'

表
$

!!

!"""

!

!""#

重庆地区老年人不同年龄组与性别交通

!!

伤害年均死亡率与受伤率#$

$"

万%

组别 死亡率 受伤率

#"

!

#'

岁

!

男
*%'$ #"%$&

!

女
(%'! ##%!&

*"

!

*'

岁

!

男
$,%', *,%&)

!

女
$,%"" *'%#"

)"

岁以上

!

男
$*%** ##%)(

!

女
$$%(' (*%'#

合计

!

男
$"%#* #&%'$

!

女
'%", #'%()

!!

注!相同年龄组男性与女性相比#

L

$

"%"(

死亡者中
#"

!

#'

岁(

*"

!

*'

岁(

)"

岁以上老人分别占

&"%$(+

(

&&%"!+

(

$(%),+

#伤员则分别为
(,%$$+

(

,#%*(+

(

$"%$&+

'

?%@

!

受害者出行方式及事故责任分析
!

老年
R5P

中行人$鉴

于重庆地区的特殊+山城,地形#仅有
$*

例老年非机动车使用

者#本研究将其归类于行人中分析&占
*#%$"+

$死亡
'$%($+

#

受伤
*,%)&+

&#机动车乘客占
!,%"*+

#机动车驾驶员占

"%)&+

#见表
!

'

表
!

!!

!"""

!

!""#

重庆地区老年
R5P

出行方式比较#

+

%

组别 死亡 受伤 合计

行人
'$%($ *,%)& *#%$"

乘客
*%*! !(%,$ !,%"*

驾驶员
"%** "%)( "%)&

绝大部分事故由于机动车司机的过失所导致'司机负全

部责任和主要责任的事故占
)'%,!+

'司机肇事原因主要为

注意力分散$

,,%#(+

&(操作不当$

!#%*!+

&和不按规定让行

$

$,%",+

&'

老年行人负全责和主要责任的占事故总数的
*%!(+

#另

有
,%&!+

的事故是由老年行人和驾驶员负同等事故责任'老

年行人所负同等以上事故责任中#前
,

位的原因为!不靠边行

走$

&"%,*+

&(违章穿越车行道$

,&%!$+

&(违反交通信号

$

$#%,'+

&等'

?%A

!

损伤部位及死亡原因分析
!

老年
R5P

中头面部$含颈

部&最易遭受伤害$

,*%(#+

&#其次为四肢$含骨盆损伤#

!'%(&+

&#第
,

位 为 胸 腹 部 $

$*%&&+

&#最 后 为 体 表 损 伤

$

$(%&*+

&'

颅脑严重损伤是造成老年人交通意外死亡的首位原因

$

)$%(,+

&#其次为胸腹创伤$

$(%$#+

&和严重失血$

,%,$+

&'

?%B

!

时间分布特点变化
!

绝大部分的老年交通事故

$

)$%!#+

&发生在
"#T""

!

$*T('

之间$死亡
*'%(&+

(受伤

)!%$(+

&#其中
"#T""

!

$$T('

时间段最多$事故
&)%$!+

#

死亡
($%,(+

(受伤
&)%(,+

&%

$!T""

!

$*T('

其次$事故

,,%$&+

#死亡
!)%$'+

(受伤
,,%#!+

&%

$)T""

!

!,T('

位列

第三$事故
$(%)$+

#死亡
$(%"#+

(受伤
$(%,$+

&%

""T""

!

"(

T('

最少$事故
!%'!+

#死亡
(%&$+

(受伤
!%(&+

&'

?%C

!

道路因素
!

*$%)#+

的老年交通事故发生在市区道路

$

$,**

起#主干道
,)%$(+

#支路和次干道
,!%$"+

&#非市区道

路占
!(%(!+

$

&)'

起#

%

(

&

级公路占
#%(!+

#

'

(

(

级及等外

公路占
$'%""+

&#其他路段占
!%#$+

'

'&%!$+

事故发生在仅

有分道标志或无任何交通信号指示的路段%在有信号灯控制的

路段占
(%(,+

#有警察执勤路段不足
"%,+

'

@

!

讨
!!

论

道路交通伤害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和发展问题'

预计到
!"!"

年道路交通伤害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第
,

位原

因#在发展中国家其形势尤为严峻)

$$

*

'在我国#

!"""

年道路交

通伤害死亡上升为全人群伤害的第一死因)

$!

*

'交通意外是我

国
#"

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前
,

位死因)

,3&

*

#老年人由于

年龄老化带来的生理功能的衰退(心理状态的变化和社会功能

减弱#使他们成为交通伤害发生的高危(脆弱人群)

!

#

$,

*

'

与同期全国
#$

岁以上老人
R5P

数据相比#重庆地区老人

年死亡率$

'%)#

"

$"

万&高于全国$

*%!&

"

$"

万&%年受伤率

#*%!!

"

$"

万是全国
$#%'(

"

$"

万的
&

倍#这可能是全国数据中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忽略了轻伤记录'

我国关于老年人
R5P

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利用的公安交

警系统数据#不含轻伤私下处理部分#可能会低估重庆地区老

年
R5P

程度'尽管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本研究发现!

$

$

&重庆地区老年
R5P

死亡率和受伤率均高于全国水平%$

!

&

男性
R5P

风险高于女性#

*"

!

*'

岁年龄组是老年
R5P

风险最

高的年龄段%$

,

&行人死亡者$

'$%($+

&与伤者$

*,%)&+

&比例

高于乘客和驾驶员%$

&

&老年交通事故主要由驾驶员$

)'%,!+

&

过失造成%$

(

&头颈部损伤$

,*%(#+

&是老年
R5P

中最常见的

损伤#同时也是首位致死原因%$

#

&

'&+

以上的交通事故发生在

缺少交通信号"交警管制的路段'

重庆地区老年
R5P

仍以行人为主#而交通事故中的大部

分责任是由驾驶员承担的#提示加强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意

识教育#严格交通执法#使驾驶员养成良好文明的交通安全习

惯#对预防老年人交通伤害的发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也

应该重视过街天桥(人行横道等设施的建设#为行人提供安全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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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每年平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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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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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每年平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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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老年人实际

同期死亡人数却从
,"

人"年增至
)"

人"年%总的受伤司机人数

几乎未变#但老年受伤司机人数却有所增加'提示老年人驾驶

问题值得引起关注'以往我国驾照年龄上限为
#"

岁#机动车

也未普及进入家庭#基本不存在老年驾驶问题#现在驾照年龄

上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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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家用轿车也逐渐普及#可以预见将来老年驾驶

也会成为影响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已有不少学者

注意到老年驾驶问题#并从老年病学(行为学等方面展开相关

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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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车辆普及较早#对老年驾驶带

来的交通安全问题研究的较为深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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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借鉴他们的

经验教训)

!$3!!

*

#及早采取相关措施预防老年驾驶可能带来的

交通安全问题'

既往研究发现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VWJ

&的提高#道

路交通死亡率也急速上升%当人均
VWJ

超过
$$)"

美元时#道

路交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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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死亡率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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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我国的人

均
VWJ

达到
$$,,

美元时死亡率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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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集的交

通事故数据同样发现在
!""!

年后交通事故死亡(重伤人数有

下降趋势'这充分说明交通事故并不是一味随着机动车辆的

增多而增多#交通伤害是可以预防的#瑞典就曾提出道路
"

伤

亡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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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的研究中发现交通事故多发生于缺少交通

信号或交警指挥的地方#提示在市区及郊县公路管理部门还需

加强相关研究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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