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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重庆地区摩托车事故中人员损伤特征!为降低摩托车事故伤亡风险提供可靠信息和参考依据&

方法
"

深度采集发生在
/-#0

年
#

月至
/-#>

年
>

月重庆地区
/#3

例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采集内容包括事故基本情况'驾驶员信

息'人员损伤等!并对事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摩托车驾驶员死亡率高于乘员!驾乘人员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和颅脑合并

胸腹腔脏器损伤的比例为
0646?

和
/-4-?

!头颈部'胸背部'下肢'上肢'腹盆部和会阴部
DF̀

简明损伤评分"

D"]:

%

&

/

分的比

例分别为
7#?

'

0$?

'

33?

'

/0?

'

/-?

和
7?

!摩托车驾驶员会阴部损伤发生率高于乘员!驾乘人员中下肢骨与上肢骨发生率之比

为
#46l#4-

!摩托车与货车事故中人员更容易遭受车辆碾压&结论
"

头部和胸部损伤是导致摩托车驾乘人员死伤的主要原因!会

阴部损伤可作为鉴别部分摩托车事故中驾乘人员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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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伤害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每

天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超过
3---

例!

Q^9

预计
/-/-

年道路

交通伤害在全球疾病和和伤害负担排序中排第
3

位(

#

)

"摩托

车因轻便灵活#价格低廉的特点!在城镇和农村的使用率非常

高!国家统计年鉴显示!

/---2/-##

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

庭每百户拥有摩托车数量由
/#4$

辆上升到
>-4$

辆!摩托车保

有量突破
#4-3

亿辆(

/

)

"由于摩托车操控性较差!安全防护能

力薄弱!加之驾驶员安全意识相对较差!其事故发生率较其他

类型车辆高!近年来数据显示中国摩托车事故死亡人数约占总

数量的
#6?

!

/-?

(

3

)

"本文对
/-#02/-#>

年重庆地区
/#3

例

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进行深度调查和分析!探讨重庆地区摩托

车事故中驾乘人员损伤特征!为降低摩托车交通事故中人员伤

亡风险提供可靠信息和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收集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发生在重庆

地区的
/#3

例摩托车交通事故进行深度调查与分析!摩托车驾

乘人员无损伤表现的案例不属于本研究采集范围!数据来源于

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重庆市各交通巡逻警察支

队和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事故材料主要从人#车#路和环

境
,

个方面采集!重点采集事故中摩托车驾乘人员的损伤信息"

@4!

"

方法
"

统计每例事故的详细资料!包括事故基本情况&事

故时间!天气情况!事故参与车辆类型等'#驾驶员信息&年龄!

性别!是否有驾照!是否佩戴头盔等'#人员损伤信息&死亡原

因!具体损伤表现'!并根据驾乘人员实际损伤进行简明损伤评

分&

"]:

评分'"

@4#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1

-4-0

!以
!

!

-4-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事故基本情况
"

/#3

例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的
/,Z

分布见

图
#

!

#7

$

--

!

#$

$

--

是事故发生的高峰时间"事发时天气为晴

天#阴天和雨天的比例分别为
064/?

#

/$4#?

#

#/47?

"

/-#0

3-#3

重庆医学
/-#7

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J"G-#J-0

'"

"

作者简介"邱金龙&

#$662

'!助理研究员!本科!主要从事交通医学#人

体损伤机制与防护的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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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K

$

#,7/#-

"cc

4+&O

"



年度交通事故
#,>

例!其中
#

!

,

季度占比分别为
/-40?

#

/,47?

#

3#40?

和
/343?

"事故参与车辆类型中小轿车
0-

例

&

/34,7?

'!小客车
/0

例&

##47,?

'!大客车
$

例&

,4/3?

'!货

车
73

例 &

3,4/7?

'!摩 托 车
>

例 &

/46/?

'!单 车
/#

例

&

$46>?

'!非机动车
#-

例&

,4>$?

'!行人
#$

例&

64$/?

'"

图
#

""

事故时间
/,Z

分布图

!4!

""

驾驶员信息
"

男性驾驶员
/-,

例!女性驾驶员
$

例"

年龄
#,

!

7#

岁!平均&

3$40f#347

'岁"各年龄组总人数#有驾

驶证驾驶员人数#佩戴头盔人数分布见图
/

"

"

/ 检验分析各年

龄组间有证驾驶比例及头盔佩戴率!

/-

岁以下组与
,-

!

0-

岁

组及
0-

!

>-

岁年龄组间有证驾驶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

!

-4-#

'"

/-

岁以下组与
,-

!

0-

岁组及
0-

!

>-

岁年龄组间

头盔佩戴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

!

-4-#

'"

图
/

""

年龄组总人数!有证驾驶人数!佩戴头盔人数分布

!4#

"

损伤分析
"

事故总计造成
#,7

例死亡!

#3#

例受伤!其中

摩托车驾驶员死亡
##7

例!受伤
70

例!摩托车乘员死亡
3-

例!

受伤
0>

例!摩托车驾驶员死亡率为
>-4$?

!摩托车乘员死亡

率为
3,4$?

"

"

/ 检验摩托车驾驶员与乘员死亡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4-#

'!摩托车驾驶员死亡率高于乘员"

本调查收集了
#0,

例摩托车驾乘人员伤亡资料!驾驶员和

乘员死亡原因见表
#

!驾驶员组与乘员组死亡原因分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1-4#0#

'"摩托车驾驶员与乘员体表及
DF̀

"]:

&

D"]:

'

&

/

分损伤部位分布见表
/

!驾驶员组与乘员组间

会阴部损伤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0

'!其余损伤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0

'"

驾驶员组与乘员组#死亡组与伤残组骨折部位分布见表

3

!颅骨骨折#胸廓骨折!下肢骨折在伤亡分组中的发生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

-4-#

%

!1-4-,6

'"其余骨折部位

在伤亡分组和驾乘分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0

'"

事故中
/6

例摩托车驾驶员或乘员遭受车辆碾压!其中摩

托车与货车事故占
$/46?

!摩托车与大客车事故占
74/?

!遭

受碾压人员全部当场死亡"

表
#

""

摩托车驾驶员与乘员各部位损伤致死分布$

/

&

?

'%

组别
头颈部

损伤

胸部

损伤

腹部

损伤

胸腹部

损伤

头部合并胸

腹腔器官损伤
其他

驾驶员组
,3

&

>-

'

0

&

7

'

3

&

,

'

/

&

3

'

#>

&

//

'

3

&

,

'

乘员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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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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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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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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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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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摩托车驾驶员与乘损伤部位分布$

/

&

?

'%

组别 头颈部胸背部腹盆部会阴部 上肢 下肢

驾驶员组 体表伤
$0

&

6$

'

7>

&

7#

'

3$

&

3>

'

#$

&

#6

'

66

&

6/

'

#-3

&

$>

'

D"]:

&

/

分
76

&

73

'

>6

&

>,

'

//

&

/#

'

#-

&

$

'

/>

&

/,

'

3>

&

3,

'

乘员组 体表伤
,3

&

$/

'

33

&

7-

'

#6

&

36

'

/

&

,

'

36

&

6-

'

,#

&

67

'

D"]:

&

/

分
3-

&

>,

'

/3

&

,$

'

$

&

#$

'

#

&

/

'

#/

&

/>

'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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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组与乘员组!死亡组与伤残组骨折

"""

部位分布$

/

&

?

'%

组别 颅骨 锁骨 胸廓 脊柱 骨盆 上肢 下肢

驾驶员组
,0

&

,/

'

7

&

7

'

36

&

3>

'

#>

&

#0

'

,

&

,

'

#6

&

#7

'

3/

&

3-

'

乘员组
#$

&

,-

'

0

&

##

'

#,

&

3-

'

3

&

>

'

,

&

$

'

$

&

#$

'

#7

&

3>

'

死亡组
,6

&

03

'

>

&

7

'

,3

&

,6

'

#0

&

#7

'

,

&

,

'

#0

&

#7

'

/3

&

/>

'

伤残组
#>

&

/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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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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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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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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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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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7

$

--

!

$

$

--

#

#7

$

--

!

#$

$

--

是摩托车事故高发时段!

这一时段是早晚间的上下班高峰!摩托车出行率高是导致事故

率高的重要原因"每年第
3

季度事故率略高于其他季度!与李

阳等(

,

)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与第
3

季度天气炎热!人员夜

间活动时间长!摩托车使用率高有关"重庆市气象局统计近年

来重庆地区每年雨天数占
,-43?

!对比分析雨天的事故发生

率反而小于&

#/43?

'天气良好时期&

0>?

'!这可能与驾驶员在

雨天减少了摩托车出行或者主动采取了降低车速#谨慎驾驶操

作有关"驾驶员中
/-

!

3-

岁人群占比
//?

!

,-

!

>-

岁人群

占比达到
,6?

!这与
:&KF

'

YELA

等(

0

)和黄伟等(

>

)的研究存在差

异!驾驶员平均年龄存在明显增长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经

济发展和人民购买力增长!年轻人更青睐于选择小型汽车等其

他车辆出行"

/-

岁以下人群无证驾驶及不佩戴头盔驾驶的比

例明显高于
,-

!

>-

岁年龄组!年轻人群体安全意识仍需增强"

小型汽车&包括小轿车和小客车'和货车与摩托车发生事故占

比达到
>$?

!是摩托车交通事故的主要参与车辆"

摩托车交通事故中!乘员约束不足!事故后当场死亡的比

例较高"死亡原因在驾驶员组与乘员组间并无差异!颅脑损伤

是造成人员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其次是头部合并胸腹腔脏器损

伤"本资料显示摩托车驾驶员的死亡率高于乘员!但并未发现

造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率高的具体原因!这可能与本组资料中

采集的摩托车乘员死亡数较少有关"

全身
D"]:

&

/

分的损伤主要发生在头颈部和胸背部#而

后为下肢#上肢#腹盆部和会阴部"驾驶员组会阴部骑跨伤发

生率高于乘员组"摩托车驾驶员会阴部骑跨伤主要表现为阴

囊肿胀青紫!大腿内侧的皮下出血及擦挫伤!其致伤机制主要

为大腿内侧与油箱两侧摩擦形成"相反!摩托车乘员没有把手

握持及前方仪表台的阻挡!碰撞中容易抛出!其损伤以抛跌伤

为主!故难以反映与摩托车特定部件接触特征"另外摩托车驾

驶员由于手握把手而更易形成掌面或虎口处彗星状皮下青紫

和擦伤!摩托车减速碰撞中驾驶员由于惯性身体前冲!颈部#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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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仪表盘#风挡摩擦形成刷状擦伤!可将驾乘人员不同的损

伤表现可作为区分摩托车驾驶员与乘员的依据(

7B6

)

"

伤亡人员中易发生骨折的前
3

部位分别为颅骨#胸廓#下

肢!而后依次为上肢#脊柱#锁骨和骨盆"死亡组颅骨骨折和胸

廓骨折的发生率高于伤残组!伤残组下肢骨折的发生率高于死

亡组!这可能是因为颅骨和胸廓骨折进而增加了内部器官损伤

的风险下肢骨折较上肢骨折多!其比例为
#46l#

"这与黄伟

等(

>

)的研究数据接近!这可能是由于摩托车驾驶员行驶过程中

双膝位于最前外侧!事故发生时撞击暴力多来自于前方和侧

方!故容易造成下肢骨折"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头盔可以降低头颈部的伤害(

$

)

!

本资料中头盔的使用率达到了
7-?

!高于李彦章等(

#-

)

/---2

/--,

年重庆地区的调查数据!但头颈部损伤仍是造成摩托车

人员伤亡的最重要原因"早在
#$6$

年我国就制订了摩托车乘

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但市面上很多假冒伪劣头盔其材料及

设计性能满足不了防护要求(

##

)

"另外还存在大量驾驶员为规

避检查虽携带头盔但并未佩戴或未正确佩戴"

货车与摩托车事故驾乘人员损伤严重程度要高于小型汽

车与摩托车事故(

#/

)

"本组资料中小型汽车与摩托车事故平均

死亡人数为
-4>7

例+次!货车与摩托车事故平均死亡人数为

-46/

例+次"平均每
3

起货车与摩托车事故中就有
#

人遭受碾

压!遭受碾压人员存在严重多发伤!当场死亡率高!死因多为头

部合并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此外发现碾压多发生于货车侧

面!这可能与货车驾驶空间高度及转弯轮距差有关!提示广大

摩托车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应保持与货车的足够安全距离!尤

其在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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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尚无该市手足口病预警界值的研究报道"本研究运用控

制图法优选出武汉市武昌区手足口病预警界值为
;$-

!这与全

省的预警值存在差异"同时!历年武汉市手足口病发病高峰期

集中在春夏季!秋季也会有一个小高峰!这与文献(

#

)报道的中

国南方地区手足口病爆发趋势相吻合"提示!

,2>

月及
$2#-

月是武汉市手足口病防控的重点月份!且预警界值确定为

;$-

"这也提示!有必要在全国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基础上结

合各地区域特点!开展手足口病预警技术研究!优选出适宜的

预警界值!以提高当地手足口病疫情监测的能力"

参考文献

(

#

)

j(P

'

Q

!

%(F&b

!

S(Y&AW!

!

E*FK4.

V

(WEO(&K&

'

(+FK+ZFLF+B

*EL()*(+)&CZFPWBC&&*BFPWBO&A*ZW()EF)E(P!Z(PF

!

/--6B

/-#/

(

N

)

4%FP+E*]PCE+*H()

!

/-#,

!

#,

&

,

'$

3-6B3#64

(

/

) 杨维中!邢慧娴!王汉章!等
4

七种传染病控制图法预警技

术研究(

N

)

4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0

&

#/

'$

#-3$B#-,#4

(

3

) 杨仁东!胡世雄!曾小敏!等
4

手足口病疫情预测预警模型

研究进展(

N

)

4

实用预防医学!

/-#0

!

//

&

##

'$

#3$$B#,-/4

(

,

)

F̂P)K(I_

!

J&EKKE;@

!

=KFZFAK*"4_ZE+&P*L&K+ZFL*

$

FP

E

V

(WEO(&K&

'

(+FK*&&KC&L

V

AYK(+ZEFK*ZO&P(*&L(P

'

(

N

)

4;AYB

K(+ ÊF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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