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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研究旨在确定 2010-2019年期间日本道路交通事故的流行病学特征。基于从日本国家警察厅（NPA）获得的 2010-2019

年道路交通事故数据的回顾性分析，本文开展了一项横断面描述性研究。用卡方检验分析了这 10年中作为因变量的道路交通事故

后果与作为自变量的年龄、道路使用者类型、头盔和安全带使用之间的关系。从数据来看，病死率逐年下降，从 2010年的每 10

万人 3.88例降至 2.54例。半数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老年人中。道路使用者类型和事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36.21%

的死亡发生在行人身上。另外，机动车乘员在重伤案件中占多数，有 27.61%，轻微案件中占 66.87%。死亡病例显示大部分伤亡

发生在头部，而在重伤病例中腿部受伤占多数，在轻伤病例中颈部受伤居多。头盔和安全带的使用与道路交通事故的伤亡之间有

显著的关系。在研究的这 10年期间，日本的道路交通事故呈下降趋势。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可以成为未来设计道路安全政策的有

效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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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 Based o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010-2019 road traffic accident data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NPA) of Japan, this paper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descriptive study.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 traffic accident

outcomes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nd age, road user type, helmet and seat belt us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over the 10 years. From the

data point of view, the case fatality rate h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3.88 cases per 100,000 people in 2010 to 2.54 cas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deaths occurred in the elderly. There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 user type and accident severity.

36.21% of the deaths occurred among pedestrians. In addition, motor vehicle occupants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of serious injury cases,

accounting for 27.61%, and minor cases accounted for 66.87%. The fatalities show that most of the casualties occurred to the head, with the

majority of injuries to the legs in the severe cases and the neck in the minor cas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met and

seat belt use and road traffic casualties. During the 10-year period studied,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Japan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The

results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can be a valid consideration for designing road safety polic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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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路交通事故及其后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

卫生负担（Peden & Hyder，2002）。全球范围内，每年有 135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这一统计数据

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交通事故的发生受到由道路、环境、

车辆和道路使用者组成的系统各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些组成部

分之间的相互作用（Mohan等，2006）。交通事故可以看作是

一个具有独立变量的系统机制，即驾驶员、车辆、环境和地理

条件、道路、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所有这些变量在驾驶场

景中相互作用，构成了道路交通事故场景中的因变量（Bayam

等，2005）。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日本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Oguchi，2016）。世界卫生组织 2016年的估算数据得出结

论，日本每 10万人口中因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死亡人数达 4.1

人（世界卫生组织，2018）。日本人民一直在努力达到道路交

通事故安全水平。尽管如此，似乎仍然有必要开展全面的道路

交通事故研究。本研究旨在确定 2010-2019年间日本道路交通

事故的流行病学特征。

2 材料和方法

这是一项横断面描述性研究，基于对日本 2010-2019年道

路交通事故统计数据的回顾性分析。这些数据由日本县警察局

报告给国家警察厅（NPA）（国家警察厅，2021年），该机构

针对的是道路上由车辆、有轨电车和火车造成的死亡或受伤事

故。分析中的变量包括年龄、道路使用者类型以及事故中头盔

和安全带的使用情况。

使用独立的 t检验来比较比例。用卡方检验分析了这十年

中作为因变量的道路交通事故后果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

SPSS 2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由微软表格和 ChartBlocks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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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可视化。

3 结果

2010-2019年期间，共报告了 5606143起交通事故，其中

40011起被归类为死亡事故。病死率逐年下降，从 2010年的每

10万人 3.88例降至 2.54例。超过一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老年

人群（65岁及以上），这与 65岁以下人群有显著差异（1037471；

p = 0.01）。10-14 岁年龄组交通事故病死率最低，为 178 例

（0.43%）。按年龄组特征划分的死亡详细趋势如图 1 所示。

统计发现年龄与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或受伤种类之间有显著

关系（p < 0.001）。

图 1 2010-2019年期间按年龄组划分的死亡趋势

白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最多（72.97%）。多车交通事故占绝

大多数（86.43%），其中追尾是最主要的碰撞类型。然而，涉

及人员和车辆的事故仅占 10.08%，横穿马路是最常见的原因。

在 69.52%的事故中，私家车是主要肇事方，其次是私人卡车，

占 13.64%。

道路使用者类型和事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关

系（表 1）。大多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行人身上（14862；36.21%）。

另外，113970名（27.61%）机动车乘员在重伤事故中占多数，

4353543名机动车乘员（66.87%）在轻微事故中占多数。

表 1.按道路使用者类别划分的意外严重程度频率分布

道路使用者

类型

事故严重性
总数

死亡 严重事故 轻微事故

机动车辆乘

员

13496
（0.19%）

113970
（1.64%）

4353543
（62.52%）

4481009
（64.35%）

摩托车驾驶

者
4520（0.06%）

54721
（0.79%）

306342（4.40%）365583（5.25%）

轻便摩托车

一级骑手
2580（0.04%）

60873
（0.87%）

363853（5.23%）427306（6.14%）

自行车骑手5461（0.08%）
91261

（1.31%）
1000158

（14.36%）
1096,880

（15.75%）

行人
14862

（0.21%）
91377

（1.31%）
478593（6.87%）584832（8.40%）

其他 121 （0.00%）657 （0.01%）7167 （0.10%） 7945 （0.11%）

总数
41040

（0.59%）
412859

（5.93%）
6509656

（93.48%）
6963555
（100%）

p值 < 0.001

图 2 道路交通伤亡者中主要致命的受伤部位

关于致命的主要受伤部位（图 2），从死亡病例来看，大

部分伤亡发生在头部（18258；44.49%），而腿部受伤（117550；

28.47%）和颈部受伤（3839047；58.97%）分别在重伤病例和

轻伤病例中占多数。

大多数机动车乘员（4109783；91.72%）轻微受伤，7923

例死亡病例（0.15%）发生在未使用安全带的人群中。因此，

安全带在严重事故中的使用率为 93.98%。连续两年，摩托车和

轻便摩托车一级骑手使用头盔的比例分别为 99.07%和

98.39%。相反，自行车骑行者的头盔使用率仅为 8.22%（表 2）。

头盔和安全带的使用与道路交通事故的伤亡之间有显著的关

系。

表 2 根据安全带和头盔使用情况划分的事故严重程度的频率

分布

变量
事故严重性

总数
死亡 严重事故 轻微事故

机动车辆乘客

使用座椅安全

带的情况

使用
7293

（0.18%）
93331

（2.08%）
4109783

（91.72%）
4211037

（93.98%）

未使用
6656

（0.15%）
18155

（0.41%）
220618

（4.92%）
245429

（5.48%）

未知 547（0.01%）2484（0.06%）21512（0.48%）24543（0.55%）

总数
15126

（0.34%）
113970

（2.54%）
4351913

（97.12%）
4481009
（100%）

p值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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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驾驶者

戴头盔的情况

戴
4427

（1.21%）
53958

（14.76%）
303809

（83.10%）
362194

（99.07%）

没戴 75 （0.02%）557 （0.15%）1991 （0.54%）2623 （0.72%）

未知 18 （0.00%）206 （0.06%）542 （0.15%）766 （0.21%）

总数
4520

（1.24%）
54721

（14.97%）
306342

（83.80%）
365583

（100%）

p值 < 0.001

轻便摩托车一

级骑手戴头盔

的情况

戴
2434

（0.57%）
59244

（13.86%）
358750

（83.96%）
420428

（98.39%）

没戴 119（0.03%）1278（0.30%）4191 （0.98%）5588 （1.31%）

未知 27 （0.01%）351 （0.08%）912 （0.21%）1290 （0.30%）

总数
2580

（0.60%）
60873

（14.25%）
363853

（85.15%）
427306

（100%）

p值 < 0.001

自行车骑手人

头盔

戴 185（0.02%）7121（0.65%）82909（7.56%）90215（8.22%）

没戴
5248

（0.48%）
83388

（7.60%）
908342

（82.81%）
996978

（90.89%）

未知 28 （0.00%）752 （0.07%）8907 （0.81%）9687 （0.88%）

总数
5461

（0.50%）
91261

（8.32%）
1000,158

（91.18%）
1096880
（100%）

p值 < 0.001

（注：上接表 2）

4 讨论

这项研究的结果总体上表明，死亡率在 10年期间有所下

降。2016年，日本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 10万人中 3.07人。

低于 2016年世卫组织估计的每 10万人口 4.1人（世界卫生组

织，2018）。此外，与道路交通事故相关的死亡率最高的是老

年人，考虑到日本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很自然（国

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2012）。基于日本全国医院数据库

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发现（Matsuyama等，2018），其数量

可能比人口增长率还高两倍（Duc-Nghiem 等，2016）。研究

发现，老年人群面临单车事故的风险（Morita & Sekine，2018），

包括行人（Matsui等，2013）和司机（Morita & Sekine，2013）。

这可能是由于老年司机的驾驶能力下降和驾驶压力增加（Zhao

& Yamamoto，2021）。年龄和事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这与本次研究一致（Mansouri Jalilian等，2020；Li等，2019；

Awasthi等，2019）。

白天发生的事故占多数。另一方面，日本的交通安全和意

识一直鼓励人们不要通宵驾驶，并普及反光装置，以防止涉及

行人和自行车骑手的夜间交通事故（Nishiuchi，2014）。目前

的研究表明，多车追尾事故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成年人发

生追尾事故的可能性最高（Bingham & Ehsani，2012）。

这项研究表明，在日本，行人比任何其他道路使用者更有

可能遭遇致命伤亡，即使是在低速碰撞下（Matsui等，2013）。

虽然这一比率低于全球情况，即行人占所有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 22%（世界卫生组织，2004）。

致命道路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最为常见。日本以前也报道

过类似的结果，结论是交通事故是创伤性脑损伤最常见的原因

（Kimura，2003；Norio等，2002）。头盔的使用与道路交通

事故的严重程度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强了这一发现，其他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点（Weiss，1992）。在台湾（Chang，2005）和伊

朗（Bazargani等，2017年），摩托车驾驶者头盔使用政策的

有效性得到了肯定。虽然在日本这一比例非常低，但使用自行

车头盔可以大大降低头部受伤的风险（Oikawa等，2017）。

5 结论

总之，在 10年的研究中，日本的道路交通事故呈下降趋

势。年龄组之间在事故伤亡方面的显著差异是由于老年人的高

死亡率。大多数交通事故发生在白天，在多车情况下有追尾发

生，在人车事故中有行人穿越行为。头盔和安全带的使用与事

故严重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整合国家警察厅（NPA）的数据，

这项研究得出结论，老年人和行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面临

更高的风险。该研究结果可作为未来道路安全政策设计的有效

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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