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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8年沈大高速公路致死致伤性交通事故生命年数损失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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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多，交通事故是工业化国家危害公众健康的最大问题之一。因此，如何预防和减

少交通事故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大问题。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快，肇事有其特点，但到目前为止，关于单纯高速公路就潜在损

失年数(PYLL)评价，国内外未见报道。我们对建设时间最早、投入时间最长的沈大高速公路进行了交通事故回顾调查，以了解高

速公路交通事故人口资源损失情况，为进一步控制和降低高速公路事故的发生率提供科学依据，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数据收集及数据库建立 

  1.数据收集：以统一设计的调查表收集1990年1月～1998年12月沈大高速公路致死致伤性交通事故资料（包括事故发生时

间、地点、类型、原因、涉及车辆类型、年龄、性别、职业、最终结局等内容）。调查表经核定（整理、编码）后，将有关数据

输入建立数据库。 

  2.统计分析方法：以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PYLL的计算原理、特征及计算公式 

  潜在损失年数(PYLL,potential years life lost)原理为假设每一个人活着的每一年均对社会有相同的贡献，以每一年龄层

死亡人数乘以该年龄层的平均余命之和即为当年因某死因所损失的人年数。 

  本资料已得到每位死亡者的生存年龄(n)，又因PYLL具有可加性，因此，可将PYLL的计算推导成公式，在FoxPro数据库中编

成程序进行计算，PYLL的计算公式为：75-n[1～3]。经与文献[3,4]进行验证，证明该程序计算结果准确无误。 

  二、结果 

  沈大高速公路1990～1998年致死致伤性交通肇事的年度伤亡情况是9年间发生致死致伤性交通事故835起，伤亡共1501人，其

中死亡521人，伤亡人员中的总死亡构成比为34.71%。 

  1.沈大高速公路交通肇事年度PYLL结果 



  表1可以看出，死亡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年度分别是1997年、1994年和1998年，总死亡数是493人。（与前面提出的死亡人数

521不同是因为有的人在记录中没填写年龄，因此在统计时无法直接计算PYLL值而被剔除了，因例数少，不会影响结果）。PYLL

排在前三位的是1997年、1994年和1998年。 

  表1年度PYLL表  

   

   

  2.年龄别与PYLL 

  表2显示年龄别死亡均聚集在25～45岁组之间（占总死亡人数的71.6%）。前三位PYLL依次为25～29岁组、30～34岁组和35～

39岁组，25～29岁组的PYLL百分构成最大。因75岁以上的人在计算PYLL值时是负值，PYLL出现负值也是该指标的局限性，因此，

在计算年龄别PYLL百分构成比时将其PYLL视为0来计算。 

  表2年龄别PYLL表  

   

   

  3.车型与PYLL情况 



  表3示车辆类型死亡的前三位依次是大货车（268人）、小客车（88人）和小货车（40人）。前三位PYLL依次是大货车

（10750人年）、小客车（3346人年）和小货车（1647人年）。与大货车有关的PYLL值的占百分构成比最大(55.75%)。 

  表3不同车型PYLL表  

   

   

  4.性别PYLL情况 

  5.事故类型与PYLL 

  表5显示前三位事故类型死亡依次是追尾、撞停车、和机动车撞行人。 

  6.事故原因与PYLL 

  表6显示：事故原因死亡、PYLL的前三位依次为疲劳驾驶、违章停车和超速行驶。 

  三、讨论 

  研究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情况，为我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所致人员伤亡的三级预防（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预防交通事故所致的人员伤害即预防交通事故后的再次损伤）[5]提供基本信息是十分必要的。 

  表4性别PYLL情况  

   

   

  表5不同事故类型PYLL表  



   

   

  表6事故原因PYLL表  

   

   

  国外车祸死亡者主要是25岁以下青少年。美国18岁人群中，因车祸死亡者约占50%[4]。我国车祸死亡者中半数在30岁以下。

既往评价交通事故伤多应用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或死亡率、致伤率等作为描述指标[6～8]，但其不能全面、确切地反映交通事故

的危害程度，尤其对人口资源的影响。 

  PYLL表示某死因所致不同年龄组人群寿命损失年数。与传统死亡率指标的差别是能反映人群的死亡全貌并强调了低年龄死亡

比老年龄死亡更具危害性。现已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列为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标[2,3]。因此，应用该指标评价各死因对社会的危

害有较大的意义。本研究综合传统指标和上述指标，为交通事故的预防提供更全面更科学的依据，使交通事故的三级预防策略更

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现就PYLL等指标与事故各特征亚群关系讨论如下： 

  1.1997年PYLL值最高，即该年发生的车祸对“早死”影响最大，1994年与1998年死亡的人数虽然相等均为69人，但由于两年



间的死亡年龄构成不同因此PYLL值不同，可见1994年人口资源损失比1998年较大。 

  2.年龄别死亡人数均聚集在25～45岁之间，PYLL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25～29岁组、30～34岁组和35～39岁组。25～45岁之间

的PYLL为11837人年，占总PYLL的61.39%。由此可见，大多数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因交通事故英年早世。 

  3.不同车辆类型的PYLL值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大货车、小客车和小货车。大货车对“早死”的影响最大，虽然货运量增多成

为主要因素，但大连市是旅游城市，也不排除旅游车辆的增加对PYLL值的影响。 

  4.男性死亡人数是女性的6.25倍。PYLL是女性的6.94倍。可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男性公民是高危人群。 

  5.不同事故类型的PYLL值排在前三位的仍是追尾、撞停车和机动车撞行人。考虑原因是车速快，未能保持规定的车距应大于

100～200m，或前车一旦违章停车或出现故障，容易被后车相撞、撞上路边的护栏或翻车，加之车上人员若未系安全带，更易造

成严重伤亡。机动车撞行人的危害不容忽视，在本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大，高速公路内活动的人员基本是停车后下车的人员、违法

上路的行人、和在公路内履行公务的人员[6,7]，在高速公路内于机动车外活动的人员及其他各类人员一旦与高速行驶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其预后是很严重的。 

  6.不同事故原因PYLL值排在前三位的是疲劳驾驶、违章停车和超速行驶。由于沈大高速公路全长380km，路程长、路边标志

物少、行车单调，极易造成疲劳驾驶，前面行驶的车辆一旦违章停车，处于超速行驶状态的后面车辆极易与其相撞。因此，疲劳

驾驶作为高速公路交通肇事原因的头号杀手应引起注意，驾驶员开车前充分休息，不饮酒，开车时保持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是

十分必要的。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疏于防范之时，预防和控制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是保护人口资源的重要举措，加强高速公路的交

通管理和交通安全教育应引起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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