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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目的8了解广西柳州市机动车驾驶人酒后驾驶的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S05@/)I\)! *LL'L,I)! A)/')K*0I

2-*1L'1)! cHUR&( 方法8采用横断面调查!随机抽取的有代表性的路口!对被随机拦截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问卷

调查( 结果8共调查 ::#! 名!有效问卷 ::7# 份!其中 =%3!7V的驾驶人不了解国家有酒后驾驶的 UHP值法律限

制$! 年内!仅有 !%3Q"V的驾驶人被警察拦截检查酒后驾驶行为!"3%:V的人受到警告或处罚!9:37=V的人认为若

有酒后驾驶行为将有可能被警察发现$与被调查驾驶人有关系的社会成员中!仅有 !!3"7V的人会劝告饮酒后的驾

驶人不要驾车$有 $!3:QV的人每周会饮酒 9 次以上( 结论8柳州市机动车驾驶人'社会公众对酒后驾驶相关法

律'法规和执法以及对酒后驾驶引发的风险认知程度还很不足!必须采取广泛而有效的干预措施来降低酒后驾驶

的发生率(

关键词!8机动车驾驶人$ 酒后驾驶$ cHUR$ 血液酒精浓度$ 现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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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许多研究已证实酒后驾车与道路交通事故存

在因果联系)9*

!在多数国家!酒后驾车是导致道路

交通事故伤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已是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

( 为了解机动车驾驶人对酒后驾

车的相关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 cHUR&!为有针

对性地开展预防机动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的宣传教

育和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我们于 !""Q 年 9! 月

至 !""= 年 $ 月对广西柳州市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

了关于酒后驾驶cHUR的抽样调查(

!"对象与方法

9398调查对象8!""Q 年 9! 月至 !""= 年 $ 月间!在

柳州市所辖 % 城区及 ! 个郊区县道路行驶的所有机

动车驾驶人(

93!8调查方法8采用现况研究!根据机动车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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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中随机抽取调查道路的样本作

为调查点!由交警随机拦截机动车!在获得知情同意

后!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用预先设计好的调查问卷对

驾驶人进行现场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对象的年龄'

性别'车辆类型'驾照类型'当天的驾车距离等一般情

况$酒后驾驶的经历和对酒后驾驶危害性的认识$对

交警对酒后驾驶执法检查情况的认知$驾驶人对管理

酒后驾驶的有关交通法律的了解和认知态度$驾驶人

的饮酒习惯$与被调查驾驶人有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

对酒后驾驶的认同与劝告等(

93$8统计分析8用 >2'&*L*$39 软件建立数据库!

所有有效的调查问卷进行核对清理后!采用双人双

录入法进行数据录入并建立 PMc文件进行录入质

量控制!用 +R++ 9!3"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398基本情况8共 ::#! 名被拦截的机动车驾驶人

接受了调查!其中男性 :97$ 人!女性 %!# 人!平均年

龄%$7 n993$&岁( 有效问卷 ::7# 份!有效应答率

##3:#V( 驾驶人类型见表 9(

表 !"#&&( 年柳州市被调查的驾驶人类型

R*>/8!"=-E:/*+,-.9@*<*9+8<,3+,93-16<,B8<33:<B8F86

,.Z,:J@-:" #&&(

驾驶人类型 人数 构成比%V&

职业驾驶人8 =$= 9:3":

非职业驾驶人 %7:% =$3:Q

无证驾驶88 QQ 93$=

合计 ::7# 9""3""

被调查者中!本次出行驾车距离超过 :" S?者

仅占 $3:"V!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都是在市内短途

行驶!长途驾车者甚少(

!3!8驾驶人对管理酒后驾驶的有关交通法律的了

解和认知态度8接受血液酒精浓度% A/55I */15F5/

1501)0L-*L'50!UHP&法定阈值知晓调查的 ::79 名驾

驶人中!仅有 9:3Q$V的人%包括能够正确回答者及

回答知道但回答数值错误者&知道国家法律规定有

酒后驾驶的最低UHP值$回答知道!并且正确回答了

中国法定UHP值%中国规定#!" ?\[9"" ?/

"

UHPZ

=" ?\[9"" ?/的驾驶行为!属于饮酒驾车!UHP

$

=" ?\[9"" ?/的驾驶行为!属于醉酒驾车&

)$*的驾

驶人仅占被调查者的 73!"V!说明目前在柳州市有

=%3!7V的驾驶人不了解国家对于酒后驾驶的 UHP

法律限制!另外 9:V声明自己知道国家法定 UHP

值的人中!只有 9[$ 的人给出了正确答案%占全部

被拦截驾驶人的 :V&!这说明中国对于规范酒后驾

驶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还远远达不到我们所期

待的程度( 在应答的 $%# 名驾驶人中!回答当天饮

酒!但没有超过法定 UHP值者占了 7:3"%V!有

9939QV的人回答当天饮酒会导致超过国家法定

UHP值!二者相加!共有 !77 人%占 Q73!9V&饮酒后

驾车!见表 !( 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法定 UHP值

并没有正确的概念!表明该市驾驶人对国家酒后驾

车的规定认识程度低(

表 #"柳州市被调查驾驶人对酒后驾驶有关交通法规的

了解与认知情况

R*>/8#"4Q*<8.833-1/*Q3*.6<8;:/*+,-.3+- E<-@,>,+

0a7*C-.; 6<,B8<33:<B8F86,.Z,:J@-:

问88题 人数 构成比%V&

中国法律规定的酒后驾驶的最低UHP值

8不知道 %77Q =$3#!

8没有相关规定 9# "3$%

8知道且回答正确 $%: 73!"

8知道但回答错误 :$" #3:$

8小计 ::79 9""3""

应答者认为被调查当天饮酒量超过法定限与否

8没有饮酒 $ "3"#

8没有超过 !!Q 7:3"%

8超过了 $# 9939Q

8不知道 Q= !!3$:

8拒绝回答 ! "3"7

8小计 $%# 9""3""

!3$8被调查驾驶人的饮酒习惯8有关饮酒!应答的

::7" 名被调查的驾驶人中!认为每周会饮酒 9 次以

上者占 $!3:QV!由此看来!该人群发生酒后驾驶的

可能性较大( 被调查驾驶人在被调查当天承认饮

过酒的共有 $=9 人!占 73="V!不承认饮过酒的

:!99 人!见表 $(

表 $"被调查驾驶人每周饮酒的次数

R*>/8$"R,C8+- 6<,.SQ,.8,.* Q88S1-<6<,B8<33:<B8F86

被调查者每周饮酒次数 人数 构成比%V&

" $Q%" 7Q3!Q

9 X 97Q$ $"3"#

% X 9!: !3!:

= X 9" "39=

9! X $ "3":

拒绝回答 # "397

合计 ::7" 9""3""

!3%8与被调查驾驶人有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对酒

后驾驶的认同与劝告8调查发现!仅有 !!3"7V的

人劝告饮酒后的驾驶人不要驾车!Q:V以上的人不

劝告!说明目前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对于酒后驾驶

行为的危险性及其可能对他们及其家人可能造成



疾病监测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期&'()*()+,-.)'//*01)! +)23$"!!""#!45/3!%!653#

"Q"#88"

!""#$%%&&&

!

'(')

!

*+,

!

-./$ 01

!

2345%'

!

6778

!

0112 9 ::;0

!

<11:

!

1:

!

1<2

的灾难性后果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全社会对于酒后

驾车对交通安全的危害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见

表 %(

表 %"是否有人劝告被调查驾驶人饮酒后不要驾车

R*>/8%"0<,B8<3Q,+@-<Q,+@-:+E8<3:*3,-.1<-C-+@8<E8-E/8

.-++- 6<,B,.; :.68<+@8,.1/:8.98-1*/9-@-/

问题 人数 构成比%V&

有人劝告 QQ !!3"7

无人劝告 !79 Q%3Q#

不知道8 = !3!#

拒绝回答 $ "3=7

合计 $%# 9""3""

$"讨论

酒精会削弱人的判断力!即使在相对较低的

UHP值下也会增加事故风险( 随着UHP值的增加!

酒精的作用会愈加明显!使人的判断力减弱!反应

时间减缓!还会使人的视力受损!除了对事故后果

的直接影响!酒精还被认为会对驾驶人安全的其他

方面造成影响!如#使用安全带'头盔和选择车速

等(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当血液的酒精含量

达到 :" ?\[9"" ?/时!交通事故的危险是血液酒精

含量为 " 时的 93=$ 倍)%*

!美国的一项对照研究

%b-*0I快速研究&表明#驾驶人酒后驾车事故危险

大大高于不使用酒精!这种危险随着UHP的增加而

迅速上升):*

!因此!酒后驾车与道路交通事故有因

果联系( 只有充分了解驾驶人对酒后驾车的

UHcR!才能为选择适当的行为干预措施提供正确的

方向!从而减少酒后驾车这一高危行为的发生!减

少交通事故对人群造成的伤害( 为此!需要评估所

在地区目前与酒后驾驶相关的法律问题!理解目前

的法律框架$评估公众对酒后驾驶问题的认知程度

以及对干预措施的支持度等的相关现状( 本调查

是为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而进行的一项前期评估

工作!主要是评估驾驶人对酒后驾驶相关法律的立

法和执法的认知程度以及对酒后驾驶引发的风险

的认知等( 目前国内关于驾驶人对酒后驾驶与道

路交通危害认识方面的调查还不多见!汪根盛等)7*

的调查发现! 接受调查的驾驶人承认有酒后驾车行

为者达 993##V! 且有 !3%$V的驾驶人经常酒后

驾车(

本次调查总体表明!柳州市的机动车驾驶人'

社会公众对酒后驾驶问题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干预

措施的支持度'对有关酒后驾驶相关法律的立法和

执法的认知程度以及对酒后驾驶行为所引发的风

险的认知还很不足!必须采取广泛而有效的干预措

施来降低酒后驾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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