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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6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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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道路交通事故研究是汽车产品安全性研发及缺陷风险分析的基础。随着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等前沿

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汽车的驾驶操控主体逐渐由驾驶员向车辆转移，对事故车辆进行事故深入调查

与安全缺陷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本标准以碰撞事故车辆为对象，以事故调查和分析为手段，分析车辆在事故中的安全性能表现，以

发现车辆安全缺陷风险为目的，提出了事故车辆信息调查和事故车辆安全性及缺陷分析的方法指南，指

导车辆产品质量监管机构、汽车召回技术机构、司法鉴定机构、汽车生产者、车辆事故深度调查机构以

及其他关注车辆安全性与车辆安全缺陷的单位和机构开展统一、规范的碰撞事故车辆调查与安全缺陷分

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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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事故车辆调查与安全缺陷分析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碰撞事故信息采集、事故分析、车辆安全性与缺陷分析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GB/T 15089-2001规定的M类、N类、O类、G类的车辆碰撞事故调查、安全性与缺陷

分析。其他类型车辆的调查、安全性与缺陷分析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GB/T 34402-2017 汽车产品安全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

GB/T 39424.1-2020 道路车辆 交通事故分析 第 1部分：术语

GB 39732-2020 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

GA/T 1998-2022 汽车车载电子数据取证技术规范

GA/T 642-2020 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事故参与方 accident participant
在道路车辆事故中涉及到的单个道路使用者或单元。

注： 单个车辆及其乘员和单个行人均算作一个事故参与方，道路环境基础设施或坠落的物体、动物等不算作事故

参与方。

[来源：GB/T39424.1-2020,2.2]

3.2

道路车辆碰撞事故 road vehicle collision accident
道路交通环境下事故参与方由于相互碰撞而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意外事件。

3.3

碰撞事故现场 collision accident scene
发生道路车辆碰撞事故的具体地点及其周围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事故参与方、道路设施及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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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物体可能受到损害或发生位移。

3.4

车辆安全性分析 vehicle safety analysis
通过组织开展道路车辆碰撞事故调查，分析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性能问题的方法和过程。

3.5

缺陷分析 defect analysis
生产者、召回主管部门或召回技术机构对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所开展的技术分析活动。

3.6

车辆技术故障 vehicle technical malfunction
车辆上的一个或多个部件的功能失效或性能下降，可能会导致车辆无法完成预期的功能要求或安全

性能受损。这些故障可能源于设计缺陷、制造错误、组装问题或外部因素引起的磨损和腐蚀。

3.7

车辆功能偏差 vehicle functional deviation
车辆功能偏差是指车辆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功能按照设计正常运行，但在实际使用中未达到预期的

效果或性能水平的差值。

3.8

置信度 degree of confidence
所采集道路车辆碰撞事故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3.9

弱势交通参与者 vulnerable road users;VRU
在交通事故中处于相对弱势和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示例：行人、二/三轮车辆骑乘人员、使用其他助步工具的人员等。

4 总则

4.1 碰撞事故车辆调查与安全缺陷分析应当遵循“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综合分析”的原则。

4.2 碰撞事故车辆调查与安全缺陷分析工作宜由相关行业专家协助制定调查与技术分析方案。调查时，

需设置安全范围工作区，确认被调查车辆处于安全状态，过程中做好人身安全防护。

4.3 碰撞事故信息采集时重点关注高置信度的客观数据与信息，事故分析时宜综合采用视频分析、电

子数据分析、痕迹比对、试验验证、仿真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事故过程重建、事故致因及人伤致因关联

分析。

4.4 车辆安全性宜从碰撞前、中、后阶段综合分析判定车辆是否发生技术故障、人机交互、功能偏差

和其他问题，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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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事故车辆调查与安全性分析工作可为判定同型车辆是否存在缺陷风险提供调查线索。

图 1 碰撞事故车辆调查与安全缺陷分析流程图

5 碰撞事故信息采集

5.1 事故基本信息

5.1.1 采集事故基本信息前，应制定采集方案，确定需要使用的工具和设备，采集的顺序等。

5.1.2 采用拍照和录像形式记录碰撞事故现场具体细节信息时宜遵循先整体、后局部的原则。

5.1.3 开展事故基本信息采集应配备拍照机、录像机，手持式现场扫描仪，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等设备，

用于测量并绘制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记录相关采集数据等。

5.1.4 宜通过查询和现场拍照（或录像）相结合的方式记录碰撞事故发生时事故现场的天气信息和照

明信息。

5.1.5 宜通过笔录、拍照、录像、扫描、无人机等形式记录现场道路相关信息，包括现场道路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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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含路段宽度、车道数量、车道宽度、弯道半径等其他道路线型信息）、标志标线、路面痕迹、地

面物证、路面材质、干湿程度、横纵向坡度等。其中标志标线、路面痕迹、地面物证等涉及位置描述的

信息，应测量并记录位置的尺寸信息。

5.1.6 涉及损坏的交通设施、路侧建筑物等，宜通过笔录、拍照、录像、扫描和测量工具等形式，对

损坏的整体情况和细节情况进行记录（含损坏设施的材质、损坏的位置尺寸、作用力方向等）。

5.1.7 宜通过查阅、拍照或录像等形式记录事故关联的人员信息，包括车内的驾驶员信息、乘员信息

和车外弱势交通参与者的人员信息，包括人员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衣着特征等基本信息。涉及

伤亡的人员伤亡，应记录人员的受伤位置和受伤程度。

5.1.8 宜通过查阅、拍照、录像、扫描和测量工具等形式记录事故关联的车外弱势交通参与者使用的

交通工具信息，包括二/三轮车的车长、车宽、车高、型号等基本信息。涉及损坏的二/三轮车，应记录

二/三轮车的损坏位置和损坏程度。

5.1.9 现场勘查笔录、问询笔录、伤情报告、事发时段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以及其他可能记录事发过

程的视频、公共平台记录的事故相关的车联网数据等也是碰撞事故现场信息采集需考虑的重要组成内容，

可从中提取事故相关的环境、道路、车辆、人员等信息。

5.2 事故车辆信息

5.2.1 车辆基本信息

5.2.1.1 开展事故车辆信息采集应配备拍照和录像设备，测量车辆尺寸信息的工具，宜配备电子数据

存储介质，手持式现场扫描仪等。

5.2.1.2 采集事故车辆信息前，应首先确定车辆是否具有行驶能力、高压电源的断电情况，有害化学

物质泄漏情况，电池包损坏情况等，查看车辆停止位置的采集作业条件，根据车辆的状态、停止位置制

定安全可实施的采集方案，确定需要使用的工具和设备，采集的顺序等。

5.2.1.3 事故车辆信息采集时，车辆一般为静止状态，涉及车辆动态信息采集时宜参照 GB7258《机

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A/T642-2020《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等相关标准中的动

态试验进行检测。

5.2.1.4 宜采用拍照和笔录的形式记录事故车辆的基本信息，包括车型、年款、车辆登记信息、铭牌

信息、维护保养信息、修理记录、车载软件版本、车载功能设置信息等。

5.2.1.5 宜采用查询与问询相结合的方式记录车辆的功能配置信息，包括辅助驾驶功能（含主动安全

系统）、被动安全系统、运行设计域，以及其他与车辆安全性相关的配置等。

5.2.1.6 涉及驾驶自动化功能的事故车辆，宜采用查询与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记录车辆的驾驶自动

化等级、驾驶自动化配置及版本号、车辆远程升级（OTA）记录等。

5.2.2 车辆损坏信息

5.2.2.1 宜采用拍照、录像或扫描等形式记录车辆的整体外观信息，拍摄的角度应不少于车辆的前部、

后部、左侧、右侧、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共 8个方向，宜水平拍摄为主，俯视拍摄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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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宜采用笔录、拍照、录像或扫描等形式和测量工具使用相结合记录车辆的外部损坏信息，包

括外观覆盖件、车身结构件、风窗玻璃、底部护板、轮胎等部件，损坏信息的描述内容包括损坏区域尺

寸及面积、形变量、受力方向、断口纹理等。

5.2.2.3 配置有外部防护装置的车辆，宜采用笔录、拍照、录像或扫描等形式和测量工具使用相结合

记录车辆的外部防护装置的信息，涉及损坏的外部防护装置，宜尽量采取复原测量的方法记录事故发生

前装置的使用情况。

5.2.2.4 宜采用笔录、拍照或录像等形式和测量工具，记录发动机舱、行李舱或货舱的损坏信息，宜

重点关注舱内结构件的变形情况和安装部件的移位情况。

5.2.2.5 宜采用笔录、拍照或录像等形式和测量工具记录车辆方向盘、气囊、仪表板、座椅、安全带

等乘员舱部件的损坏信息。记录乘员舱损坏信息时，宜重点关注车辆被动安全装置的响应状况和碰撞时

与乘员有接触可能性的部件的损坏情况，并重点记录发生物质交换的痕迹，如血迹、毛发、擦痕等。

5.2.2.6 宜参照 GB/T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等相关标准记录新能源车辆碰撞后的电

安全情况。

5.2.2.7 记录车辆内外部损坏信息时宜遵循先整体、后局部的原则。

5.2.2.8 涉及多次碰撞的事故车辆，宜按照碰撞接触的先后次序记录信息。

5.2.3 车辆运行信息

采集碰撞事故车辆的动态运行信息，详见附录 A。可参照 GA/T1998-2022《汽车车载电子数据取证

技术规范》对汽车车载电子数据进行固定。

——汽车在碰撞前阶段重点关注：车辆状态数据、人员状态数据、辅助驾驶系统数据、紧急避撞系

统数据、其他车辆电子控制系统、视频数据等。碰撞事故车辆具备驾驶自动化功能时，重点关注系

统完成的动态驾驶任务及紧急避撞时的运行状态信息。

——汽车在碰撞中阶段重点关注：车辆加速度数据和约束系统状态数据。

——汽车在碰撞后阶段重点关注：紧急救援系统和逃生通道系统数据。紧急救援系统数据指求救通

道（如 E-Call）是否通畅，逃生通道系统数据包括碰撞后车门是否自动解锁的信号等。

6 碰撞事故分析

6.1 碰撞事故信息置信度分析

6.1.1 碰撞事故信息类型可按照以下维度进行分类：

——按信息来源渠道，如公安、司法、交通运输、工信、应急、消防、市场监督管理、企业、个人

等；

——按信息来源客体，如碰撞事故现场道路环境信息（道路环境基本信息、道路痕迹、路侧视频、

摩擦系数、坡度等）、事故车辆信息（车辆损坏、车辆痕迹、车载视频、车载数据等）、事故人员

信息等（陈述、目击、损伤等）；

——按信息时空维度，如碰撞事故现场信息、后现场信息、车辆历史运行与维保信息、人员历史病

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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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信息获取方式，直接勘测/读取所得信息、推导计算所得信息；

——按其他方式。

6.1.2 为确保碰撞事故信息的可靠性，可通过相关政府部门认可的平台，或者通过召回技术机构、被

授权的专业机构获取企业平台的车辆运行数据，与事故车辆数据进行匹配校验后方可使用。

6.1.3 完成碰撞事故信息采集后，在进行分析之前，宜对碰撞事故信息进行置信度分析，将多源碰撞

事故信息按照置信度等级分类，优先采信置信度较高的碰撞事故信息。

6.1.4 碰撞事故信息可按照其来源的可靠性、直接性以及是否可以被客观验证进行置信度分级：

——高置信度，第一手直接、具体且可靠的信息，如反映碰撞经过的现场监控录像、现场痕迹、事

故数据记录仪、法医报告等；

——中置信度，不完整、非直接或需要进一步验证的信息，如证言、不完整的监控录像、有损伤的

物理证据、后台车辆运行信息等；

——低置信度，主观推测、模糊线索等验证难度较大的信息，如意识丧失或意识模糊条件下的证言、

不具有民事承担能力的证言、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未经验证的第三方报告等。

6.1.5 中低置信度事故信息可经过高置信度事故信息的比对、校验后，提取其中验证可靠的部分用于

碰撞车辆事故分析。

6.1.6 可采取复现试验、功能重放、模拟仿真、计算推导、比对分析等方法对事故信息进行校验。

6.2 事故过程分析

6.2.1 对碰撞事故信息进行置信度分析和校验后，方可进行事故过程分析。

6.2.2 事故过程分析主要是通过明确事故参与方在碰撞前中后的运动学与动力学序列，勾勒出事故的

时空过程，理解事故发生的全貌。

6.2.3 对具备驾驶自动化功能的道路车辆碰撞事故过程分析，宜综合使用事故过程视频、电子数据、

痕迹、人员等信息，标记事故过程关键事件的时间节点，如：车辆启动、加速、转向、接管/托管，碰

撞或紧急制动、应急响应等。对驾驶员或驾驶自动化系统的感知、决策、执行过程进行系统模拟，分析

事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6.2.4 事故过程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事故参与方的交通行为与事故原因之间的关系，为事故致因分析

和人伤关联分析提供关键信息。

6.3 事故致因分析

6.3.1 从人-车-环境及基础设施入手分析事故致因，评估对事故产生影响的因素。一个道路车辆碰撞

事故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事故致因，事故致因归类详见附录 B。

6.3.2 事故当事人在面对危险工况时，人因分析通过识别从感知到具体行动，不同时间顺序上出现的

人为过错来判定致因。依次按信息获取、信息接收、信息处理、措施决策和执行，五个组别进行。对人

类基本功能在五个组别进一步分解得到不同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影响因素可以再细分为不同的影响指标。

6.3.3 车辆技术的致因因素分为技术故障、人机交互、功能偏差、非法改装、其他问题。涉及具有驾

驶自动化功能车辆时，需结合传感器数据准确性、系统决策的合理性，以及系统是否正确执行预设的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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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策略等综合研判。

6.3.4 环境和基础设施致因因素，包括基础设施（道路，路边，道路标志），天气，自然以及第三方

交通要素等。

6.4 人体损伤分析

6.4.1 人体损伤是道路车辆碰撞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的评估要素之一。

6.4.2 结合碰撞及碰撞后救援阶段的车辆安全措施的性能表现，基于人体损伤模式和损伤机理，综合

分析车辆安全措施对人体防护的有效性。参考车辆安全措施设计初衷和开发性能指标，判断车辆安全措

施在非设计工况下，是否导致了人体损伤严重性的增加。

7 车辆安全性与安全缺陷风险分析

7.1 车辆安全性分析原则

7.1.1 通过事故致因和人体损伤分析确定道路车辆碰撞事故与车辆技术相关时，基于车辆技术致因类

别对车辆进行安全性分析，包括车辆技术故障分析、车辆人机交互分析、车辆功能偏差分析以及其他问

题分析。

7.1.2 通过事故致因和人体损伤分析确定道路车辆碰撞事故与车辆非法改装相关时，不进行车辆安全

性分析。

7.2 车辆技术故障分析

7.2.1 向车辆生产主体、维修点以及车辆所有者获取不限于以下信息与材料：

——该技术故障定义。

——故障零件的质量。

——技术故障对于车主以及驾驶员的告知。

——车主对于该技术故障或者是该部件的维修保养记录。

——相关功能车辆远程升级（OTA）记录。

——其他相关信息。

7.2.2 通过以上信息对车辆技术故障的原因做进一步分析，以判断该技术故障为车辆自身问题：

——该技术故障是否由于车辆正常磨损和腐蚀造成。

——该技术故障是否由于用户维修不及时以及维修不当造成。

——技术故障是否对于驾驶员有明确告知，并给予驾驶员足够的时间去降低风险。

——技术故障零件质量是否符合厂家设计标准。

7.3 车辆人机交互分析

7.3.1 向车辆生产主体、维修点以及车辆所有者获取不限于以下信息与材料：

——该人机交互设计逻辑。

——该人机交互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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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通过以上信息对特定的人机交互因素也需开展功能复现、志愿者测试以及人机工程学分析做进

一步分析，以判断该人机交互因素为车辆自身问题：

——人机交互因素是否增加车辆不合理的安全风险。

——人机交互因素对于绝大部分驾驶员是否合理。

7.4 车辆功能偏差分析

7.4.1 向车辆生产主体、维修点以及车辆所有者获取不限于以下信息与材料：

——该功能的设计域，功能边界，触发条件以及人机交互原则。

——描述该功能的用户手册以及其他指导。

——车主对于该部件的维修状况。

7.4.2 通过以上信息对车辆功能偏差的原因做进一步分析，以判断该功能偏差为车辆自身问题：

——该功能偏差是否由于车辆正常磨损和腐蚀造成的。

——车辆的功能偏差是否符合该功能的设计域，功能边界，触发条件以及人机交互原则。

——该功能偏差是否由于用户维修不及时以及维修不当造成的功能偏差零件质量符合厂家设计标

准。

7.5 其他问题分析

7.5.1 向车辆生产主体、维修点以及车辆所有者获取碰撞事故车辆相关综合信息。

7.5.2 通过综合所得信息，判断车辆技术问题不存在以上三种技术问题时，进一步分析该技术问题是

否为车辆其他自身问题。

7.6 车辆安全缺陷风险分析

当同批次同型号车辆中由同一类型车辆安全性问题导致多次碰撞事故发生时，结合前述碰撞事故车

辆调查与车辆安全性分析结果，可参照 GB/T 34402-2017《汽车产品安全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

进一步开展车辆产品安全缺陷风险评估与分析，在以下三个方面给出结论：

——道路车辆碰撞事故的发生是否由于车辆自身安全缺陷风险而导致；

——道路车辆碰撞事故的发生是否由于车辆自身设计不合理干扰驾驶员操作而导致；

——是否存在由于车辆自身原因而导致车内乘员或车外弱势交通参与者伤情加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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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碰撞信息数据采集表

表 A.1碰撞信息数据采集表

表 A.1 碰撞信息数据采集表

数据类型 具体信号 数值说明

车辆状态

整车实际档位 车辆的实际档位

车辆速度 轮边线速度或其他方式获取的车速

横摆角速度
车辆相对 Z轴的角度变化，提供方应说明正负值的方向定

义

转向角度 方向盘的转动角度，提供方应说明正负值的方向定义

纵向加速度
车辆上某点的矢量加速度在 X 轴方向上的分量，提供方应

说明正负值的方向定义

横向加速度
车辆上某点的矢量加速度在 Y 轴方向上的分量，提供方应

说明正负值的方向定义

制动踏板位置 制动踏板的实际位置，从未踩到完全踩下的区间

发动机节气门位置，全开位置的百分比 发动机节流阀开启的百分比

加速踏板位置，全开位置的百分比 加速踏板实际位置与驾驶员全部踩下位置的百分比

驻车系统状态 用来探测驻车制动是否激活的状态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报警状态
当车载轮胎压力检测系统检测到一个或多个轮胎胎压低

时的报警状态

制动系统报警状态 制动系统故障状态

制动液位报警 制动系统液位的故障状态

安全带锁扣状态 安全带锁扣锁紧，未锁或故障状态

制动灯状态 制动灯打开以及关闭状态

转向灯状态 转向灯打开以及关闭状态

制动主缸压力
制动主缸产生的压力大小，适用于无法提供制动踏板位置

与全开位置的百分比的车辆

车门状态
车门的运行状态，包含并于局限于车门开启，关闭，锁止

状态

车窗状态 车窗的运行状态，包含并不局限于车窗打开，关闭状态

车轮轮速 每个车轮的线速度

驾驶自动化等级
驾驶自动化系统的等级，提供方应说明驾驶自动化等级划

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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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碰撞信息数据采集表（续）

数据类型 具体信号 数值说明

约束系统

状态信息

乘员保护系统报警状态 约束系统的故障状态

安全带预紧装置展开时间 从事件起点 T0 到安全带预紧装置展开的时间

正面气囊展开时间(第一阶段) 从事件起点 T0 到正面气囊展开的时间

侧面气囊展开时间 从事件起点 T0 到侧面气囊展开的时间

侧面气帘展开时间 从事件起点 T0 到侧面气帘展开的时间

其它不可逆约束系统装置点爆时间 从事件起点 T0 到其他不可逆系统装置点爆的时间

人员状态

座椅占位信号 各位座位探测乘员落座的状态

驾驶员脱手状态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手脱离方向盘的状态

驾驶员注意力分散状态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分散的状态

驾驶员疲劳状态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疲劳驾驶的状态

紧急避撞

系统

系统故障代码
紧急避撞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自动紧急制动以及自动紧

急转向等用于车辆在紧急状态下自动避险的系统

操作状态
紧急避撞系统的操作状态，包含但不局限于系统开启，受

限，退出以及故障状态

其它车辆

电子控制

系统

系统故障代码

其他车辆电子控制系统包含但不限于防抱死系统，电子稳

定性控制系统，牵引力控制系统等对车辆稳定性控制的系

统

操作状态
其他车辆电子控制系统的操作状态，包含但不局限于系统

启动，受限，退出以及故障状态

新能源车

辆特殊字

段

驱动电机状态 驱动电机的运行状态

驱动电机转速 驱动电机的运行转速

驱动电机转矩 驱动电机的运行转矩

电机系统故障代码 电机系统的故障状态

电池 SOC 驱动电池的电量 SOC

电池电压 驱动电池的运行电压

高压电池系统故障代码（高压电池管理系

统）
高压电池/高压电池管理系统的故障状态

驾驶自动

化系统

系统故障代码

驾驶自动化系统指由实现驾驶自动化的硬件和软件所共

同组成的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车道偏离预警，自动紧急

制动，巡航系统等

操作状态
驾驶自动化系统的操作状态，包含但不局限于系统启动，

受限，退出以及故障状态

系统受限原因 系统受限状态下的原因

托管/接管
驾驶员向系统转移驾驶权限，或系统向驾驶员发出的接管

请求，可能会和操作状态以及系统受限原因合并

事故时驾驶模式状态
事故发生时的车辆所处的驾驶模式状态，包含但不局限于

自动驾驶模式，辅助驾驶模式以及接管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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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碰撞信息数据采集表（续）

数据类型 具体信号 数值说明

驾驶自动

化系统

运行信息

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运行信息，包含但不限于系统请求的档

位、车速、纵向加速度、加速踏板开度比例、刹车踏板开

度比例等

行车环境信息

自动驾驶系统感知的行车环境信息，包含但不局限于目标

物的相对位置、目标物的相对速度、外部图像以及外部视

频等

驾驶员操作及状态信息
驾驶员操作及状态信息包含但不局限于驾驶员接管能力、

驾驶员是否系安全带、加速踏板开度、刹车踏板开度等

注：数据记录时间范围为可能诱发碰撞事故发生时刻至碰撞救援结束后。表中数据信息采集自 EDR时，按照 GB

39732-2020规定的频率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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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事故致因分类

表 B.1人的致因因素表

表 B.1 人的致因因素

归类 组别 影响因素 影响指标

人
的
因
素

（1）信息获取

如果参与者在事

故发生时没有获

得相关信息。一个

可获取的信息，如

果它被车辆内或

外部的对象遮挡，

以至于不能被察

觉，或者由于驾驶

员身体状况或疾

病，无法获得必要

的信息。

01
因疾病或身体状况导

致无法获得信息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视觉问题/眼睛视力不足或存在影响信息获取的问

题

(2) 听觉问题/耳朵的疾病造成的问题

02

信息被车外物体遮挡

适用于与事故车辆不

相连的物体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建筑物 (2) 植物 (3) 路边停车车辆

(4) 等待或行驶的车辆

03

信息被车内物体遮挡

包括拖车和被固定到

车辆外的物体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乘客 (2) 车内载物 (3) 车窗雾气/霜

(4) 其他设备 (手机GPS导航)

(5) 车身支柱和其他部位

04

信息掩盖

由于气候条件或缺乏

参照对照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黑夜 (2) 大雨 (3) 雾

(4) 眩目(来源于阳光，其他车辆)

(5) 相关信息的干扰(其他光源，相似色)

(6) 噪音干扰

（2）信息接收

当驾驶员可获得

相关信息，却没有

及时或全部察觉。

驾驶员可以通过

适当的感知条件

来接收信息，但未

能做到这一点。

01
因车内干扰造成的分

神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操作仪表或仪器 (2) 乘客 (3) 接听手机/听音乐

(4) 动物 (5) 拿取车内物品

02
因交通环境干扰造成

的分神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海报、陈列柜等 (2) 人员

03
驾驶员自身干扰（思

想或情绪上的）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疼痛、愤怒 (2) 悲伤、担忧

(3) 仓促、压力 (4) 愉悦、兴奋 (5) 精神疾病

04

反应迟缓

由于生理条件造成注

意力降低导致信息获

取量减少或不及时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身体压力、疲劳 (2) 酒精

(3) 毒品 (4) 疾病/药物

(5) 突然发昏 (心脏病/其他疾病突然发作)

(6) 智力、身体条件不支持 (儿童、智力缺陷人员)

05
信息量大导致错误识

别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信息复杂(过度刺激)

(2) 复杂的事物 (非信息量，而是处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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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人的致因因素（续）

（2）信息接收

当驾驶员可获得

相关信息，却没有

及时或全部察觉。

驾驶员可以通过

适当的感知条件

来接收信息，但未

能做到这一点。

06

错误的关注点

当观察交通状况的注

意力放在相关的对

象，但忽视了直接相

关的信息（如碰撞对

方）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其他道路使用者 (关注其他道路使用者，忽视了造

成事故的直接道路使用者)

(2) 交通标识 (信号灯、交通标志)

(3) 错误的观察策略（忽视车辆定位或没有留心观察）

（3）信息处理

驾驶员已获取所

有有关信息，但对

信息误判或误解。

01

对事故地点错误的预

料或错误判断其他道

路使用者行为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交流失败（道路使用者之间）

(2) 路况不熟

(3) 习惯/经验导致的盲目自信（长期经验导致错误结

论，例：从来没有人从那里出来）

02
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速度或距离的误判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误判其他道路使用者速度

(2) 误判其他道路使用者距离

03

对自身车辆的误判

（行驶状态或在紧急

情况下车辆反应的误

判）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低估自己的速度 (2) 车辆性能（动力、稳定性）

(3) 对车辆刹车或加速动力的误判

(4) 对驾驶辅助系统（视觉/听觉信号）的误解

(5) 对主动安全功能的误解

（4）措施决策

驾驶员准确获得

和判断所需信息，

却得出了控制局

面错误的决策。另

一种可能是有意

违反众所周知的

交通法规。

01

决策错误

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

选择避免措施，但选

择错误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错误的机动行为（例如：选择躲避而不是刹车）

(2) 误估事故危险的进展（如：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运

动预计不正确）

02

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不适用在酒精的影响

下开车造成的事故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忽视对路权 (2) 超速驾驶

(3) 错误超车 (4) 错误的转弯动作

(5) 跟车过近

(6) 驾驶动机不纯（自杀，谋杀，逃离警察追捕）

(7) 使用错误道路（例如在人行道上骑车）

（5）执行

执行决策过程中

出现的错误或困

难。包括迟缓的，

错误的，被忽视的

人体本能反应。只

有当错误的操作

导致事故发生的

情况才适用。

01

混淆或操作错误（如

混淆刹车和油门踏

板）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踏板（混淆，滑下）

(2) 换档 (3) 操作控制

02 驾驶员反应错误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原因

(1) 制动过弱 (2) 制动太晚 (3) 制动过强/过度

(4) 转向不足/太晚/无转向 (5) 转向过度

(6) 忽视反应–无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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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车辆技术的致因因素表

B.2 车辆技术的致因因素

归类 类别 影响因素

车
辆
技
术
致
因
因
素

（1）技术故障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1) 刹车 (2) 转向系统

(3) 轮辋/轮胎(胎面花纹深度/损坏/穿孔)

(4) 悬架/底盘 (5) 车身 (6) 引擎 (7) 传动系统

(10) 车灯(外部) (11) 车辆电器

(12) 汽车电子–干预式车辆稳定系统/紧急避险功能

(13) 信息系统预警式车辆系统 (14) 操控系统

(15) 车内照明 (16) 货物固定及约束

(17) 驾驶自动化系统 (18）仪表

（2）人机交互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1) 操作受限 (2) 照明强度不适宜

(3) 不够清楚直观 (4) 噪音(例如噪声过大)

(5) 对显示器或控制台的视线障碍

(6) 显示不足/错误信息（如导航系统，车速表）

(7) 操作复杂

（3）功能偏差

误启动/不启动/启动过早/过晚/过多/过少/错

误

(1) 引擎/电池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2) 传动系统/电驱系统

(3) 汽车电子–干预式车辆稳定系统/紧急避险功能

(4) 信息预警式车辆系统 (5) 驾驶自动化系统

(6) 驻车辅助系统

（4）非法改装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1) 刹车系统 (2) 转向系统

(3) 轮辋/轮胎(胎面花纹深度 /损坏 /穿孔)

(4) 悬架 /底盘 (5) 车身 (6) 引擎 (7) 传动系统

(10) 车灯(外部) (11) 车辆电器

(12) 汽车电子–干预式车辆稳定系统/紧急避险功能

(13) 信息预警式车辆系统 (14) 操控系统

(15) 车内照明 (16) 货物固定及约束

(17) 驾驶自动化系统 (18）仪表

（5）其他问题 (8) 其他



GB/T XXXXX—XXXX

15

B.3 环境和基础设施的致因因素表

B.3 环境和基础设施的致因因素

归类 类别 影响因素

环
境
和
基
础
设
施
致
因
因
素

（1）路况及道路维修

因路况不好或者道路保养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

包括即时规范的施工现场造成的不理想通行状

态。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1) 路面状况（坑洼、因过度碾压造成的车辙等）

(2) 路面污染 (3) 道路标志标线功能异常

(4) 路沿状况

（2）道路设计

因道路设计原因导致的事故。包括不规范的施工

现场。

(0) 不确定 (8)其他 (9)多种因素

(1) 路口设计 (2) 车道（水平和倾斜）

(4) 路面设计

(5) 道路指示警告等信息不足（缺失的交通标志）

(6) 视觉导向（产生其他交通情况错觉）

（3）自然因素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1) 风暴/天气的物理影响（横风，闪电）

(2) 雨后路面 (3) 结冰路面

(4) 积雪路面

（4）其他外部影响

(0) 不确定 (8) 其他 (9) 多种因素

(1)（野生）动物 (2) 第三方的干预，例如暴力

(3) 坠落、空降物体 (4) 道路上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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