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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地点表述方法研究

□ 罗 忆 1，王雪松 2，张 斌 2，王晟睿 1，陈小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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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上海市交通安全形势严峻，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交通安全管理成为解决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要

途径。信息系统需要准确和规范的事故地点记录，现有事故地点由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文字记录，不能满足

信息系统的要求。通过面向基层民警需求调研和总结国外事故地点记录方法，提出了基于线性参照系记录

方法的五要素记录法（事故所在道路、路侧、参照点、方位、距离），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对每种要素进行

了分类定义。针对上海复杂路网特征和对不同设施交通安全分析的需求，提出了5类道路类型和32类地

点类型分类，便于更加准确描述事故所在位置。考虑当前交通事故认定的需要，提出了表格填写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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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safety was a severe issue for Shanghai. Utiliz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for solution. To complete the traffic safety analysis work, accurate and uniform accident location 
record was required. However, Current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 record couldn’t meet the needs of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field police staffs and summariz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 record methods in 24 district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claimed a five elements (road name, side of the road, referencing point, direction and distance ) record method based on 
linear referencing system. Each element was considerate explicated for field operation. Classific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 
included 5 road types and 32 location types was raised to meet the demand of traffic safety analysis of Shanghai sophisticated 
road network. Finally, a practical scheme was proposed for current accident asse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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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市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上海市交通安全问题

形势严峻。大量的交通事故给交警维持交通安全和维护

交通系统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交

通安全管理，成为解决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事故

地点是指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第一次伤害性事件出现的准

确位置 [1]，是交通安全分析的基本信息，事故地点记录

的准确、唯一和规范影响事故空间定位的质量。上海市

内道路类型繁多，市域范围内路网复杂，城市道路形状

和走向多变，而现场采集设备功能有限，地理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al System，GPS）等定位设备在上海还

未完全普及，且该设备仅能提供经纬度坐标，不能完全

替代事故地点描述。民众和民警对事故地点理解以及表

述习惯不统一，因此，需要一个科学简洁、便于操作的

事故地点表述规范，来指导事故当事人报警时准确描述

事故地点、民警完成事故地点记录及满足后期的安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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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市事故地点记录现状

 事故责任判定需要事故地点信息作为依据。目前我

国涉及事故地点记录的采集表格有《道路交通事故案卷

文书》[3] 和《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采集项目表》[4]。上海市

目前事故地点信息采集主要通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

易程序）完成，其中事故地点信息一项为一栏空白表格，

要求填入一串文字描述。

 为了推进上海市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专业道路名称规

范化表述工作，2008 年上海市交警总队印发了《上海市

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专用道路名称表述规范（试行）》[2]，

试行路名规范考虑了道路交通事故分布地点的道路设施

特征，将道路设施分为 5 类道路类型和 15 类地点类型，

规定发生在不同事故地点的事故采用不同的记录要素（见

表 1）。同时，为了减少事故地点描述内容的重复和缺失，

试行路名规范要求采用以下公式化的语句，每一条表述

中，都分割为各个必填的内容项。

 相比没有详细规范，该试行规范对于规范事故地点

记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每一种事故地点类型的记录格式的要素数量并不一致，

且各要素的判断规则不同，调研时民警反映试行规范的

规定过于繁琐，规范识记不便，进而难以准确应用规范，

记录混乱；民警现场填写事故文案，依然需按一串文字

完成表述，填写时表格设计的提示信息不足，填写困难，

民警希望有一定的表格设计，以填写方便。

2  事故地点记录难点分析

 上海市域范围内路网复杂。首先，城市范围内道路

类型多样，城市道路分为高架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等，

公路分为高速公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及等外公

路。其次，路网形态不规则、走向多样，道路之间会有

不同形式的交叉连接，甚至二次相交，如直线、Z 形、U
形、S 形、半圆形、圆形的道路难以用统一的走向来描述。

道路交叉除了四枝交叉外，还有多枝交叉、环形交叉和

互通式立交等不同的道路相交形式。例如上海市五角场

地区，由四平路、邯郸路、翔殷路、淞沪路和黄兴路共 5
条支路形成一个环岛。最后，路网不能包含和描述所有

的事故位置，例如有些事故发生在广场上，有些事故发

生在居民小区门口，这些位置发生的事故难以仅仅通过

道路名称来记录。

 上海立体的城市路网结构使问题复杂化。上海拥有

立交、桥梁、隧道、地道等多种立体设施。例如上海市

已建成 13 条越江隧道，规划建设的隧道还有 8 条，而上

海市跨黄浦江大桥已达 10 座。上海市南浦大桥浦西段的

多层引桥在平面上经纬度坐标重叠；而城市快速路，除

了基本路段之外，匝道间距过短所形成的事故集中的交

织区域，以及与地面道路相连的上匝道和下匝道，还有

与其他城市快速路相连的立交匝道等设施均具有不同的

表 1  上海市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专用道路名称表述规范（试行）汇总

道路类型 地点类型 路名规范表述 记录要素

城市道路

一般路口 东西向道路名称 + 相交道路名称 + 路口 3
多路交叉路口 路口东侧最南端东西向道路名称 + 逆时针数第一条道路名称 + 路口 3
环形路口（环岛）环形路口地域名 + 事故或违法发生地最邻近的道路名称 + 路口 3

道路路段
路段所属道路名称 + 进 / 出 + 起始相交道路名称（或地域名）+ 约 X 米＋（车

行 / 非机 / 人行 + 特殊标志）
5

城市快速路

路段 道路名称 +（道路中心线）某侧 + 桩号 3
匝道 城市快速路名称 +（道路中心线）某侧 + 匝道口名称 3
立交 - 3

公路

路口 公路名称＋城市道路 / 高速公路 / 全封闭城市快速路名称＋路口 4

公路路段
公路名称 +（道路中心线）某侧 + 邻近的里程碑数值 + 发生地与邻近里程

碑距离
2

高速公路

起止点 高速公路名称＋匝道口名称 3
匝道 高速公路名称 + 某侧 + 匝道口名称 3
路段 高速公路名称 +（道路中心线）某侧 + 邻近的里程碑数值 3
立交 - 2

其他设施

隧道 隧道名称＋隧道方向＋桩号 3
桥梁 桥梁名称＋桩号 3
地道、跨线桥 地道、跨线桥所在道路名称＋地道 / 跨线桥＋穿越道路名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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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这些不同的设施需要分类记录以准确描述事故地

点。多种多样的设施类型，使得事故地点记录非常复杂。

事故现场位置采集设备限制，目前上海市交警采用的主

要电子设备即为警务通，记录事故地点主要使用笔填写

表格。对于简易事故，不需要绘制现场图，交警只需要

通过填写表格来记录事故地点。

 群众和不同民警所理解的事故地点表述不一致，形

成既能满足交通安全分析，又能让各方人员认可的事故

地点描述规则比较困难。

3  国外事故定位方法汇总

 本研究调研了美国（18 个州）[5]、英国（伦敦）[6]、

法国（巴黎）、德国（德累斯顿）、新加坡、新西兰，以

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5] 等国外事故地点记录，

特别是美国各州的事故记录表格，普遍具有规范性、唯

一性和准确性的特点。首先，事故地点记录多以表格形

式分要素进行记录，且表格中提供适当的提示词汇，并

对关键字词提供了可选项和编码，规范了记录结果，减

少了主观输入可能产生的失误。其次，事故记录表格一

般对不同的事故发生地点分类记录。例如大部分的表格

将交叉口和路段分不同的区域和格式填写，确保了记录

结果的唯一性和准确性。通过对比事故记录表格，发现

主要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事故地点记录方法有无规范格式、

点—线记录法、线性参照系法、经度纬度坐标法，以及

以上 4 种方法结合的综合法。

 道路网络由交叉口和路段组成，每个路段以及交叉

口都有相应的编号。事故地点若发生在路段上，记录事

故所在路段的数字编号；若发生在交叉口，则记录交叉

口的编号，该方法称为点—线记录法 [7]。事故发生在路

段 103104 上，记录事故地点为 103104。该方法将路网拓

扑结构经过数字编码，简化了记录过程和结果。但仅记

录路段或交叉口编号并不能准确地定位事故，一般需要

交警在随身携带的电子地图上标注事故地点准确位置。

 道路设施具有一维线性属性，如城市快速路、高速

公路、城市街道等。线性参照记录法沿着可测量的道路

记录事故相对参照点的方位和距离来确定事故地点。采

用该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新西兰、英国伦敦以及美国的

纽约州、俄勒冈州、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爱荷

华州、华盛顿州、阿肯色州及哥伦比亚地区。采用线性

参照系方法记录事故地点一般有以下要素：①事故所在

道路；②参照点（交叉口、里程桩号等）；③事故地点相

对参照点方位；④事故地点到参照点距离。事故位于北

京路上，位于与人民路相交的交叉口附近，描述以上 4
个要素：北京路、人民路、西、100 m。

 如果一个地区已经建立了一个线性参照系统，能够

将道路上的特定位置、交通信息、驾驶员信息和其他信

息与地理坐标相关联，那么，确定事故发生位置的最简

便的方法是经度纬度坐标法。

 调研结果显示，事故地点记录以线性参照系为主，

根据地区的记录设备水平、信息建设完善情况和基础设

施的特点辅以经纬度坐标系统。表 2 中要求填写里程和

事故与参照设施的距离，提高了事故定位的准确性。也

有的地区采用上述方法中的两种及以上的事故地点记录

方法，通常是将点线系统和线性参照系统结合的方法，

例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或者将线性参照系与经纬度坐

标法相结合的方法，例如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市、

马里兰州、阿拉斯加州、康涅狄格州、印第安那州、田

纳西州和威斯康辛州。

4  基于线性参照系的五要素表述法

 通过对各地区表格的总结，事故地点文字定位的基

本“五要素”包括：

  （1）主路：事故所在的道路。

  （2）侧向：事故在道路的哪一侧。针对城市道路路

段事故，以交叉口为参照点时，路侧采用进 / 出交叉口的

形式；以里程碑、桩号和特殊设施为参照点时，路侧以

道路走向判断，如东 / 西 / 南 / 北侧，考虑部分公路的环

形和放射性分布特点，增加内 / 外侧和进 / 出沪进行描述。

  （3）参照点：表示事故所在道路上可以用于参照的

已知位置的点。例如交叉口、里程碑、桩号、特殊设施等。

  （4）方位：表示事故相对于参照点的方位。以交叉

口为参照点时，适合采用相对于交叉口中心东 / 西 / 南 /
北的形式进行描述；以里程碑、桩号为参照点时，道路

的线性特征非常明显，采用沿着车流方向事故相对于参

照点的前 / 后方位来描述。

  （5）距离：表示事故位置相对于参照点的沿道路的

距离。

4.1  事故所在道路、道路类型、地点类型

 考虑上海市的道路结构、交警部门的管理需求以及

不同道路的规划设计差异，将道路设施分为 5 类事故道

路类型，即城市道路、城市快速路、公路、高速公路及

其他设施。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特点和事故的分布特点，

表 2  4 种事故地点记录结果示意

记录方法 记录结果

无规范法

1. 北京路 136 号

2. 北京路人民路站

3. 北京路鼎盛大厦前

点—线记录法 4.103104
线性参照系法 5. 北京路，北侧，人民路，西，100 米

经纬度坐标法 6. 北京路，52°54’N，44°3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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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5 类道路类型分为 30 类地点类型（表 3），其中公路和

城市道路各分为 3 类，城市快速路分为 6 类，高速公路

分为 5 类，其他设施分为 13 类。

 城市道路和公路上发生的事故，主要为交叉口事故

和路段事故。试行路名规范定义城市道路“路口”范围

为车辆停止线及其虚拟延长线与道路红线围成的部分 [2]。

从事故分布看，交叉口、交叉口影响区、路段三者的事

故形态有较大差别，有必要进行区分。行人岛、人行横道、

人行二次过街待行区和机动车左转待行区均位于交叉口

机动车道停车线围合范围内，在交叉口区域内这些设施

上发生的事故，均属于交叉口事故。交叉口影响区的事故，

与交叉口事故和正常车流的路段事故有很大差异，应将

其区分出来分析 [8]。国内没有规范明确定义交叉口影响

区，在美国的部分州（例如佛罗里达州 [8]）事故记录表

格中则有交叉口影响区这一分类，考虑上海道路设施情

况以及民警现场判断的意见，将交叉口影响区判断规则

确定为依次根据交叉口进出口的展宽段、渠化线虚变实

处，以及针对部分支路没有渠化的情况下取 20 m 作为实

际执行时的判断规则。

 城市快速路交织区。美国《公路通行能力手册》[9]

定义交织为行驶方向大致相同的两股或多股车流，沿着

相当长的路段，不借助交通控制设施进行的交叉运行。

交织区主线、上下匝道出入口车流流向复杂，交通安全

问题突出，需要加以单独统计分析。考虑到城市快速路

在上下匝道之间机动车合流后紧接着分流的情况较多，

在设施类型中增加交织区。高架快速路上下匝道之间距

离较近，之间的路段称之为交织区。

 立交主线与立交匝道。立交区域因为匝道集中、车

流合并和分离频率较高且车速较快，通常事故较为集中，

建议将立交区域的主线与快速路主线区别。以立交的匝

道口划分立交主线和主路路段，立交主线为立交范围内

的立交分离匝道和汇入匝道之间的主线路段。

4.2  参照点及其选取原则

 事故参照点一般有如下要求：空间位置稳定；易于

现场识别；易于民警现场法律文书记录。因此，目前事

故参照点主要有以下几类：

  （1）交叉口：是指以事故所在道路和相交道路组成

的交叉口作为参照点，在事故地点记录表格中，因已填

写事故所在道路，仅需填写相交道路即可表示该交叉口，

因此，参照点一栏注明为相交道路。

  （2）桩号：是指城市快速路、桥梁和隧道等设施上

的标记，一般由字母 / 汉字 + 数字组成。由于城市快速

路路侧没有紧急停车带，事故发生后，车主在报警时接

警人员需要提醒车主在移动车辆之前记录事故发生地点

附近的桩号。

  （3）里程碑：里程碑指公路和高速公路上用于标明

里程的标记，一般由整数的公里值和百米值组成。

  （4）特殊设施：以下特殊设施作为道路或者路侧的

较为固定的永久性设施或者标志，可以作为道路事故的

参照点：城市快速路上下匝道和高速公路出入匝道（以

匝道作为参照点）；桥梁、跨线桥、隧道、地道及收费站（以

该设施为参照点）；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

集市商铺、停车场及公共广场（以该设施出入口作为参

照点）。

  （5）无：以下情形，事故地点只能精确到事故所在

道路（设施），现阶段较难进一步精确定位，不填参照点：

表 3  道路类型和地点类型分类

道路

类型
1. 城市道路 2. 城市快速路 3. 公路 4. 高速公路 5. 其他设施

地点

类型

1. 交叉口；2. 交叉

口影响区；3. 道路

路段

1. 快速路段；2. 交
织区；3. 上匝道；

4. 下匝道；5. 立交

主线；6. 立交匝道

1. 交叉口；2. 交叉

口影响区；3. 公路

路段

1. 高速路段；2. 入
口匝道；3. 出口匝

道；4. 立交主线；

5. 立交匝道

1. 桥梁；2. 跨线桥；3. 隧道；4. 地
道；5. 收费站；6. 加油站；7. 居
民小区；8. 企事业单位；9. 工厂；

10. 学校；11. 集市；12. 公共停

车场；13. 公共广场

表 4  美国交叉口影响区事故判别规则

判断规则 主要方式 优点 缺点

按照交叉口

空间划分

1. 距交叉口中心固定长度以内区域发生的事故，

如佛罗里达州为 250 英尺；2. 按照交叉口进口

道、出口道，包括进出口道展宽段和展宽渐变

段所共同围成的区域以内发生的事故

便于记录

不同交叉口的安全影响范围不同，

每一起事故是否受交叉口影响无法

用一个固定值、范围区分

按照车流

运行状况

1. 按照事故发生时当事车辆运行是否受交叉

口存在影响

准确描述每一起事故

是否受交叉口影响

需要根据车辆运行状况进行判断，

根据当事人描述判定可能会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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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在城市快速路上下匝道和高速公路出入匝道处，

无桩号；事故发生在桥梁、跨线桥、隧道、地道和收费站，

无桩号；事故发生在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

集市商铺、停车场和公共广场。

4.3  事故相对于参照点方位

 确定参照点之后，需确定事故相对于参照点的方位。

方位反映了事故相对于参照点的方向，根据参照点的特征

和分布特征分为两类填写。以交叉口为参照点时，若事故

位于交叉口内部，则记录事故相对于交叉口中心的方位，

共 8 个方位可选（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

西北）。例如，方位为“东”，表示事故发生位置在交叉口

中心以东。若事故位于交叉口以外，即位于交叉口影响区

和道路路段上，则以道路路牌所指示的方位填写事故相对

于交叉口的方位，可选 4 个方位（东、南、西、北）。

 若以桩号、里程碑和特殊设施等分布在道路上标志

为参照点时，方位则记录在车流中，事故与参照点的相

对位置，填写 2 种相对位置（前、后），“前”表示沿着

车流方向事故地点在参照点前面；“后”表示沿着车流方

向事故地点在参照点后面。

4.4  事故相对于参照点距离

 事故相对参照点的距离，建议测量获得。各种参照

点的测量方式如下：

  （1）参照点为交叉口，如事故发生在交叉口影响区

和路段上，则以事故发生位置到参照点交叉口停车线的

沿线距离为准；如事故发生在三枝、四枝和多枝交叉口，

则以事故发生位置到参照点交叉口支路中心线的延长交

点的直线距离为准；如事故发生在环形交叉口，则以事

故发生位置到环形边界的垂直距离为准。

  （2）参照点为桩号 / 里程碑，则以沿着道路方向事故

发生位置距桩号 / 里程碑的距离。

  （3）参照点为匝道、收费站、小区、门牌等特殊设

施时，则以事故发生位置距匝道口、收费站站中、小区

门口、门牌号位置之间的沿着道路方向的距离。

4.5  事故道路侧向

 记录事故道路侧向是为了说明事故发生在道路哪一

侧，便于深入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以交叉口为参照点，

若事故发生在交叉口内部，侧向难以准确判断，因此不

填写侧向；若事故发生在交叉口之外，事故地点所在道

路侧向。根据交警的记录习惯，填写事故地点相对于参

照交叉口的车流走向，一共 2 种（进、出）：“进”表示

事故发生位置在车流进入交叉口一侧；“出”表示事故发

生位置在车流离开交叉口一侧。若以桩号、里程碑和特

殊设施等分布在道路上标志为参照点，考虑这些设施的

线性特征和走向，给出 8 类侧向填写方案（东侧、西侧、

南侧、北侧、内侧、外侧、进城、出城）。

5  结论

 事故地点记录应该具有准确、唯一和规范的原则。

上海市域路网复杂、现场设备局限、人员的理解不一致、

事故分布有许多意外情况，给事故地点记录原则的实施

带来了困难。国外事故地点记录方法主要有 5 种，即无

规范格式法、点线系统法、线性参照系法、经度纬度坐

标记录法和综合法。其中线性参照系法为目前最主要的

记录事故地点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上海道路网

络特点，提出“五要素”的事故地点语义描述的基本原则，

根据实际设施状况，给出了各项要素的定义，并考虑了

现有法律文书的要求，形成合成语句，即“事故所在道

路 + 路侧 + 参照点 + 方位 + 距离”。根据上海市的路网特

点，考虑交通安全分析的需要以及事故发生位置的特点，

将道路设施分为 5 类道路类型及 30 类地点类型，并基于

研究得出的方法和实际管理情况的探索，设计了事故地

点填写表格，满足了当前事故地点记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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