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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文书和交通安全分析要求事故地点记录准确、规范。为规范事故地点记录，在总结

国外事故地点记录的点 － 线法、无规范格式法、线性参照系法、经纬度坐标法基础上，结合国内城市

事故定位工作的需求，提出基于线性参照系的“五要素”事故地点文字表述方法。针对城市复杂道

路网络，在道路分类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记录要求定义和说明“五要素”( 事故所在道路、路侧、参照

点、方位、距离) ，最后提出基于“五要素”的文字组合表述方法和事故地点记录实施方案。事故地点

“五要素”记录法可供各地在改进事故地点记录时借鉴以提高事故数据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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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instruments and traffic accidents analysis require precise and uniform traffic crash loca-
tion records．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traffic crash location records，a linear referencing system-based
five elements crash location record description method was worked out after due consideration of domestic
city accident location needs and foreign traffic crash record methods which included Link-Node System，

Unformatted method，Linear Referencing System，Longitude ＆ Latitud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features of road network，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oad，five essential elements ( road name，side of
the road，referencing point，direction and distance) were defined and instructed for field operation． Final-
ly，a five essential elements-based combination linguistic formulation method and a crash location record
practical solution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improve crash data collection，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applied by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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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事故地点是指交通事故发生时第一次伤害性事

件出现的准确位置［1］。事故责任判定需以事故地

点为证据［2］，判断区域交通安全隐患需以事故地点

信息的空间分布为依据［3］。事故地点记录应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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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以满足法律文书和交通安全分析的需要。然

而，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事故地点记录规范和记

录方法，记录结果混乱，不能满足法律文书和交通安

全分析的需要，亟需设计科学、又便于操作的事故地

点表述方案来指导事故当事人报警时准确描述事故

地点，规范交警完成事故地点记录。
国外事故地点记录表格在事故地点一栏中的设

计包含不同的记录方法。笔者通过调研国外事故记

录表格，总结出点 － 线法、无规范格式法、线性参照

系法、经纬度坐标法。线性参照记录法是沿着可测

量的线性要素，记录事故相对参照点的方位和距离

来确定事故地点的方法。笔者认为该方法最符合当

前我国事故记录的现状和需要。因此，在线性参照

系法的基础上，笔者将结合国内城市事故定位工作

的需求，提出基于线性参照系的“五要素”事故地点

文字表述方法。针对城市复杂道路网络，在道路分

类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记录要求对“五要素”( 事故

所在道路、路侧、参照点、方位、距离) 进行定义和说

明，最后提出基于“五要素”的文字组合表述方法和

事故地点记录实施方案。

1 国内外事故地点记录现状

目前国内采集事故地点记录的表格有“道路交

通事故案卷文书”［4］和“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采集项

目表”，两者分别应用于法律文书和事故信息系统

数据库，主要以文字表述记录事故发生地点，但是记

录结果混乱。如:“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的事故

地点信息项为一栏空白，要求填入文字描述。“道

路交通事故信息采集项目表”的事故地点信息项则

由路号、公里数( 路段 /路口) 、米数、在道路横断面

位置、路名 /地点 5 项内容组成，适用于桩号完备的

高速公路，但对于桩号不完备的城市道路和一级以

下公路则难以填写。此外，桩号间距较大时，不记录

事故与桩号之间的相对方位和距离，会导致事故定

位误差较大;“在道路横断面位置”一项提供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等选项，但没有明确填写

事故所在路侧，道路两侧安全状况不同时，路侧信息

对于安全分析则尤为重要; 在“路名 /地点”一项为

一栏空白，要求填写文字描述，未提出详细要求。
国外事故记录表格在事故地点一栏的设计包含

不同的记录方法。调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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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 ［5］全球 24 个国家和地

区的事故地点记录表格，发现主要发达国家所采用的

事故地点记录方法有点 － 线记录法( Link-Node Sys-
tem) ［7］、无规范格式、线性参照系法( Linear Referen-
cing System) 、经度纬度坐标记录法( Latitude Longi-
tude System)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
SA，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建

议各州建立线性参照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事故

地点记录以线性参照系为主，值得我国借鉴。

2 事故地点记录基本原则

在法律文书方面，国内事故处理规范［8］要求交

警现场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地点是交通事故

认定书的基本组成项，事故地点记录应确保事故责

任判定和法律证据的有效性。具体体现在: ①事故

地点记录应能区分影响事故责任判定的区域; ②事

故地点记录需对应唯一位置，应避免交警主观判断

带来的地点记录理解不一致; ③事故地点记录应规

范有序，交通警察现场处理事故的时间短而工作量

大，事故地点记录应有规范的工作记录流程，以减少

记录和判断混乱。因此，事故地点记录需遵循法律

文书要求的准确、唯一和规范的原则。
在交通安全分析方面，事故地点记录的准确和

规范决定事故定位的质量，从而影响事故多发的路

段和交叉口( 称为“黑点”) 的判断结果，事故地点记

录需确保黑点判断的准确。具体体现在: ①事故地

点记录应确保事故定位的路段准确，明确事故相对

参照点距离的含义，以事故相对于交叉口的距离为

例，部分交警以交叉口中心为起点测量距离，部分交

警以停车线作为起点测量距离，在城市路网较为密

集的区域，交叉口间距较小，若距离误差过大，会导

致事故定位至相邻路段; ②事故地点记录需要规范

的记录格式，便于计算机统一处理记录结果，完成事

故定位。

3 基 于 线 性 参 照 系 的“五 要 素”
表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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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等。线性参照记录法是沿

着可测量的线性要素，记录事故相对参照点的方位

和距离来确定事故地点的方法。国外事故记录表格

采用线性参照系方法记录事故地点一般有以下要

素: 事故所在的县市、事故发生所在的道路、参照点

( 交叉口、里程桩号等) 、事故地点相对参照点方向、
事故地点到参照点距离和事故所在道路路侧。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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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上海市基层交警已有的记录和方位判断习惯的基

础上，考虑准确、唯一、规范的原则，确定事故地点文

字定位的基本“五要素”包括:

1) 主路: 事故所在的道路。
2) 侧向: 事故发生在所在道路的某一侧。
3) 参照点: 事故所在道路上可以用于参照的已

知位置的点，如: 交叉口、公路里程碑、桩号、门牌号、
特殊设施等。

4) 方位: 事故位置相对于参照点的方位。
5) 距离: 事故位置相对于参照点的沿道路的

距离。
设计事故地点记录表格时，针对不同的参照点

类型，应采用不同的用词，如: 根据交警日常的描述

习惯，以交叉口为参照点时，道路线性特征不明显，

路侧采用进 /出交叉口的形式，方位采用相对于交叉

口中心东 /西 /南 /北的形式进行描述; 以里程碑、桩

号和特殊设施为参照点时，道路的线性特征非常明

显，路侧便于以道路走向判断，如: 东 /西 /南 /北侧，

考虑部分公路的环形和放射分布特点，增加内外侧

和进出城进行描述，判断方位时，采用事故位置相对

参照点的方位进行描述。设施分类和“五要素”记

录方法，共同形成事故地点记录语义规则。

3． 1 事故所在道路、道路类型、地点类型

国外事故记录表格一般根据交通设施特征和交

通安全分析的需要，分类记录事故地点。在美国佛

罗里达 州 的 事 故 记 录 表 格 中，有 事 故 地 点 ( Site
Location) 一项，把发生在交叉口的事故分为“在交

叉口”和“交叉口安全影响区( 即进口道受交叉口影

响的区域) ”，还将“公共汽车候车区”、“停车场”等

设施分类记录，便于统计和分析。
借鉴国外的事故地点分类，考虑到我国道路类

型繁多和交通管理部门需要，将道路设施分为 5 类

事故道路类型。考虑到城市路网结构复杂，道路相

交形式各异( 三枝、四枝、多枝、环岛和立交等) ，交

通设施特征不同( 桥梁、隧道等) ，事故分布多样( 收

费站、小区、停车场等) ，将 5 类道路类型分为 37 类

事故地点类型，见表 1。
表 1 道路类型和地点类型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road types and loca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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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类型

1 三枝交叉口

2 四枝交叉口

3 多枝交叉口

4 环形交叉口

5 交叉口影响区

6 公路路段

1 高速路段

2 交织区

3 入口匝道

4 出口匝道

5 立交主线

6 立交匝道

1 三枝交叉口

2 四枝交叉口

3 多枝交叉口

4 环形交叉口

5 交叉口影响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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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 2 跨线桥

3 隧道 4 地道

5 收费站 6 加油站

7 小区 8 单位

9 工厂 10 学校

11 集市、商铺

12 停车场 13 广场

城市道路和公路上的事故，主要分为交叉口事

故、交叉口影响区事故和路段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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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没有规范明确定义交叉口影响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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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其区分分析［9］。美国交叉口影响区与

路段事故的区分判断方式见表 2。

表 2 美国交叉口影响区事故判别规则
Table 2 Principles of determining safety influence area of intersection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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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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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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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根据车辆运行状况进行判断，当事

人的描述判断可能会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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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速路交织区。美国《公路通行能力手

册》［10］定义交织是指行驶方向大致相同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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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区的主线、上下匝道出入口车

流交叉运行密集［11］，交通安全问题突出，需加以单

独统计分析，将上下匝道间的主线路段定义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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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立交区域的主线与快速路主线予以

区别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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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匝道和汇入匝道

之间的主线路段。

3． 2 参照点及选取原则

事故参照点一般有如下要求:①空间位置稳定;

②易于现场识别;③易于交警记忆和现场法律文书

记录。因此，目前事故参照点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交叉口: 指事故所在道路和相交道路的交叉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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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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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公路和高速公路上标明里程的标

记，一般由整数的公里值和百米值组成。
4) 特殊设施: 道路或路侧的较为固定的永久性

设施或者标记。以下设施可作为道路事故的参照

点: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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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桥梁、跨线桥、隧道、地道、
收费站( 以该设施为参照点) ; ③居民小区、企事业

单位、工厂、学校、集市商铺、停车场、公共广场( 以

该设施出入口作为参照点) 。
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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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形，不填

参照点:①事故发生在城市快速路上下匝道和高速

公路出入匝道处，且无桩号可参照;②事故发生在桥

梁、跨线桥、隧道、地道、收费站，且无桩号可参照;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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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场。

选择参照点的原则: 就近原则。以公路路段事

故记录为例，若事故靠近交叉口，则选择交叉口为参

照点，若事故远离交叉口，且有里程碑标志，建议选

择里程碑作为参照点。若事故远离交叉口，且没有

里程桩号标志，但有特殊设施( 如单位、小区出入

口) ，则以标志性设施作为参照点。

3． 3 事故相对参照点方位

确定参照点之后，需确定事故相对参照点的方

位。方位反映事故相对参照点的方向，根据参照点

的特征和分布特征分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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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 东北;

东; 东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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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路牌所指的方位填写事故相对于交叉口的方位

( 北; 东; 南; 西) 。在图 1 所示的方位示意图中，东

北走向的道路，根据路牌指示，事故相对于交叉口方

位填“西”而非“西南”。

图 1 道路路段事故方位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direction record for accident
occurred in road segment

以桩号、里程碑和特殊设施等分布在道路上标

识为参照点，则记录在车流中，事故与参照点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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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事故相对参照点距离

事故相对参照点的距离，建议测量获得。各种

参照点的测量方法如下:

1) 参照点为交叉口，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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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的沿线距离为准; 若事故发生在三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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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事故发生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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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交叉口，则以事故发生位置到环形边界的垂直距

离为准，如图 2 所示。

图 2 交叉口参照点距离示意

Fig． 2 Illustration of distance record for choosing
intersection as referencing point

2) 参照点为桩号 /里程碑，以沿着道路方向事

故发 生 位 置 距 桩 号 /里 程 碑 的 距 离 为 准，如 图 3
所示。

图 3 桩号参照点距离示意

Fig． 3 Illustration of distance record for choosing
stakes as referencing point

3) 参照点为匝道、收费站、小区、门牌等特殊设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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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如

图 4 所示。

图 4 匝道口与收费站参照点距离示意

Fig． 4 Illustration of distance record for choosing
specific facilities as referencing point

事故发生后，交警现场处理时会因为各种原因

而不易获得准确距离。如: ①事故发生的准确位置

无法确定，如: 在城市快速路和隧道里，为保持交通

通畅，按照快速处理流程，车辆和人员已经离开现场

导致事故现场已无法准确还原; ②参照点位置不能

准确确定，如: 以交叉口为参照点，实质参照点为交

叉口中心，而交叉口中心只能估计;③事故距参照点

距离太远，距离需要估测。

3． 5 事故道路侧向

记录事故道路侧向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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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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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为参照点，考虑这些设施的线性特征和走向，填写道

路的侧向 ( 东侧; 西侧; 南侧; 北侧; 内侧; 外侧; 进

城; 出城) ，其中，东侧和西侧用于描述南北走向道

路的侧向，如: 上海市的南北高架、广州市的东濠涌

高架; 南侧和北侧用于描述东西走向道路的侧向，

如: 上海市的延安高架、北京市的京通快速公路; 内

侧和外侧用于描述环线道路的侧向，如: 北京市的三

环、四环和五环，上海市的内环、中环和外环; 进城和

出城则用于描述城市放射道路的侧向，如: 上海市的

京沪高速、北京市的京藏高速。

4 “五要素”记录法实施方案

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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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可选选项和编码，规范记录结果，减少主观填写所

可能产生的失误。根据事故地点类型的分类和“五

要素”记录基本原则，设计出详细表格( 表 3 ) ，交警

依次勾选表格中的选项，可完成事故地点记录工作。
现有交警法律文书［4］对于事故地点描述，要求

必须填入一段文字，为满足现有的文案要求，将以上

关键字按照统一格式合成为: “事故所在道路 + 路

侧 + 参照点 + 相对参照点方位 + 距离”，如: 北京路

北侧人民路西约 100 m，京沪高速出城 12. 500 km
前约 50 m。

其中，“五要素”可能因为具体情况有所缺省，

但不影响合成顺序和语义。主要有以下 2 种情况:

①事故发生在交叉口内部，难以判断路侧，则路侧缺

省，如: 徐家汇路制造局路西南约 10 m;②无参照点

时，仅有事故所在道路这一个要素，其余 4 项均缺

省，如: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
2011 年 3—5 月在上海市交警 8 个支队进行研

究成果的试用调研。现场跟踪 90 起事故地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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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现场填写。经过对 8 个支队的事故地点记录表

格填写调研，事故位置记录表格平均填写时间在

120 s 以内，且 90 起事故均能够按照规范要求记录

下事故的位置，表格设计中的用词易于理解，具有较

好的提示作用，可作为交警的法律文书的附表。

表 3 事故地点记录表

Table 3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 record form

道路类型
1 公路

3 城市道路

2 高速公路

4 城市快速路
5 其他设施

地点类型

1 三枝交叉口

2 四枝交叉口

3 多枝交叉口

4 环形交叉口

5 交叉口影响区

6 道路 /公路路段

1 快速 /高速路段

2 交织区

3 上( 入口) 匝道

4 下( 出口) 匝道

5 立交主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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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 8 单位

9 工厂 10 学校

11 集市、商铺

12 停车场 13 广场

道路名称

路侧 1 进 2 出
3 东侧 4 西侧 5 南侧 6 北侧

7 内侧 8 外侧 9 进城 10 出城

参照点
1 相交道路

2 桩号 3 里程碑

4 特殊设施 5 无

方位
1 东 2 南 3 西 4 北

5 东南 6 西南 7 东北 8 西北
9 前 10 后

距离 m

5 结 论

基于线性参照系的“五要素”记录法可准确、规
范地记录事故地点，满足法律文书和交通安全分析

要求事故地点记录的要求，“五要素”包括事故所在

道路、路侧、参照点、相对参照点方位、距离。由“五

要素”合成的语句“事故所在道路 + 路侧 + 参照点

+ 相对参照点方位 + 距离”能够满足法律文书事故

地点文字表述的需要。为便于交通安全分析的统

计，根据上海的城市路网特点，将道路设施分为 5 类

事故道路类型及 37 类事故地点类型的道路分类方

法，可供国内其他城市改进事故地点记录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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