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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的学生，都是理论实践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才，具有先

进的管理理念，标准熟练的操作技术，可以对乡村旅游发

展进行修缮，扩大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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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道路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其安全即

受系统内部因素的制约，又受系统外部环境的干扰，并与

人、车辆及道路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在分析道路交

通事故的各个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

模型)，构建道路交通突发事件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相互

影响的内在机制和逻辑结构。较深入地剖析道路交通事故

的结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探寻影

响道路交通事故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次级因素以及根源因

素，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处理提供客观的依据。

1、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要素分析

道路交通系统由人、车、环境、交通管理、交通法规

和信息构成，人是主体，车是载体，环境是基础，交通管

理是必要的控制要素。对人、车、环境和交通管理进行分

析，可以了解与道路交通安全联系紧密的成分。

人在交通行为活动中起主导地位，人的行为对道路

交通系统的安全直接造成影响。根据2014年交通事故四

项指数的统计，人为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占事故总数的

96.48%，由此可见，由认为因素引起的交通事故几乎占全

部。根据2014年事故次数的四项指数分析可知，在由人引

起的交通事故中，64.7%是由司机的违规、违法驾驶引起

的，可见驾驶人员违规操作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巨大影响。

车作为交通系统中的载体，其安全性对交通安全有着

直接的影响。汽车安全性分为被动安全性和主动安全性。

汽车被动安全性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汽车本身减轻人员

伤亡和货物受损的性能，分为外部被动安全性和内部被动

安全性。汽车主动安全性是指汽车本身防止或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汽车的制动性、行驶稳定

性、操纵性和动力性。

车辆是在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和天气条件等组成的硬

环境以及由交通管理措施组成的软环境中运行的，由软环

境和硬环境组成的交通环境对交通安全有明显的影响。不

合理的道路设计，恶劣的天气条件等都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的发生。

交通管理在交通系统中属于必要的控制的要素，交通

法规是否健全，硬设施是否能跟上，应急措施是否恰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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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针对影响交通事故发生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构建了道路交通事故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分析了

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和相互作用关系，并基于所建立的层次结构图，根据我国交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如何减少事故发生的

有效措施和交通系统更加安全的运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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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道路交通安全有着明显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构建道路交通安全影响因素的指标，如

表1所示。

    表1 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的指标

2、解释结构模型的建立

2.1 模型建立的基本步骤

（1）根据提出的问题，确定构成系统的要素集合S，
并将各要素编号，列出要素明细表，记作：

 

由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分析，找出各要素之间的直接关

系，且引入如下关系式：

   

（2）根据要素关系建立邻接矩阵M，从而求得其可达
矩阵T，表示为：

   

式中：n为邻接矩阵M的阶数，I为单位矩阵。
（3）对可达矩阵T进行分解，得到：R(si)——包含si 

可能到达的要素的集合；A(si)——包含一切有关系的要素

可以达到si的子集合。最后通过计算R(si)和A(si)的交集，

确定上层要素和下层要素，画出系统的层次结构图。

2.2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分别用S1，S2，S3，S4，S5，S6，S7，S8，S9表示设施条

件、人为因素、自然环境、道路基础条件、交通流状况、

应急机制、法规状况、车况、管理措施。根据因素之间的

相互关系，可得该系统的邻接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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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布尔运算规则，利用MATLAB编程可求得其可达矩

阵为：

 根据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的定义，利用MATLAB编程可

得R(si)，A(si)，R(si)A(si)，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初始计算结果

由此可确定其上层元素集合为S=｛S1，S2，S3，S4，

S5，S6，S7，S8，S9｝去掉该上层元素，重复该计算过程，
第二次计算结果的上层元素集合为｛S3，S6｝。根据两次计
算结果可确定各层元素的分布，如表3所示。

                表3 各级元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结果，将原来的集合S=｛S1，S2，

S3，S4，S5，S6，S7，S8，S9｝按其层次重新排列，调整后的
可达矩阵为：

由此矩阵可知，S1和S2，S3和S6相互连通。根据其可达

矩阵和上述分析，可得出其层次结构图，如图3所示：

 

             图1 层次结构图

2.3 模型的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的计算和推导可以看出，这九个要素可以

分为三层。第一层为设施条件、人为因素、交通流状况、

法规状况、车况、管理措施；第二层为自然环境、应急机

制；第三层为道路的基础条件。从该模型可以看出，道路

交通事故主要是由人为因素、管理手段和措施不足而引起

的；其次是由自然环境和应急机制不足；而道路线形的设

计不合理也会引起交通事故。因此在分析交通事故的诱因

时，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抓住主要影响因素，

同时也要兼顾次要因素对其交通事故发生的影响。

3、基于该模型的保证道路安全的建议

对于驾驶员，应该时刻铭记道路交通规范，遵守交通

规则。当遇到急弯、大雨、冰雪天气等不利于驾驶的情况

时，减速行驶；如遇汽车出现故障，应将汽车停于路边紧

急停车道内，并设置警告标志；做到不超速，不超员，不

超限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饮酒驾驶等。对于车辆，要定

期对车辆进行检查维修以满足其安全性。对于道路设施设

计，在交叉路口应设置交通信号灯；在道路弯道设置凸面

镜；在一些道路应设置中央分隔带。对于交通管理，交通

管理部门应加强对道路和车辆行车管理，及时更新交通信

息，时刻关注道路交通情况。

4、结语

本文通过基于ISM模型的交通事故影响分析，了解了引

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的主要因素，由此提出了合理的改进措

施。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只有权衡好由人、车、路、交通

环境组成的动态交通系统之间的关系，做到相互协调，才

能构建一个安全、舒适、快捷的驾驶环境，从而降低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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