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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酒是一种重要的载体，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酒扮

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虽然酒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的

精神、物质和社会交往生活的需要，但是其负面的影响

也是相当大的。酒后驾车不仅严重威胁着交通的安全，

并且还会给人们本身造成恶劣的影响和负担。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酒驾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酒后驾车交通肇

事人员血液浓度在 50mg/100mL 的时候，交通事故的发

生危险性就会呈现接近 2 倍的增加状况，摄取的酒精含

量越高，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就越高。

近年来，人们在判断酒后驾车行为的时候，最常用

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对驾驶员进行血液检测。根据有关酒

后驾驶交通肇事人员的研究表明，人体血液中的乙醇浓

度旦超过某个限制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并且乙醇

在人体的血液中浓度越高，不良影响就越明显，如驾驶

员的各项能力大大降低，包括驾驶能力。因此，本文用

250 例的交通事故案例作具体的定量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某地区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收集的 250

例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的血液样品，对所有的样本进

行抗凝密封，放在冰箱中保存。

1.2 检测方法

要想进行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的

定量分析，就要选择一定的方法，如气相色谱法，充分

考虑了乙醇本身的易挥发特性。检测方法要使用的仪器

也是重要的内容，要选择科学的仪器和色谱条件。通常

来说，都是选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确定好相应的色谱

条件，如 200℃检测器温度。

1.3 统计学处理

采取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涉及

的统计学方法为 x2 检验，以 α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BAC）

构成状况

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主要包括货车司机、汽车司

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以及相关的乘客。在进行检验的 250

例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样本中，有 40.00% 的交通 

肇事人员的 BAC ＜ 20mg/100mL，有 8.46% 的交通肇事人 

员的 BAC 在 20-80mg/100mL，有 43.20% 的交通肇事人员 

的 BAC ＞ 80mg/100mL。在这些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

中未饮酒的多是车内的乘客，有 46.63% 的交通肇事人

员的 BAC ＞ 20mg/100mL，这类人群是交通事故中多发

的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酒后驾车交通肇事 
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人员构成比

BAC mg/100mL 总数 构成比（%）

＜ 20 100 40.00%

20-80 44 8.46%

＞ 80 106 43.20%

合计 2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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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区和郊区、高速公路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

中乙醇浓度比较

在 250 例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样品中，城区

和郊区、高速公路的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

浓度构成比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即 x2=44.56，P ＜ 

0.01。城区和郊区、高速公路路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 

血液中乙醇浓度＜ 20mg/100mL 组和酒后驾车交通肇事 

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 20mg/100mL 组之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即 x2=43.24，P ＜ 0.01。对于城区和郊区、高 

速公路路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 20- 

80mg/100mL 组和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 

＞ 80mg/100mL 组之间的差异则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

义。根据有关的数据和计算可知，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

员血液中乙醇浓度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城区、郊区和高速公路的 
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相关性分析

BACmg/100mL ＜ 20 20-80 ＞ 80 合计 x2

城区 39 31 32 99

44.56

郊区 47 35 98 112

高速公路 3 6 30 39

合计 89 69 158 250

3 讨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交通事故的调查表明，在交

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中，酒后驾车带来的事故数量相当高，

可以说占到了交通事故发生总量的一半以上。根据对我

国的事故情况调查可知，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相当高，

其中酒后驾驶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酒后驾驶的后果相

当严重，不仅仅会造成身体上的伤残，还可能会给自己

的精神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承担一些必要

的费用。酒后驾驶的总体危害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无疑

是交通事故中的头号“杀手”。

对于乙醇来说，这种物质本身就会对人体的各个器

官产生一定的影响，严重时能危害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人的运动功能不正常，防御性的反射能力被削弱，

使人们的正常活动减缓，每个动作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和

协调性。同时，乙醇还能够损害人的视力（使视网膜和

视皮质的整个视通路受到损害），导致眼球的运动速度

大大降低，将人们的快速扫描功能持续时间延伸。根据

我国的有关研究和调查的结果表明，酒后驾车交通肇事

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那么视功能的简

单反应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会大大降低数字筛选能力指

数。并且驾驶员的血液中超过一定的范围和标准之后，

那么明显下降的能力指标包括心算、视觉保留和线条的

判断。

当驾驶员饮酒后，受到乙醇的影响，大脑会处于比

较兴奋的状态，会导致视觉和触觉能力大大降低，影响

驾驶员对路况、交通状况、信号灯和地面标线等的判断，

可能会出现模糊和重影的现象，大大降低了驾驶员的驾

驶能力，交通危险程度就会上升。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城区和郊区、高速公路的

酒后驾车交通肇事人员血液中乙醇浓度构成比差异有明

显的统计学意义。我国已经加大了对酒后驾驶的整治和

管理，但是仍然有部分人明知其危险性，却依然我行我

素。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人们的法制观念和安全交

通意识不够强，容易自我放纵，忽视相关的交通宣传等 

。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比较，表明我国应当增加对

酒后驾车行为的宣传教育工作，相关人员要加大对这酒

驾的查处行为和力度，切实维护好交通秩序和相关规范。

不同区域的不同车辆驾驶员在车辆的使用状况和驾驶的

车辆也有明显的差异，在具体的车辆行驶过程中，对于

人们来说这种差异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总而言之，

我国在机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应当将对车辆的

合法行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最大限度的遏制交通事故

的发生，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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