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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甘肃省乌鞘岭路段高速公路发生的一般、重大、特
大公路交通事故个例和同期乌鞘岭气象站的气象观测资料，利用统计方法分析天气现象和气象要素
与公路交通事故的关系。乌鞘岭路段的交通事故一年中３月、７月、９月发生的几率较大，这与季节交
替时气象要素变化显著、雨带北移、降水日数增多有直接关系。乌鞘岭路段公路交通事故，由不良气
象条件引发的占总事故数的８１％。发生交通事故中不良天气的排序依次为结冰、降雨、降雪、积雪、
大雾。普查气象要素与交通事故相关性，发现最低温度、地面最低温度、相对湿度、能见度、日降水量、
极大风速与公路交通事故具有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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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据统计，全国各种安全事故中除了矿业事故外，

交通事故位居第二位，而且大有增长趋势。近年来，
平均每年全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１０余万
人，其中约７０％与天气有关［１］。特别是在全球气候
变暖导致极端气象灾害频次增加、强度增大的大背
景下，低能见度、暴雨、道面结冰、积雪、高温、大风等
灾害性天气已经成为威胁高速公路安全运营的最大
非人为因素。在不良天气条件下，由于能见度低、路
面行车条件和车辆技术状况等发生极大变化，诱发
驾驶员失误，促使交通事故高发。高速公路上车速
快、车流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其严重性比普通公路
更大，死亡率更高，加之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给交
通事故救援带来极大困难，进一步加大了交通事故
的损失和影响［２］。周尔波等［３］运用事故致因分析
理论对高速公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交通事故进行
了事故致因分析；郑安文［４］运用系统论的观点，从
人、车辆、道路环境、交通管理等方面对与道路交通
安全相关的诱发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灾害性

天气条件下完善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的措施和方法。
公路环境气象指数预报的研究刚刚起步，田小毅
等［５ － ７］研究了高速公路低能见度浓雾的预报方法，
罗慧等［８］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建立公路交通事故
的预警模型。目前具体分析气象条件与公路交通事
故发生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贺芳芳等［９］研究了上海
地区不良天气条件与交通事故的关系，潘娅英等［１０］

研究了丽江地区不良天气条件与交通事故的关系，
均发现不利气象条件是影响公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因
素之一。由于各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差异，交通事故
发生的气象影响因子也不同，研究不同气候条件下
影响公路交通安全的气象条件，对建立公路交通气
象监测网和制作交通气象安全预报，降低公路交通
事故的发生率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乌鞘岭高速公路是国道主干线系统中“五纵七
横”的重要组成路段，也是甘肃省公路网干线系统
中“四纵四横”的主要路段，是河西走廊地区与兰州
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纽带［１１］。乌鞘岭地区
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



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天气气候复杂
多变，局地强对流降水、大雾、大风、积雪和道面结冰
等不利天气发生的频率非常高，对公路交通造成很
大威胁，不少公路交通事故就出现在恶劣的气象条
件下。如２００８年９月９日乌鞘岭出现雨夹雪、大雾
和积雪天气，降雪量９． １ ｍｍ、地面最低温度０． １ ℃，
由于路面湿滑、能见度差，造成４人死亡、１人受伤
的特大公路交通事故；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乌鞘岭出
现降雪，降雪量７． ８ ｍｍ，１８日出现结冰和积雪现
象，地面最低温度－ １． ３ ℃，由于道路出现严重积雪
和结冰，造成５人死亡的特大公路交通事故。因此
开展不利气象条件对于公路安全影响以及对策研
究，对提高公路交通的安全保障水平、保护公众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甘肃省山地和
高原占总面积的７０％以上，高海拔是甘肃省高速交
通的主要特点之一。研究乌鞘岭高速公路气象条件
和交通事故之间相关关系不仅可以指导乌鞘岭高速
的安全运行，对其它多条交通线路也存在非常重要
的参考价值。
１　 资料和公路交通事故标准

乌鞘岭地区高速公路起点位于兰州市永登县徐
家磨村，平均海拔２ ０００ ｍ以上，接树（屏）徐（家
磨）段高速公路的终点，沿途经永登、天祝和古浪３
县，终止于古（浪）永（昌）段高速公路的起点。总体
走向由东南向西北展布，公路全长１４９． ４７ ｋｍ。选
取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甘肃省乌
鞘岭路段高速公路发生的一般、重大、特大公路交通
事故个例和同期乌鞘岭气象站的气象观测资料，利
用统计方法分析天气现象和气象要素与公路交通事
故的关系。季节划分３ ～ ５月为春季、６ ～ ８月为夏
季、９ ～ １０月为秋季、１１月至次年２月为冬季。

根据公安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日颁布的《关于修
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把道路交
通事故分成４类［１２］：（１）轻微事故。一次造成轻伤
１ ～ ２人，或者财产损失机动车事故不足１ ０００元，非
机动车事故不足２００元；（２）一般事故。一次造成
重伤１ ～ ２人，或者轻伤３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不
足３万元；（３）重大事故。一次造成死亡１ ～ ２人，
或者重伤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或者财产损失３万元
以上不足６万元；（４）特大事故。一次造成死亡３
人以上，或者重伤１１人以上，或者死亡１人，同时重
伤８人以上，或者死亡２人，同时重伤５人以上，或
者财产损失６万元以上。乌鞘岭高速公路路段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共出现一般以

上事故８４起。其中，特大事故４起，占总样本数的
５％；重大事故３４起，占总样本数的４０％；一般事故
４６起，占总样本数的５５％。
２　 乌鞘岭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分析

分析近８ ａ乌鞘岭路段交通事故出现的季节分
布（图１），发现一年四季发生的交通事故百分比相
差不是很大，夏春季略多于秋冬季。其中春季占
２６． ２％，夏季占２７． ４％，秋季占２２． ６％，冬季占２３．
８％，夏季是交通事故发生最多的季节，其次是春季，
秋季则为交通事故发生最少的季节。交通事故下半
年多于上半年。一年中交通事故的多发月为３月、５
月、７月、９月，分别占总事故数的１３． １％、９． ５％、
１３． １％、１６． ７％。３月为冬季转为春季的过渡季节，
５月为春季转为夏季的过渡季节，９月为夏季转为秋
季的过渡季节，７月则是季风雨带北移，乌鞘岭地区
降水和大雾天气最多的月份。由此可以看出，乌鞘
岭路段交通事故与气候的季节交替、不利天气影响
密切相关。

图１　 乌鞘岭路段交通事故月际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Ｗｕｓｈａｏｌｉｎｇ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３　 交通事故与天气现象的相关分析
３． １　 乌鞘岭路段公路交通事故与天气现象分析

分析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乌
鞘岭路段交通事故资料，共发生一般以上级别交通
事故８４起，发生在不良气象条件下的交通事故６８
起，占交通事故的８１％。恶劣天气出现时，往往是
多种天气现象同时出现，有时无法区分哪种天气对
交通事故的影响占主导作用。因此，在统计发生交
通事故时的天气现象时，对一次交通事故中出现的
不同天气现象分别统计。其中出现结冰现象时发生
公路交通事故为最多，共３８起，占发生交通事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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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天气现象总数的２４． ８％；其次为降雪、降雨、积
雪，分别为２８、２８、２７起，占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７．
６％；雾天发生公路交通事故１５起，占９． ８％；晴天
发生交通事故１６起，仅占１０． ８％。由此可见，交通
事故的发生与天气条件密切相关。

进一步分析不同级别交通事故中各类天气现象
的出现次数（表１），发现特大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不
良天气条件中，主要发生的不良天气为降雪、积雪、
结冰和大雾。８０％的重大交通事故、９４％的一般交
通事故发生在不良天气条件中。

表１　 乌鞘岭各类天气下各等级事故出现次数统计
Ｔａｂ．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ｕｓｈａｏｌｉｎｇ ｈｉｇｈｗａｙ

降雪 降雨 积雪 大雾 结冰 冰雹 晴天
一般事故 １７ １８ １６ １０ ２２ １ ５

重大事故 ８ １０ ８ ４ １３ ０ １１

特大事故 ３ ０ ３ １ ３ ０ ０

各类天气事故总和 ２８ ２８ ２７ １５ ３８ １ １６

各类天气事故所占／ ％ １８． ３ １８． ３ １７． ６ ９． ８ ２４． ８ ０． ７ １０． ５

３． ２　 不利天气条件对交通的影响机理
不利气象因素对交通安全的直接影响主要有２

点：（１）对驾驶员心理生理的不良影响。在不利气
象因素条件下行车，驾驶员心理上会产生很大的压
力，甚至产生一种恐慌感，精神高度集中。驾驶员精
神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疲劳和最终注意力分散，对外
界的综合判断能力下降，一般只能做出模糊的简单
判断，对大小和程度的判断不准确。当情况紧急时，
特别是一些驾龄较短的驾驶员往往会冲动甚至不加
思考就进行判断，动作容易过大和不协调，有时不知
所措，加剧了行车的危险性；（２）对能见度以及行车
附着系数等道路行车条件的影响。能见度影响驾驶
员的视力和车辆的最低限速，是确定行车速度、保证
安全行驶的重要因素之一。路面的抗滑性能对道路
交通安全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路表在湿润状
态下抗滑性能降低，当路表与轮胎之间形成水膜时，
其抗滑性能更低。有积雪时，冰雪覆盖下的路面抗
滑性能不再由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摩擦特性决定，而
完全取决于积冰和积雪的特性。通常冰雪路面的抗
滑性能极差，是交通事故多发的主要诱因。雪、雨、
雾、路面结冰等不利气象因素对公路交通安全的影
响主要是导致能见度降低和路面冻结、湿润造成路
面附着系数降低。
３． ２． １　 雪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乌鞘岭路段交通事故发生最多的天气为雪天
（雪天包括降雪、积雪、结冰，其中积雪、结冰为降雪
的次生天气），占发生交通事故时伴随天气现象总
数的６０． ８％。其中出现交通事故中有２８起伴有降
雪、２７起伴有积雪、３８起伴有结冰。如２００８年９月

９日乌鞘岭出现雨夹雪、大雾、积雪和结冰天气，降
雪量９． １ ｍｍ、地面最低温度０． １ ℃，道路湿滑、能见
度恶劣，出现４死、１伤的特大交通事故；２０１０年５
月１７日乌鞘岭出现雨夹雪，降雪量７． ８ ｍｍ，１８日
乌鞘岭路段出现严重积雪和道路结冰现象、地面最
低温度－ １． ６ ℃，道路湿滑，出现４人死亡的特大交
通事故。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乌鞘岭出现微量降雪
和－ １３． ８ ℃的低温天气，降雪时能见度和温度的骤
降，出现４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
日乌鞘岭出现微量降雪和－ １８． １ ℃的低温天气，降
雪时能见度和温度的骤降，出现４人死亡的特大交
通事故。近８ ａ中发生的４起特大事故均发生在雪
天中。

（１）雪天对能见度的影响
降雪时飞舞的雪花阻碍视线，导致能见度降低。

小雪时，能见度将降至１ ０００ ｍ以外；中雪时，能见
度将降至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之间；大雪时，能见度将降
至５００ ｍ以内。此外，雪后晴天时，由于积雪对阳光
的强烈反射作用，产生眩光，也会使视力下降。如果
下雪时伴随有大风会造成风吹雪。风吹雪发生时会
使能见度变差、视距变短甚至产生视程障碍，视距可
从１００ ｍ以上的状态，在数秒间变成无视距的白色
世界，易造成驾驶人员判断失误，对车辆的运行来说
非常危险。能见度变差不仅对运行车辆影响很大，
而且对高速运行的除雪机械、道路现场作业等影响
同样很大，使其运转操作效率降低，带来安全隐患。
吹雪和积雪还将形成白色单调的行车环境，不利于
驾驶员安全。

（２）雪对附着系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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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行驶在松软的雪路面上时，阻碍车轮相
对路面打滑的主要是车轮与路面的摩擦作用，其次
是被压挤变形的突起部分嵌入轮胎花纹凹部所产生
的抗滑作用。车轮打滑现象只有在克服了轮胎与路
面的摩擦，并且嵌入轮胎凹部中的路面突起部分受
到纵向剪切而断裂时才发生，雪的抗剪切强度很低，
被剪切面的雪又把车轮凹部填满，车轮胎表面与雪
之间的摩擦更小，故附着系数也小，车轮就易打滑。

（３）冰的影响机理
冰对公路交通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对附着系数的

影响。路面结起冰层，使汽车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
数减小，附着力大大降低，使车辆行驶稳定性与车辆
的制动性、驱动性极差。在所有不利气象因素中，路
面结冰是使路面摩擦系数降低最明显的。在冰雪天
气条件下，路面附着系数仅为正常干燥路面附着系
数的１ ／ ８ ～ １ ／ ４。车速越高，路面附着系数越小。据
英国的气候条件与交通事故资料统计，降雪时高速
公路事故发生率是干燥路面的５倍，结冰时事故发
生率是干燥路面的８倍［１］。
３． ２． ２　 雨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乌鞘岭路段交通事故发生次多的天气为雨天，
占发生交通事故时伴随天气现象总数的１８． ３％。
出现交通事故中有２８起伴有降雨。如２００６年５月
４日乌鞘岭降雨量０． １ ｍｍ，出现了１死、１伤的重大
交通事故；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乌鞘岭降雨量０． ７ ｍｍ，
出现了２死、３伤的重大交通事故；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
乌鞘岭降雨量０． ８ ｍｍ，出现了１人死亡的重大交通
事故。经分析发现，雨天中公路交通事故均出现在
小雨（０ ～ ９． ９ ｍｍ）中，雨量大时出现严重交通事故
较少。如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５日、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乌鞘
岭日降雨量分别为３４． ５ ｍｍ、４６． ２ ｍｍ，出现一般事
故；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８日乌鞘岭日降雨量４５． ２ ｍｍ未
出现交通事故。降雨大时，车速较慢，驾驶员一般注
意力较集中，减少了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与
贺芳芳等分析的在雨量达到一定量级之前，交通事
故随着雨量的增大而增多；达到峰值后随着雨量的
增大，交通事故反而有所下降是一致的［９］。

（１）降雨对能见度的影响
降雨对能见度的影响，主要是导致能见度的下

降、标志标线的可视性和可读性降低。由于降雨的
作用，高速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会形成水雾，造成道
路上能见度下降，降雨强度越大，能见度越小。夜间
下雨雨滴还使车辆照射光线发生散射，影响驾驶员
对前方路线转向、路面状况等的判断。

（２）降雨对附着系数影响

降雨导致道路表面覆盖一层水膜，车辆在道路
上行驶，由于水膜的润滑作用，轮胎与路面的附着系
数显著降低。另外，由于纵坡的原因使道路表面的
排水径流长度增大，如果路表光滑，那么路表面在降
雨作用下形成水膜，使得轮胎产生水漂，使汽车无法
控制行驶方向。
３． ２． ３　 雾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乌鞘岭路段出现交通事故中有１５起伴有大雾
天气，占发生交通事故时伴随天气现象总数的９．
８％。发生交通事故时伴随天气现象总事故数的
８％。出现交通事故中有７起伴有大雾、１９起伴有
轻雾。如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３日乌鞘岭出现大雾和微量
降水，地面最低温度２． ２ ℃，因能见度恶劣和道路湿
滑，出现了３死、１伤的重大交通事故；２０１０年５月
８日乌鞘岭出现大雾和降雪，降雪量２． １ ｍｍ，地面
最低温度－ ０． ６ ℃，恶劣能见度和路面湿滑，出现了
１死、４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１）雾对能见度的影响
雾天能见度下降，妨碍驾驶员的视觉。特别是

浓雾天气，驾驶员的视力下降更多，影响驾驶员的观
察和判断力，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雾对能见度的
影响包括以下２个方面：一是雾对光的衰减；二是目
标物与背景亮度对比的减弱。驾驶员识别前方目标
物是从该目标物的亮度与其背景亮度的对比分辨出
来的。相对亮度对比是描述人类识别视觉信号的重
要物理量，人的大脑通过它来获得诸如物体的轮廓、
构造及距离等信息。在雾天，光线被雾滴粒子散射，
模糊了这种目标与背景的差异和亮度对比，削弱了
引导驾驶员安全行车所必需的视觉信息。

（２）雾对附着系数影响
雾水与积灰、尘土混合，导致轮胎与路面的附着

系数减小，特别是北方冬季时，冰雾会在高速公路路
面形成一层薄冰，轮胎与路面的附着系数下降更为
明显。
４　 交通事故与气象要素相关分析
４． １　 交通事故与气象要素相关性计算

对乌鞘岭路段日交通事故数建立序列，将交通
事故资料分有、无２级，对气象要素和交通事故进行
０，１标准化处理。气象要素划分０，１化资料的分割
值使用线性判别公式计算：

Ｃｖ１ ＝ （ｘ１ × δ２ ＋ ｘ２ × δ１）／（δ１ ＋ δ２） （１）
式中ｘ１和δ１是出现公路交通事故（ｙ ＝ １）时，所对
应那一组气象要素资料的平均值和标准差；ｘ２和δ２
是未出现交通事故（ｙ ＝ ０）时，所对应那一组气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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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资料的平均值和标准差［１３］。如果ｘ１ ＞ ｘ２，ｘｉ≥
Ｃｖ１，标准化后的ｘｉｉ ＝ １；ｘｉ ＜ Ｃｖ１，标准化后的ｘｉｉ ＝
０；如果ｘ１ ＜ ｘ２，ｘｉ ＞ Ｃｖ１，标准化后的ｘｉｉ ＝ ０；ｘｉ≤
Ｃｖ１，标准化后的ｘｉｉ ＝ １。

利用相关系数计算公式，计算日事故次数与各
气象要素间的相关系数ｒ，采用ｔ检验法对其显著性

进行检验，给定信度α ＝ ０． ０５时，ｔα ＝ １． ９６，当ｔ ＞ ｔα
时表示２组变量之间线性相关显著。经普查气象要
素，发现具有显著相关的气象要素有最低温度、地面
最低温度、相对湿度、极大风速、日雨量、能见度（表
２）。其中公路交通事故的出现与能见度为负相关，
其余为正相关。

表２　 交通事故与气象要素的相关性
Ｔａｂ．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气象要素 相关性 Ｔ值 气象要素 相关性 Ｔ值
最高温度 ０． ０２０ １． ０１ ★地面最低温度 ０． ０４８ ２． ５１

★最低温度 ０． ０４５ ２． ４８ 地面最高温度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５

平均温度 ０． ０２４ １． ２３ 平均地面温度 ０． ０２４ １． ２４８

★相对湿度 ０． ０５２ ２． ６５ 最高气压 ０． ００８ ０． ４３

最大风速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８ 最低气压 － ０． ００７ － ０． ３４

★极大风速 ０． ０４０ ２． ０３ 气压日较差 － ０． ００５ － ０． ２４

★日降水量 ０． ０７２ ４． ３６ ★能见度 － ０． ０３９ － １． ９９

注：加★的为通过α ＝ ０． ０５的信度检验的气象要素

４． ２　 影响公路交通的不利气象要素
（１）温度
乌鞘岭路段因处在高寒山区，高温对交通影响

较小。最低温度和地面最低温度均与公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呈正相关。乌鞘岭路段出现的交通事故中，
３４起地面最低温度在± ３ ℃范围内、有２６起最低温
度≤ － １０ ℃。

最容易发生事故的温度应在０ ℃附近，这时路
面结薄冰，车辆容易打滑易发生事故；另外，连续低
温使驾驶员手脚反应迟钝，车不易发动，易灭火，易
诱发恶性交通事故。

（２）湿度
乌鞘岭路段交通事故与相对湿度呈显著正相

关。说明空气越潮湿，路面越湿滑，路表在湿润状态
下抗滑性能降低，当路表与轮胎之间形成水膜时，其
抗滑性能更低，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３）大风
乌鞘岭是大风多发地区，出现的交通事故中，有

７５起伴有极大风速≥６级大风。风力和风向对公路
交通都有影响。一是当车辆过高时，横向侧面风的
风速达到５级以上时，易发生自身翻车事故；二是大
风极易携带地面的沙尘，造成极低能见度，发生交通
事故；三是突发性的雷雨大风，容易造成司机心里恐
慌，从而错误操作，带来交通事故。

（４）降水
乌鞘岭路段降水量与公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呈正

相关，且相关系数值最大。降水量对公路交通的影

响有３个方面：一是降雨强度大时影响视程，因能见
度低容易发生车辆相撞、追尾事故；二是下雨天地面
滑，使刹车有效距离变长，易发生交通事故；三是下
雨后，有些货物受潮后，改变车辆重心，易发生翻车
事故。

（５）低能见度
乌鞘岭路段能见度与公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呈负

相关。能见度越差，出现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越大。
大雾、降雪、降雨、大风、沙尘、吹雪等原因引起低能
见度对公路交通的影响最大，能见度低于１００ ｍ时，
容易发生车辆相撞、追尾等恶性交通事故。
５　 针对不利气象因素的应对措施［３］

（１）重视不利天气对运输的影响。出行前和出
行中都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遇有不利天气事件
发生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２）合理规划建设公路气象站，搭建气象信息
管理和服务系统。针对不利气象条件对交通安全的
影响，道路管理部门可以在道路的关键控制节点合
理规划布设满足公路监测需求的气象站，搭建气象
信息管理和服务系统，通过对气象站采集数据的整
合与处理，及时实施有针对性的交通管理措施，提高
道路在不利气象条件下的安全水平，同时通过向驾
驶员发布不利气象条件的实时及预报信息，可以让
驾驶员了解情况，提前预警，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

（３）针对特殊地段进行工程改造。对受不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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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条件影响比较严重的地点或路段进行如加强道路
的排水能力设计、改善路面摩擦系数、设置交通安全
设施等工程改造，降低不利气象条件道路行车安全
的影响。

（４）建立不利气象条件下的交通应急预案库及
决策系统，提高应急救援水平。建立公路交通不利
气象条件的应急管理体系，理顺以应急预案、特别领
导小组、紧急救援、社会救助方案等为主的不利气象
紧急事件管理流程，提高不利气象条件下紧急事件
发生时的管理效率和救援水平。
６　 小　 结

乌鞘岭路段的交通事故夏季最多、春季次之，秋
季最少；一年中３月、７月、９月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较大，这与季节交替气象要素变化显著、雨带北移降
水日数增多有直接关系。

近８ ａ中乌鞘岭路段公路８４起交通事故，有６８
起伴有不良气象条件，占总事故数的８１％。发生交
通事故伴随的不良天气出现次数依次为：结冰、降
雪、降雨、积雪、大雾。由此可见，交通事故的发生与
天气条件密切相关。

乌鞘岭特大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不良气象条件
下，其中尤以降雪、积雪、结冰、大雾天气易发生特大
交通事故。这是因为雪天、大雾天气，能见度差，道
路积雪和结冰降低了路面摩擦系数，加上乌鞘岭坡
大路险，增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普查气象要素与交通事故相关性，发现最低温

度、地面最低温度、相对湿度、能见度、日降水量、极
大风速与公路交通事故具有显著相关。能见度为负
相关，其余为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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