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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LAP的道路交通事故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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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数据挖掘相关基础进行数据库搭建，选取2002—2016年数据进行OLAP分析，通过数据切片及

数据向下钻取，将二维数据转换成三维数据进行深度剖析，结果显示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机动车超速

行驶及逆向行驶中，其中驾驶人行为尤为突出。在Eviews软件中对数据进行预测分析发现道路交通事故存在非线性关

系，并且预测了未来三年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及伤亡数量，数据显示出道路交通事故呈逐年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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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Based on O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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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database by means of related data mining,and selects the data from 2002 to 2016 for 
OLAP analysis.Through data slicing and data drilling down,the two-dimensional data are converted into three-dimensional 
data for further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omestic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re mainly 
speeding and reverse driving of motor vehicles,especially the behaviors of drivers.The data analysis in Eviews shows that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dictions and road traffic accidents.The data of accidents and casualties in the 
next 3 years is predicted which shows a declining trend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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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汽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交通工具，目前汽车总量已经达到2017年中国大概有

2.45亿辆，随着汽车与交通运输给我带了便捷的同时，也带

来了事故频发的交通事故。早在1994年瑞典推出了交通“零

伤亡愿景”计划，力争在2020年前实现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

和零重伤率[1]。国外的许多学者运用线性回归、Logistic回

归、神经网络等手段分析交通事故严重程度与人的特性、车

辆速度、道路条件和交通环境之间的关联性[2]。

本文通过数据挖掘基本理论[3]，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数据

库[4,5]，通过OLAP(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联机分析

处理)及经济计量视图软件Eviews,对2002—2016年交通事故

数据进行抽取分析，切块与切片等数据处理，试图通过交通

事故数量及类型分析[6]，来揭示对道路交通事故影响的主要因

素，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最终进行道路交通事

故预测及分析[7,8]，试图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来预测交通事故未

来的走向。

2   道路交通事故分析系统构建(System construction)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交通事故”相关内容分

别对全国各要省及直辖市从2002—2016年道路交通事故数

据进行收集与整理，并建立了交通事故基本数据库(Traffic 

Accident),其内容主要涉及内容包含地区表及交通事故分类

表，地区表包含32个省及直辖市的交通事故总发生数、总死

亡人数、总直接财产损失，如图1所示。类表是全国数据汇总

数据包括事故总数、特大事故、重大事故、机动车、非机动

车，以及行人等导致的交通事故总和，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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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raffic accident数据库交通事故细分图

Fig.1 Detailed data in traffic accident database

 

图2 traffic accident数据库全国数据汇总分类

Fig.2 National data summary in traffic accident database

本文根据Traffic Accident数据库所建立的基本数据模

型，分别建立表之间的关系试图，将全国各地区所发生的道

路交通事故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将其中交通事故较高的地

区的具体数据引入SPSS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分析，如图3所示。

从图3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频

率在逐渐减少，只有个别地区故数量在上下波动，但大致呈

现出递减趋势，且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不发达地区，死亡人数

也更多，北京地区受到严格的交通法规及政策的影响，交通

事故发生率相对较低。

 

图3 主要城市交通事故分析比对结果图

Fig.3 Comparison results of traffic accident analysis

         in major cities

3  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分析(Analysi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 data)

我们通过OLAP对所获得、加工后的数据进行切片和钻

取，对交通事故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构建，从中得到

影响交通且造成交通事故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行人和乘客

的因素、环境因素、驾驶人及车辆因素等。其中主要是驾驶

人的因素最为直接。通过对驾驶人因素进行切块与切片分

析，影响原因包含了超速、酒后驾驶、违法变道、不安规定

路线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违法占道、占用公交专用道、

无证驾驶、毒驾等多种因素，我们将选取一些典型的因素进

行三维数组分析。如图4所示。

 

图4 2014—2016年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类别

Fig.4 2014—2016 traffic accidents caused by motor vehicles

在进行分析处理上我们首先对驾驶人数据进行了二位数

组的采集，在建立的二位表的基础上向下进行钻取数据，通

过在多层数据中来进行更详细的数据分析，最终得到以车类

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时间(2014—2016)、事故具体因素为

三维数组图。如图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超速行驶与违法逆

行造成的交通事故较多，监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   

 

图5 驾驶者因素的三维切块

Fig.5 Three dimensional module of the driver's factors

在行人及乘客因素中通过切片可以看出行人主要是由于

违反交通信号和其他影响安全的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环

境因素中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是道路总体路况，气候环

境及行人为按信号灯过马路和道路信号灯故障等。

4   道路交通事故预测分析(Prediction  analysis)
由于道路交通事故数量随时间变化是非线性相关的，我

们将数据引入Eviews中，对给定区间的交通事故数据进行非

线性测量，预测2018—2020年道路交通事故结果如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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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1 2018—2020全国交通事故因素预测表

Tab.1 2018—2020 national traffic accident factor forecast

预测 机动车事故数 非机动车事故数 行人和乘客事故数

2018年 131562 9637 1564

2019年 117326 8766 1148

2020年 101424 8562 1004

表2 2018—2020全国道路交通事故预测表

Tab.2 2018—2020 traffic accident prediction table

预测 事故数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损失折款(万元)

2018年 127148 218132 60181 61078.1

2019年 114621 211543 58748 62944.6

2020年 102706 205305 56865 55067.1

根据表1和表2预测数据在Eviews进行校验，在具体应用

中我们利用所获得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再此基础上利用

间接代换方法对对数函数进行非线性模型预测，分别得出预

测期内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分布图、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受伤

人数数量分布图、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数量分布图及

预测数据图。如图6—图9所示。

 

图6 2018—2020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数量预测分布及关系图

Fig.6 2018—2020 prediction of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traffic accidents

 

图7 2018—2020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数量

               预测分布及关系图

Fig.7 2018—2020 predi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njured

       persons in traffic acci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diagrams

 图8 预测2018—2020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数量

           预测分布及关系图

Fig.8 2018—2020 predi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eath

        toll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图9 2018—2020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预测分析

Fig.9 2018—2020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China

从以往数据及进行OLAP分析图中我们明显看出，随着

社会发展与道路交通规则及相应的法律约束，及其宣传等工

作，交通道路事故的总体事故发生率、交通事故死亡认识、

其受伤人数及财产损失都有明显下降趋势，在进行预测的基

础上对分析结果进行了间接替换法进行模型校验，表明符合

非线性相关关系，证明所用分析方法可以进行道路交通事故

数据的预测分析。

5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利用数据挖掘基础进行联机数据处理，建立相关

数据库，并全国各个主要省份交通事故进行统计，在此基础

上通过OLAP进行系统分析，取得影响交通安全的主要影响

因素，通过对数据的切块及切片处理，向下钻取了三维数据

表，显示出影响交通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机动车，在机动车

分类中驾驶人成为主要因素，而且形成交通事故因素为超速

驾驶和逆向行驶，在最后我们利用经济计量视图软件Eviews

对全国交通事故进行了三年的预测分析，通过间接代换方法

进行预测，结论符合非线性对数函数模型，符合预测分析要

求。预测发现在未来三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事故发生数

量在逐渐缩短，同时伤亡和死亡数量也呈下降趋势。

       (下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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