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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化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安》

内容概要

《非机动化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安全性:建模、评价及决策系统》旨在研究非机动化交通参与者不安全
交通行为的产生机理、不安全交通行为的基本特性，构建非机动化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的安全性评价
指标体系及方法，了解不同非机动化交通群体交通行为安全性的整体水平，提出了交通行为安全性评
价的决策支持系统设计方法和框架，评价、模拟提升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安全性对策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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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动自行车自身因素 电动自行车是二轮简单结构，而且骑行者没有防护设施，使得在安全性、
舒适性、稳定性方面比较差。电动自行车只有两点接触地面，且接触面积小，不运行则不稳；运行时
重心高、处于动态平衡中，骑车人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摔倒，若受到横向外力会造成转向或倾覆，容易
引发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介于摩托车与自行车之间，而它的机械性能却远比不上摩托车
，因此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会应变力不足。电动自行车会造成道路上各类车辆速度差异性的加大，电动
自行车一方面要超越自行车，另一方面又要应对机动车的超越。按当前的管理要求，电动自行车属于
非机动车，在机非混行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但是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
与普通自行车形成混合交通流，电动自行车比普通自行车的速度快、质量大，制动时惯性也大，容易
导致交通事故。由于行驶速度较快，许多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避让慢速的普通自行车和行人，经常突
然转向，或转入机动车道行驶，但电动自行车的速度又比机动车慢，所以在机动车道内又与机动车形
成混合交通流，往往导致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在机非隔离的道路上，由于电动自行车
的动力来自电瓶，响声很小，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很难判断电动自行车的到来，当
被电动自行车超越时容易措手不及，造成车辆擦刮、人员擦伤。另外，由于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鱼龙
混杂，部分质量不合格产品流人到消费者手中，不合格的产品行驶在道路上必然存在安全隐患，容易
产生交通事故。2.驾驶人因素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道路行驶中交通违法行为突出。由于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没有经过专门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培训，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存在盲区，致使其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严重，如未按规定让行、违法占道行驶、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酒后驾车等。虽然现行法规对
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的最高速度规定不得超过15km/h，但大多数骑车人并不知道这一规定
。实际上路行驶的车辆设计时速可达20-30km/h甚至更高，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往往超速行驶，遇有紧急
情况应变能力极差，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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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对人的行为复杂性及其在交通安全中的主导作用，《非机动化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安全性：建
模、评价及决策系统》采用”行为特征分析-行为机理建模-行为安全性评价与提升”相贯通的新思路
，研究非机动化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的基本特性和不安全交通行为的产生机理，通过对非机动化交通
参与者交通行为的安全性进行评价，了解不同人群交通安全的整体水平，为决策者采取相应的对策措
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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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觉得交通行为更有价值
2、就是定价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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