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7th Int. Forum of Automotive Traffic Safety (INFATS), Changsha, China, December 2009 

42 

Analysis Traffic Accident Base on Video Drive Recorder 
Feng ye1, Zhu Xichan1 

（1.Automobile college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by the video drive recorder to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traffic accident, and form a 
systemic accident process analysis chart. From the chart, reasons of traffic accident could be found. It shows that video drive recorder 
could give accident reasons objectively and in detail, so it is an effectively mean of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 of traffic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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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视化车辆行驶记录仪的交通事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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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可视化车辆行驶记录仪（Video Drive Recorder, 以下简称 VDR）记录信息对交通事故从速度加速度数据及图像

两方面进行分析，形成事故过程分析表，根据分析表提取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结果证明根据 VDR 可详细客观

地分析出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是调查交通事故发生机理的有效手段。 

关键字：交通事故，原因分析，可视化车辆行驶记录仪 

 

1 引言 

现有的交通事故调查手段大多仅局限于对已发生事故进行事故后调查，因此事故原因分析就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

性，而近年来出现的可视化车辆行驶记录仪（Video Drive Recorder 以下简称 VDR）可以客观精确地记录事故发生前后车辆

前方图像及行驶速度加速度，以及驾驶员行为参数等信息，为全面揭示交通事故的发生机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可靠的科学

依据，在事故分析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国际上，日本国土交通省和日本汽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也分别开展了利用 VDR 进行交通事故/冲突的原因分析和驾驶员

行为调查的研究[1]。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开展了“100-Car Naturalistic Driving Study”的系列研

究项目[2]。国内，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系、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交通事故

鉴定中心联合丰田公司选择 50 辆安装了 VDR 的出租车作为实验车辆，在北京城区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实验，利用 VDR

进行交通事故/冲突调查研究[3-4]。  

2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 5 辆安装 VDR 的出租车作为实验车辆，自 2008 年 7 月在上海城区开始进行调查实验。车载 VDR 根据预先设

定的触发阀值，记录交通事故或交通冲突发生前后 20s（触发前 15s,触发后 5s）内的车辆外部前方图像、车辆的速度、加速

度信息等车辆状态和驾驶员行为等信息。采集的所有信息自动存贮在 CF 卡中。用读卡器将 CF 卡中存贮数据转存到电脑中，

再使用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数据采集及分析流程如图 1 所示 

至此，本实验已采集 3 起交通事故，包括两起追尾碰撞事故以及一起侧面碰撞事故，本论文中将对其中的十字路口侧面

碰撞事故进行分析。 

 
图 1  数据采集及分析流程图 

3 VDR 在事故分析中的应用实例 

3.1  事故基本信息 

案例：十字路口侧碰事故（使用 VDR 设置为事故前十五秒到事故后五秒，即-15s～5s；） 

事故概况：装有 VDR 的车辆（以下简称 A 车）以 70Km/h 左右速度沿慢车道驶近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处与左侧路口

（相对于自车驾驶员）行驶而来的汽车（以下简称 B 车） 发生侧面碰撞（如图 1）。在碰撞发生前 A 车左前方有一同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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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车辆（以下简称 C 车）。 

根据 VDR 记录图像可知事故发生时天气晴好，能见度很高，车流量较小，路面为沥青。 

A 车装载 VDR 记录了事故发生 A 车的速度与时间的变化关系（图 3），三向加速度（横向、纵向、垂向加速度）与时

间的变化关系（图 4）以及前方图像信息（图 5）。 
 

 

图 2 事故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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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车 A 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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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车 A 三向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 5  事故前后 A 车前方图像信息                                                                 

纵向加速度 

横向加速度 

垂向加速度 

横向加速度 

纵向加速度 

垂向加速度 



The 7th Int. Forum of Automotive Traffic Safety (INFATS), Changsha, China, December 2009 

45 

3.2  事故过程分析 

根据 VDR 记录数据主要从两方面分析： 

根据图像信息分析判断外界环境与事故最终产生之间的关系； 

根据速度加速度信息判断装载 VDR 车辆的行驶状态，从而分析驾驶员驾驶行为等。 

为使事故分析过程更加系统有序，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根据 VDR 记录的图像及速度加速度信息对事故过程进行分析，

得到如下事故分析表： 

表1 事故过程分析表 

A 车 B 车 其他 

前后加速度（g）信息时间(s) 
图像信息 

速度（KM/h）信息（表

一） （表二） 

根据 A 车 VDR

观察图像信息 

根据 A 车 VDR 观

察图像信息 

碰撞前 -15   v:60KM/h   

-14     

-13     

-12     

-11     

-10   

v:逐渐上升至

64.25KM/h 

  

-9     

-8     

-7     

-6     

-5 
转入慢车道行

驶 

v:逐渐上升至

75.5KM/h 

  

-4     

-3   

v:略有下降至

71.25KM/h 
  

C 车行驶在 A 车

左前方，在 A 车接

近十字路口时将

A 车驾驶员观察

路口左侧情况的

视线完全遮挡 

(-2 至-1)   v:略有上升至 74KM/h

加速度维持在正负 0.1

之间 

在-1.067s 时刻，

从 VDR 拍摄角

度可以观察到 B

车 

(-1 至 0) 

A 车驾驶员观

察到 B 车;信

号灯为黄灯

(-0.467s) 

v：基本维持在

74KM/h 

紧急制动加速度由

0.02 降至-0.37

（-0.467s） 

B 车出现在 A 车

司机视野 

左前方 C 车遮挡

A 车驾驶员视线，

A 车驾驶员还未

观察到 B 车。

-1.767s 时刻 MPV

开始减速（尾灯变

亮）-0.067sC 车停

止 

碰撞时刻 1   
碰撞时刻 v：

49.25KM/h 
  

碰撞点为侧面

（副驾驶一

面），重心稍后 

  

碰撞后 2 v:20.25KM/h     

3 
稍向右转 

停止（3.5s）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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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事故分析表对事故过程详细分析，可以从中得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及深层次原因。 

1) A 车驾驶员不当的驾驶行为：在 A 车接近十字路口时，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而此时 A 车驾驶员并未采取制动

措施，并且驶入十字路口在未充分观察道路环境的情况下企图加速驶过。 

2) B 车驾驶员不当的驾驶行为：同样，B 车在没有确认行驶道路安全的情况下便在黄灯时段行驶。 

3) 外部环境影响：在 A 车接近十字路口的过程中，C 车始终行驶在 A 车的左前方，给 A 车和 B 车造成了视线上的

遮挡，从而致使了 A 车和 B 车没能够观察到对方，最终导致事故最终的发生。 

综上所述，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视线遮挡，深层原因是在特定环境中（十字路口黄灯）驾驶员的心理状态导致其采取

了不恰当的驾驶行为。 

4 结论 

根据 VDR 记录的图像信息及速度加速度数据可以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并且分析结果客观可信，从而

可以得到交通事故的发生机理。证明 VDR 是一种有效的交通事故调查手段，可以预见，利用 VDR 进行大量的交通事故调

查可为交通安全技术研发及交通安全对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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