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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儿童意外伤害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邱厚兴 蒋召伦 杨 惊 赵崇华

摘要 为探讨导致儿童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
,

为预 防和减少发病提供依据
,

对 例意外伤害

儿童进行 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
,

资料分析采用条件  
。
分析方法

。

结果 单因素分析发现

与多子女
、

父母文盲
、

低收人
、

室 内放置农
、

鼠药
、

无 人照 看
、

房周危险环境等因素有关
,

多 因素分析

发现父母 文盲
、

室 内放 置农药
、

家庭 低收人
、

房周危险环境等为较稳定的影响 因素
。

结论 儿童意外

伤害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可以预防的
。

关键词 意外伤害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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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意外伤害是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
,

也是儿童伤残的主要危 险因素
,

对儿童意外

伤害的研 究 已受到世 界 各 国的关 注【
‘一 3

1
。

儿童期意外伤害 已被国际学术界 确认为 20

世纪儿童期重要健康问题
。

为此
,

我们采用

1: 1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儿童意外伤害的

危险因素进 行了分析
,

为预防和减少发病提

供}丧据
。

对象与方法

一
、

研究对象
:
病例来自滕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 1995 年 7 月 1 日至 199 6 年 6 月 30 日

作者单位
:
山东省滕 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775。。

住院治疗的 O一 14 岁意外伤害儿童
。

包括外

科
、

五官 科和儿科 的意外伤害患儿
。

共 468

人
。

选择同性别
、

同年龄 (1 岁以 内同月龄
、

1

岁以上同岁)
、

同一居住街区或同一村庄的不

同家庭
,

与患儿家庭居住最近
,

且无意外伤害

病史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

病例与对照按

1:1配对
。

二
、

调 查方法
:
病例和对照采用统一的危

险因素调查表
,

由笔者(或由经过专门培训的

调查员 )通过直接询问的方式调查
,

由患儿和

其父母回答
。

调查 内容包括患儿胎次
、

父母

职业和文化程度
、

家庭收入
、

子女数
、

入托儿

所或入学
、

散居
、

家长对子女安全教育情况
、

交通常识
、

看护情况
、

玩火
、

骑车
、

锐利玩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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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高
、

室内放置农药
、

鼠药
、

药品
、

防范措施
、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等共 58 项
。

病例在入院

3 天内完成调查
,

对照则在 7 天内完成
。

三
、

统计分析方法
:
将病例和对照成对输

入 IB P 一 P C 计算机
,

按年龄分为 0 一 岁
、

3 一

岁
、

7 一 14 岁 3 个年龄段
。

先用单因素条件

fo gi st ic 回归分析
,

在此基础上选择有显著意

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条件 log ist ic 回归分析
。

单因素分析采用 EPI in fo 软件
,

多因素分析

采用 Eg re t软件
。

< 0

.

0 5) 的自变量按其作用大小依次引入条

件 log ist i
。 回归方程

,

直到作用不显著为止
。

最终进入主效应模型的变量即意外伤害的主

要危险因素
。

0 一岁和 3 一岁两组无人照看
,

防范措施不健全
,

室内放置农药
,

低收入
,

7 一

14 岁组父文盲
,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为主要危

险因素
。

婴幼儿专人照看
,

独生子女
,

3 岁以

上安全教育
,

防范措施健全为主要保护因素

(表 3)
。

表 1 468 例儿童意外伤害分类

伤害分类

坠落伤

车祸

碰伤

钝
、

锐器伤

烧烫伤

中毒

动物伤

异物伤

自杀

他杀

溺水

电击伤

窒息

枪伤

爆炸伤

年龄组(岁)

结 果 7一 14
合计

卜一能45

户、,才
19
卜
月马,41
,、勺一

4
11,一飞�

1516 22
.
22
126

2621
765
1 11

一
、

均衡性检验
:
病例和对照的性别

、

年

龄
、

居住地均无显著性差异
、

信息提供者为患

儿和患儿父母
,

亦无显著差异
。

二
、

4 6 8 例伤害患儿 分类
:
依据年龄大小

分为三组
,

从表 1 可以看 出 0 一 岁年龄组前

三位的伤害类型依次为烧 烫伤
、

异物
、

中毒;

3 一 、

7 一 14 岁年龄组前三位者分别为
:
坠落

伤
、

车祸
、

钝器锐器伤和车祸
、

坠落伤
、

钝器锐

器伤
。

而 468 例患儿总的伤害以坠落伤
、

车

祸和烧烫伤占前三位
。

车祸
、

碰伤
、

枪伤
、

爆

炸伤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

而烧烫伤
、

中毒
、

异物则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

窒息仅发生在

小年龄儿童
。

三
、

单因素分析结果
:
¹ 0一 岁年龄组

:
父

亲文盲
、

家庭低收入
、

无人照看
、

兼职保姆
、

室

内放置农
、

鼠药
、

防范措施不健全
,

是意外伤

害的危险因素;º 3一 岁组
:
多子女

、

散居
、

父

母文盲
、

低收入
、

常爬高
、

室内放置农 鼠药
、

住

房周围危险环境是危险因素;» 7一 14 岁组
:

父母文盲
、

低收入
、

不知道交通常识
、

常爬高
、

防范措施不健全及住房周围危险环境是意外

伤害的危险因素
。

独生子女
,

经常安全教育
,

健全的防范措施
,

学龄前儿童入托 或专 人照

看
,

学龄儿童入学
、

上学时接送
,

知道交通常

识为保护因素(表 2)
。

四
、

多因素回 归分析结果
:
根据以上单因

素分析结果
,

采用逐步引入法把作用显著(
。

l 2

I 0

4

5

4 8

2 0

2 7

4 0

5 4 :{ :

讨 论

意外伤害并非是偶然发生的
,

它是与人

类有关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因此分

析儿童意外伤害的因素必须从多因素的角度

进行考虑
。

F oo te [’] 提 出了与意外伤害有关

的三个基本因素
:
宿 主

、

作用物
、

环境
。

当宿

主
、

作用物和环境因素以某种危险的方式
,

在

某种特定的时间内同时出现时
,

意外伤害就

可能发生
。

本研究经单 因素 log ist ic 回归分

析发现共有 19 个 因素与儿童意外伤害有关

系
,

将这些因素归纳可分为三个方面
:
¹ 家庭

一般状况对意外伤害的影响
。

如父母文化程

度
、

经济收入
、

子女数
。

父母文盲
、

低经济收

入
、

多子女可使儿童意外伤害的危险度增加;

º 对儿童 照 看 及 教育情况
。

婴幼儿无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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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因素条件 log ist i
。
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0 一 岁

X a7

X 27

X 刁6

X
‘。

X
S。

X
, 2

X
5 3

X
S。

3 一 岁

X1

X ‘

X
一,

X
2 5

X
2 7

X
3 。

X
3 ,

X
: z

X
52

X
53

X
, 5

X
56

7 一 14 岁

X 7

X .,

X
25

X
Z ,

X
3 ,

X
3 。

X
4 2

X
3 ‘

X
S 、

X
, ‘

X
S。

因 素 O R 值 95 % C l pS E 尸值

父亲文盲

家庭经济收入( 20 0 元/ 月
’

儿童无人照看

专职保姆

兼职保姆

室内放置农药

室内放 置鼠药

防范措施 不健全
‘

2

.

4 7
4

2

.

5 5 6

2

.

7
3 3

0 2
1

3
1

4
7 5 0

2 9 3 3

1

.

7 7 8

2

.

5 5 6

1

.

4
5

2 一 4
.
2 1 5

1
.
4 8 2 一 4

.
4 0 7

1
.
5 3 1 一4

.
9 3 8

0
.
1 17 1 一 0 3 8 78

2
.
5 49 一 8

.
8 5 2

1
.
6 3 3 一 5

.
2 7 1

1
.
0 1 12 一 3

.
1 67

1
.
8 1 1 一 3

.
6 0 7

0
.
2 7 2

0 2 7 8

0
.
30 2

0
.
3 0 5

0
.
3 18

0
.
2 9 9

0
.
2 9 5

0
.
1 7 6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0 0 1

( 0
.
0 ()l

( 0
.
0 0 1

0
‘

( ) 4
6

( 0

,

0 0
1

独生子女

入托

父 亲文盲

母亲文盲

家庭经济收入蕊200 元/ 月

安全教育
’

知道交通 常识
’

常爬高
’

室 内放置农药

室内放置鼠药

防范措施健全
’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
‘

0

.

5 8 1 8

0

.

4
4
0

0

4

.

5
0

0
0

3

.

0
0 0 0

3

.

1 7 9

0

.

3 3 9 6

0

.

5 2 5 0

2

.

4
0 6

3

.

5 0 0 0

2

.

3 5
1
0

0

.

4 2 6 8

1

.

9
4

5

0

.

4
2 7 5

一 ()
.
7 9 [8

0
.
2 6 6 5 一 0

.
7 2 6 5

1
.
8 5 8 一 10

.
9 0

2
.
18 5 一 4

.
5 76

2
.
2 19 一 4

.
5 5 7

0
.
2 3 2 7 一 0

.
4 9 5 7

0
.
3 0 9 6 一 0

.
8 9 03

1
.
5 9 3 一 3

.
6 34

2
.
3 0 一 5

.
3 2 7

1
.
6 一 3

.
4 5 4 0

0
.
2 8 7 3 一 0

.
6 3 40

1
.
4 0 5 一 2

.
6 9 3

0
.
15 7

0
.
2 5 6

0
.
4 5 1

0
,

1
8 5

0

.

1
8

4

0

.

1 9
3

0 2 6
9

0

.

2
1

0

0

.

2
1 4

0

.

1
9 6

0

.

2 0 2

0

.

1
6 6

< 0

.

0 0 1

< 0

.

( ) 0 1

< 0

.

0 0
】

< 0
.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0 0 14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学 生

父亲文盲

母亲文盲

家 庭经济收入 毯200 元/月

知道交通常识

不知道交通常识
.

常爬高

安全教育

上学接送

防范措施不健全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

0
.
2353

6
.
000

2
.
706

1
.
708

0 4286

2
.
333

2.923

0
.
09375

0
.4 286

3
.
500

2
.
500

0
.
0 79 17一 0

.
6 9 9 3

2
.
0 8 2 一 17

.
2 9

1
.
5 5 1一 4

.
7 2 0

1
.
0 32 一 2

.
8 2 7

0
.
2 57 0 一 0

.
7 14 6

1
.
3 9 9 一 3

.
8 9 0

1
.
5 57 一 5

.
4 8 7

0
.
0 2 8 7 1 一 0

.
3 0 6 2

0
.
1 96 3 一 0

.
9 3 5

1
.
5 9 5 一 7

.
6 7 9

1
.
4 4 7 一 4

.
3 19

0
.
5 5 6

0
.
5 4

0 2 8 4

0
.
2 57

0
.
2 6 1

0 2 6 1

0
.
3 2 1

0
.
6 0 4

0
.
39 8

0 4 0 1

0
.
2 7 9

0
.
0 0 3

( 0
.
0 0 1

( 0
.
0 0 1

0
.
()3 4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0
.
0 2 6

( 0
.
0 0 1

( 0
.
0 0 1

1
.
家庭经济收入

:
全家平均 月收入

。

2

.

常爬 高
,

每周) l 次或每 月) 4 次爬高到地面 2 米以上
.
如爬树

.
上平房顶

、

楼顶
、

爬墙等
。

3

.

安全教育
:
家长或老师对 l 岁以上儿童每周) l次 安全教育

。

4
.

交通 常识
:
) 3 岁儿童知道红绿灯知识 和靠右行走等

。

5

.

防范措施
:
农

、

鼠药等危险品放在 儿童不能取到的地 方
,

保温瓶有专门放置处
,

儿童不 易弄 倒
。

以上措 施全有 为

防范措施健全
,

否则为不健全
。

6

.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
:
住房周围 l0() 米内有河

、

水沟
、

深坑
、

大 公路等
。

看
,

兼职保姆
,

3 岁以上儿童散居
,

常爬高是

危险因素
。

专职保姆
,

入托
,

入学
,

经常安 全

教育
,

掌握交通常识是保护性 因素
。

» 室内

外及住房周围的危险因素
。

室 内有农药
、

鼠

药
、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
,

且无防范措施为危险

因素
。

经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
:
室内放置农药

、

住房周围危险环境为主要危险因素
,

对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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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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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岁

X 25

X 27

X 52

X 3。

X 5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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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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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6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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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5

2

.

5 1 6

0

.

1 2 1 2
一 0

.
4 6 4 1

1
.
6 3 7 一 5

.
74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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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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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2

0
.
3 4 3

0
.
3 2 0

0
.
3 4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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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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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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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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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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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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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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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18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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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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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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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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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8

0
.
2 7 5 3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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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9 6 3 一 0

.
8 6 9 7

0
.
3 9 4 6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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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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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4 0

0
.
2 7 1

0
.
2 7 2

0
.
2 7 4

0
.
2 2 2

0 00 2

< 0
.
0 0 1

( 0
.
0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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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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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2 6

4

.

9 0 2

2

.

2
0

4

0

‘

0
9

8
7

3

1

.

4 4 2
一 1 6

.
6 6

1
.
16 3 一 4

.
17 8

0
.
0 2 5 6 2 一 0

.
3 8 0 5

0
.
6 2 4

0 3 2 6

0
.
6 8 8

0 0 11

0
.
0 1 5

< 0
.
0 0 1

特别是学龄前儿童来说
,

活动最多的场所是

家中及周围场所
,

因而家中意外伤害发生率

高
,

国外约占 70 % [#]
。

我国中学生意外伤害

有 55
.
4 % 发生在家中囚

。

我国 。一 4 岁儿童

意外死亡地点也主要是家中及周围场所〔“〕
。

由于农药
、

鼠药在室 内存放
、

保管不当
,

易被

儿童误食
,

盛放热水
、

热烫的水瓶
、

锅
、

碗放置

不当
,

儿童玩具
、

剪
、

针放置不当
,

玩动物等
,

加上对儿童照顾不周
,

则容易导致中毒
、

烧
、

烫伤
、

玩具伤
、

动物咬伤
、

锐器伤等伤害
。

住

房周围有池塘
、

深坑
、

大公路等危险环境也是

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
。

本研究表明儿童意外伤害还与父母文化

程度有密切关系
,

父母文化程度越低
,

子女意

外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
,

父母 的知识水平直

接影啊 对子女的教育
,

包括健康和安全教育
,

经常对子女进行安全常识的教育可减少儿童

意外伤害的发生
。

贫穷与多子女同样是儿童伤害的重要 因

素
,

而贫穷与多子女又有密切相关
,

特别是在

农村
,

由于子女多
、

大人照顾不过来或忙于生

计由年长的儿童照看弟妹或根本无人照看
,

容易导致儿童伤害的发生
,

因此 实行计划生

育提高人民文化
、

生活水平可减少意外伤害

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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