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生髋部骨折。与累计哺乳时间<36个月的相比 ,

哺乳时间≥36个月的妇女发生髋部骨折的危险性

降低 60%。哺乳期体内激素的变化即雌 、孕激素水

平的下降和催乳素分泌的增加 ,促进了骨的丢失 。

然而肾脏对钙的贮留和吸收能力增强 ,多数母亲的

膳食钙摄入增加则起到了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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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滕州市小学生家长意外伤害卫生知识调查

邱厚兴　蒋召伦　马士平　邱厚盛

　　为了解小学生意外伤害家庭安全教

育及家庭防范措施情况 , 对滕州市小学

生家长意外伤害卫生知识及其安全措施

进行了抽样调查。报告如下。

一 、对象与方法

选择 4 所五年制小学的学生家长

(父亲或母亲)为调查对象。其中城区小

学 2 所 , 共有学生3 905名;农村小学 2

所 ,共有学生1 970名。统一印制小学生

意外伤害卫生知识及安全措施调查表。

调查表有 4 个方面的内容:①何谓意外

伤害 ,并列举常见意外伤害请家长选择;

②常见意外伤害的简单急救 ,如烫伤 、中

毒;③家中对儿童的安全教育情况;④家

中安全防范措施情况。调查表附有详细

填表说明 ,由班主任发给每一名学生 ,由

家长填写后回收。

二 、结果与分析

1.意外伤害卫生知识的总体水平:

作者单位:277500 山东滕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邱厚兴 、蒋召伦);滕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马士平);滕州市东戈医院(邱厚盛)

本次共发放调查表5 920份 , 回收5 727

份 ,回收率 97%。在调查表所涉及的何

谓意外伤害 、常见意外伤害急救 、家庭对

学生的安全教育 、家庭安全防范措施 4

个方面的内容全部回答正确者共 36 份 ,

占全部回收表的0.6%。可见近年来儿

童意外伤害逐年增加 ,对儿童的生命和

健康威胁较大 ,已经超过了传染病 、呼吸

系统疾病对小儿的威胁。但目前公众的

意外伤害卫生知识水平却普遍较低 , 因

此应加强意外伤害卫生知识的宣传教

育 ,有效地预防意外伤害的发生。

2.防范措施及简单急救水平:本次

调查发现 , 家庭有比较健全防范儿童跌

落 、中 毒 、 烫 伤 、切 割 伤 措 施 者占

68.83%, 对农药中毒及烫伤的简单急救

能正确回答者占52.40%。儿童意外伤

害主要发生在家中及其经常活动的周围

场所。从本次调查看 , 家庭防范措施不

健全是目前儿童意外伤害发病高的主要

原因。另外常见意外伤害现场急救如中

毒 、烫伤 , 对提高抢救成功率 , 降低意外

伤害的损伤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3.城区和农村的比较:城区和农村

学生家长对调查表回答情况见表 1。 可

看出农村学生家长对调查表所涉及的 4

个方面的内容正确回答率显著低于城

区 ,经卡方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这说明意外伤害的卫生知识农村较城市

差 ,宣传的重点应放在农村。

表1 　滕州市城区与农村家长对调查表回答正确率

调查项目
城区家长(3 884人)

回答正确人数 正确率(%)

农村家长(1 843人)

回答正确人数 正确率(%)

何谓意外伤害 3 552 91.45 1 416 76.83
常见伤害的简单急救 2 482 63.90 　519 28.16
安全教育 3 591 92.46 1 618 87.79
安全防范措施 2 776 71.47 1 166 63.27

(收稿日期:199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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