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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宁夏回、汉族中小学生伤害的现状、发生原因及危险因素。方法 !""" 年

#! 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宁夏的 ## 所中学、#" 所小学的 $ % #& 岁在校的’ """名回、汉族中小学

生一年中伤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宁夏回、汉族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 )*，男生明显高于

女生（!
! 检验，! + " ( "#），回族学生高于汉族学生（! + " ( ",），前 , 位伤害依次为：跌伤（& ( !’*）、碰

伤（) ( ,,*）、刀 割 伤（! ( &&*）、车 辆 伤（! ( ""*）及 烧 烫 伤（# ( $$*）。初 中 生 伤 害 发 生 率 最 高 为

!) ( ##*，其次为高中生!! ( #,*，小学生最低为#’ ( $-*。对受伤原因、地点、部位、伤后处理等问题也

进行了分析。结论 中小学生面临意外伤害的严峻挑战，应积极采取综合防范措施，减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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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意外伤害的高危人群，为了解宁夏回、

汉族中小学生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为今后的干预

措施提供依据，于 !""" 年 #! 月对宁夏回、汉族中小

学生进行了伤害调查。

对象与方法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宁夏的中小学中抽

取了 ## 所中学、#" 所小学’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按照统一的调查表，统一的标准及方法进行调

查［#］。调查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期间伤害发生情况。抽取的!#所学校分布于宁

作者单位：’,""") 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流行病科

夏的三市一地，样本中回族占-- ( !!*，与宁夏中小

学生回族占-# ( P!*接近，有一定的代表性。伤害

判断标准必须具备下列三种情况之一者："到医院

或校医室诊治；#家长或老师做紧急处理；$休息半

天以上。

! (采用半开放式问卷调查方法，对发生过伤害

的学生要求填写受伤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谁致伤、

伤害原因、部位、伤情、伤后处理、伤后休息和看护情

况及治疗花费）。要求家长和学生一起回忆伤害情

况并填写调查表。

- (全部调查表经核查后统一编号输入计算机，

用 L/J89/ $ ( " 0/9 E123/E: 建立数据库，用 QJ<7?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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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用!
! 检验。

结 果

" #伤害发生率：本次调查共发出$ %%%张调查

表，收回有效调查表& $&&张，应答率为’& # &&(。一

年内发生一种以上伤害者" )*%人，伤害发生率为

!% # +(；发生 ! 种以上伤害者 ,"$ 人，伤害的人次数

为" *’$人次。伤害频率为" # )$，各类伤害中以跌伤

和碰伤发生率最高。前五位伤害的发生率位次依次

为： 跌 伤（ ’ # !$(）、碰 伤（ + # ,,(）、刀 割 伤

（! # ’’(）、车辆伤（! # %%(）和烧烫伤（" # &&(）。

! #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

（"）性 别、年 龄 分 布：男 生 伤 害 发 生 率 为

!& # ,+(，女 生 则 为 "+ # ",(，男 生 明 显 高 于 女 生

（!
! - +* # &$，! . % # %%,）。男、女生前五位伤害发生

率位次相同，但发生率均是男生高于女生（表 "）。

伤害的发生与年龄有密切关系，中学生伤害发生率

为!) # "’(，小学生为"$ # &)(，中学生高于小学生，

差异有显著性（!
! - )$ # *+，! . % # %%,），在中学生

中，初 中 生 伤 害 发 生 率（!+ # ""(）高 于 高 中 生

（!! # ",(），但差异无显著性（!
! - " # *，! . % # "）。

本次调查最小年龄 , 岁，由 , 岁开始，随着年龄增

长，伤害发生率有增加趋势，"+ 岁和 ", 岁达最高，

", 岁后有所下降。各年龄段男、女生各类伤害发生

率位次也不相同（表 "）。

（!）不同民族伤害的发生情况：共调查回族学生

! !+*人，发生伤害 +’$ 人，伤害发生率为!! # ""(，

汉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 &(（*&" / + )’!），回族学

生高于汉族，差异有显著性（!
! - , # $)，! . % # %!,）。

回、汉族学生前 , 位伤害位次相同，发生率均回族高

于汉族（表 !）。

（)）不同地区伤害发生情况：本次调查根据学生

表 " !%%% 年宁夏中小学生不同性别、年龄各类伤害发生率（(）

伤害类型
, 0 岁组

男 女

’ 0 岁组

男 女

"! 0 岁组

男 女

!", 岁组

男 女

合计

男 女

跌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割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骨头卡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车 辆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碰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烧 烫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锐器刺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物咬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硬物击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触 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溺 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爆 炸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年宁夏中小学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各类伤害发生率（(）

伤害类型
回 族

发生例数 发生率

汉 族

发生例数 发生率

城 市

发生例数 发生率

农 村

发生例数 发生率

县 镇

发生例数 发生率

跌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割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骨头卡喉 "% % # ++ ", % # )+ ") % # +’ * % # )) , % # !’
车 辆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碰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烧 烫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锐器刺伤 !! % # ’* +’ " # "! )" " # "$ !* " # "$ "+ % # *"
动物咬伤 )" " # )* &) " # +) +& " # $+ !& " # %’ !+ " # )’
硬物击伤 !* " # !, +$ " # %$ )) " # !, !’ " # !" ", % # *$
触 电 !) " # %! ", % # )+ & % # !) !+ " # %% * % # +&
溺 水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毒 "$ % # $& !, % # ,$ "! % # +, !% % # *) "" % # &)
爆 炸 伤 + % # "*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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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不同分为城市、农村和县镇三类地区，地区之

间学生伤害发生率大小顺序为；农村高于城市，但差

异无显著性（!
! " ! # $%，! & ’ # ’$）；城市高于县镇，

差异有显著性（!
! " ( # (%，! ) ’ # ’$），各类伤害发生

率位次，城市与农村和县镇略有不同（表 !）。

（(）伤害的原因：受伤原因中以玩耍和运动为最

多，分别占!( # *+,和-% # ++,，不同原因按其构成比

大小依次排列为：玩耍、运动、被绊倒、走路、骑乘车、

做家务、上下楼、倒开水、动物咬、打架、吃饭、不安全

用电及放鞭炮。

（$）受伤地点、时间与形式：伤害发生地点以学

校为最多，以后依次为：家中、公路上、居住区周围、

公共场所、别人家及野外。不同地区受伤地点构成

也有不同，结果见表 .。

在时间分布上，全年各月均有受伤发生，但相对

集中于下半年。中小学中伤害发生形式均以自伤为

主，占$$ # (%,，后依次为同学致伤（!. # ’(,）、其他

人致 伤（ -+ # **,）；父 母 致 伤（ ! # *(,）。 并 且

/’ # ’/,者均为无意致伤。

. #伤害的危险因素：本次调查显示伤害的发生

与母亲的文化程度、父母职业、父母的婚姻状况、家

庭经济状况、学生的性格特征以及近期是否受过心

理刺激有一定关系，母亲为文盲者伤害发生率最高

（!( # *!,）；父母职业中以经商、医务人员、农民者伤

害发生率较高，分别为!- # *+,、!$ # %*,和!- # !.,，

工人最低（-+ # $!,），可能与这几种职业工作繁忙，

对孩子关照时间较少有关；父母的婚姻状况对伤害

的影 响 也 不 能 忽 视，父 母 离 婚（!( # %%,）、丧 偶

（!( # ’’,）、再婚（!! # !!,）者的孩子伤害发生率均

高于 在 婚 者（ !’ # .’,）；家 庭 经 济 收 入 较 低

（!- # $!,）和较高（!- # -(,）的学生伤害发生率高于

中等 收 入 者（-/ # .’,）；一 年 内 受 过 心 理 刺 激

（.- # ’!,）的 学 生 伤 害 发 生 率 高 于 无 刺 激 者

（-! # ’-,）两 倍 多；在 性 格 特 征 方 面，活 泼 好 动

（!’ # *.,）及孤僻忧郁（!. # +-,）者伤害发生率高于

文静内向者（-/ # (/,）。

( #伤害的影响：将伤害程度分为轻、中、重三个

级别。 调 查 结 果 显 示，轻 伤 占 ++ # (,，中 度 占

-- # !+,，重度占’ # .!,，致残率-’$ # (. 0 -’ 万。受

伤部位以下肢为最多占!+ # -$,，头面部占!’ # ’*,，

手占-/ # --,，脚占-- # /!,，上肢占-- # $-,，躯体及

内脏占- # .*,。伤后有$( # .$,学生需要到医院门

诊治疗，由家长或老师处理者占!* # !$,，未处理者

占-- # ..,，校医处理占 ( # *(,，需 住 院 治 疗 者 占

! # .!,。伤后** # -!,的伤者需要休息半天以上，平

均每人 . 1，.* # +,的学生需家人看护，平均每人需

看护- # ( 1。$% # .,的受伤学生伤后出现不同程度

的心 理 变 化。- .+’ 名 受 伤 学 生 治 伤 总 花 费 为

-++ %-/元，平均每次受伤花费 // 元，全年平均每人

-.* 元（表 (）。

讨 论

对宁夏的% *%%名回、汉族中小学生伤害发生调

查显示，-( 种伤害年发生率为!’ # (,，高于金会庆

等［!］报道的-- # .(,。伤害的发生与性别、年龄有

很大关系，本次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本次调查回族学生伤害发生率高于汉族学生，

城市 中 回 族 学 生 伤 害 发 生 率（-/ # %%,）与 汉 族

（!’ # +(,）接 近，在 农 村 回 族 学 生 伤 害 发 生 率

（!( # -+,）高于汉族（!’ # .-,），县镇中也是回族学

生伤害发生率（!’ # ’-,）高于汉族（-* # ($,），在性

别方面回族男、女学生伤害发生率均高于汉族。宁夏

表 . !’’’ 年宁夏不同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发生地点构成

受伤地点
城 市

发生例数 构成比（,）

农 村

发生例数 构成比（,）

县 镇

发生例数 构成比（,）

合 计

发生例数 构成比（,）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自 己 家 -.% !$ # -/ -// .* # .( // .! # !$ (.( .- # ($
别 人 家 !$ ( # %. $ ’ # /( * ! # !+ .* ! # %+
公 共 场 所 .! $ # /. -- ! # ’% -/ % # -/ %! ( # (/
公 路 上 +’ -( # +- /$ -* # +! (/ -$ # /% !!( -% # !.
野 外 ! ’ # .* % - # -. $ - # %. -. ’ # /(
居住区周围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不 详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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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汉族杂居地区，回族多数生活在农村，回族学

生伤害发生率高于汉族，可能与农村学生伤害发生

率高于城市有一定关系，回族有一定的民族生活特

点，但这与伤害的发生有无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表 ! "### 年宁夏中小学生各类伤害治疗花费情况

受伤种类
人次数

无治疗花费 有治疗花费

治伤花费
总数（元）

平均每次
花费（元）

跌 伤 $%& !&’ &" %!( $)% * ($
刀 割 伤 ’+ $!) $& ’#) &% * ##
骨头卡喉 $% $# ""# + * $#
车 辆 伤 )" $#% $’ (’% $$" * (!
碰 伤 +& "$% $’ (&’ ’$ * ##
烧 烫 伤 $& ++ + +$# +" * ##
锐器刺伤 $# ($ ( $"# +( * ##
动物咬伤 $# +) % #(# %’ * ##
硬物击伤 $( (! % !%( &) * !’
触 电 $& $" ’)+ $% * )’
溺 水 "# ) $’+ ( * +%
中 毒 $" )) ’ )$# $$+ * ##
爆 炸 伤 ! $" $ %%& $$$ * $&
其 他 )# ’! % ’!% +& * +’
合 计 ’$’ $ )+" $++ ($& && * !)

青少年意外伤害不仅有城、乡差异，而且也存在

地区之间的不同，在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地区的学

生中跌伤的发生均为最多，与全国其他各地报道的

调查结果一致［)］，但其次的伤害类型（碰伤、刀伤、

车辆伤、烧烫伤及动物咬伤）与有些报道的调查结果

略有不同，并且在伤害的发生原因、地点、时间上与

其他报道也有不同之处［’］，说明宁夏中小学生伤害

在类型、原因、地点和时间上有一定的地区特点。

本次调查在一年中有 ’$% 人发生二次以上伤

害，伤害频率为$ * )%，接近李丽萍等［!］的$ * !"，说明

宁夏中小学生伤害发生频率是较高的。

宁夏中小学生伤害主要发生地点是学校、家庭

和公路上，三者合计占+! * (!,，城市和县镇这前三

位地点构成顺序相同，而农村则以家庭为首位发生

地点，学校、家庭和公路恰恰是中小学生活动最多的

场所，说明学校和家庭在预防学生伤害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

"### 年宁夏共有在校学生&’" (%%人，按伤害

发生率"# * !,推算，仅 "### 年宁夏就有$& !)!名学

生发生伤害，按伤后平均每人休息 ) - 和需家人看

护 $ - 推算，一年中共计缺勤’+ )#" -，造成误工近

" 万日，治伤花费 $)% 元 .人，"### 年一年因伤害就

花费 "(( 万元人民币，因此，伤害对家庭和社会造成

损失是巨大的，预防和控制中小学生伤害迫在眉睫。

（本文承暨南大学医学院王声 教授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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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林东）

·短篇报道·

一起风疹爆发的调查

张明慧 方策 马琼 李美英 刘玲娣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昆明铁路第三中学发生

一起发热出疹性疾病点状爆发。全校发病 "! 例，均为初中

学生。以初二（"）班发病为主，该班有 ’) 人，发病 $’ 例，发

病率"+) * #"2。男生 )# 人发病 $# 例，女生 ") 人，发病 ’ 例。

病人年龄 $) 1 $! 岁。临床症状和体征主要有发热（均 3
)+ * ’4），皮肤红色斑丘疹，皮疹密集或融合成片，经 " 1 ’ -
消退，不留色素沉着，部分病例有耳后或枕后淋巴结肿大。

采 集$!例血清，检测麻疹 567抗体均阴性，而风疹 567抗

作者单位：(’##$$ 昆明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防疫科（张明慧、

方策、刘玲娣），微检科（马琼、李美英）

体均为阳性。结果证实这次发热出疹性疾病爆发为风疹病

毒感染所致。分析本次爆发原因：一是疫情漏报迟报。发生

首例病人，班主任未及时上报，当发生多例时才报告防疫站，

采取隔离、应急接种措施，控制住疫情。因此普及防病知识，

加强传染病报告工作必须常抓不懈。二是该校从未组织接

种过风疹疫苗，且发病 "! 例亦无免疫史，群体对风疹免疫低

下是本次爆发的内因。目前风疹疫苗免疫效果肯定，应在中

小学生中广泛推广使用。

（收稿日期："###0$"0$"）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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