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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乡 ! 社区居民伤害现况调查

俞敏 丛黎明 徐来荣 夏自成 韩成星 马彦 钟节鸣

【摘要】 目的 调查浙江省 ! 个社区人群伤害发生现况。方法 选择不同经济状况的城市、农

村社区各 " 个，对城市" #!$户、农村" %#&户共’( #%%名居民 ’ 年中伤害情况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结

果 伤害总发生率为’&)(!*，其中城市’+)’#*，农村’&)$,*，男性’#),(*，女性’!),(*，死亡 % 例。

以跌伤 -坠落、刀割 -锐器伤、交通伤、碰撞 -硬物击伤、烧烫伤和动物咬伤发生率较高，分别为!)#,*、

$)#(*、"),+*、’)%%*、’)’$*和’),(*。交通伤以 !& 岁以上者发生率为高，其中自行车导致的占

$+*；& 岁以下儿童跌伤 -坠落伤发生率为 ’"*，动物咬伤则以 ’& 岁以下者较高，农村高于城市。平

均每例伤者休息#)("天，活动受限+)%"天，医疗费用$"!)"’元。结论 浙江省社区居民伤害发生率较

高，导致较大的经济和家庭负担，预防控制社区人群伤害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 伤害；发生率；现况研究

! "#$%%&%’"()$*+, %(-./ $* )*0-#)’% )* #’%).’*(% +( (1’ "$22-*)(/ ,’3’, $4 51’0)+*6 !" #$%!，&’() *$+
,$%-，." */$+01%-，.23 4$+567%-，83( &67%-+9$%-，#3 !/%，48’() :$7+,$%- ;!467<$/%- =01>$%5$/? &7%@70
A10 B$C7/C7 &1%@01? /%D =07>7%@$1%，8/%-E61F $’,,,%，./012

【!7%(#+"(】 870’"()3’ 34 56789 6/: 01;08:1;: 4< 01=7>0:5 2?41@ >:508:165 A0B01@ 01 6/: ;4??71060:5 01
C/:=021@) 9’(1$.% D /475:/4A8 E7:56041120>: 57>B:9 F25 ;4187;6:8 64 ’( #%% >:508:165 01 <47> ;4??71060:5)
:’%-,(% 3/: 01;08:1;: 4< 01=7>0:5 F25 ’()’’* 01 6462A，/0@/:> 01 7>G21 2>:2 6/21 01 >7>2A 2>:2 218 /0@/:> 01 ?:1
6/21 01 F4?:1) 3/: A:2801@ ;275:5 4< 01=7>0:5 F:>: <2AA5（!)#,*），H10<:I;76601@ 4> G9 5/2>J 2>60;A:5（$)#(*），

6>2<<0; 2;;08:16（"),+*），;4AA05041（’)%%*），5;2A85（’)’$*）218 210?2A G06:5（’),(*）) K:2H 01;08:1;: 4<
2@: @>47J F25 80<<:>:16 01 80<<:>:16 01=7>0:5，57;/ 25 6>2<<0; 2;;08:16 F25 /0@/ 01 !&I(, 2@: @>47J 218 <2AA5 F25 /0@/
01 & 218 (, 2@: @>47J) L0>:;6 :;414?0; A455 <4> :2;/ ;25: F06/ 01=7>9 F47A8 ;456 $"!)"’ MNO 9721) ;$*",-%)$*

P1=7>9 F25 ;4??41 218 <>:E7:16A9 4;;7>>:8 2?41@ >:508:165 26 6/: ;4??71069 A:B:A F/0;/ 5:>0475A9 41 821@:>
6/:0> /:2A6/ 218 <2?0A0:5)

【<’/ =$#.%】 P1=7>0:5；P1;08:1;: >26:；.>455I5:;60412A 56789

伤害是威胁健康的主要原因，是浙江省居民的

第 ! 位死亡原因和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为了解

浙江省居民各种伤害的发生情况，进一步研究伤害

发生的有关因素，为制订伤害预防控制计划和措施

提供依据，于 ",,’ 年 ’’ 月，选择浙江省典型地区的

社区人群进行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 )研究对象：选择浙江省 " 个区、" 个县作为典

型地区。每区、县选择经济、文化水平中等的社区 ’
个，每个社区根据派出所按户排列名单打印表，采用

系统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户。以户作为调查单

作者单位：$’,,,% 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俞敏、丛黎

明、钟节鸣）；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来荣）；富阳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夏自成）；常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韩成星）；杭州市

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马彦）

位，有常住户口者为调查对象，排除外出半年以上的

人，如调查户长期不在则从邻居户补齐。

" )调查内容和方法：内容包括家庭情况、调查对

象的一般情况、",,,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间各种伤害的发生情况、经济损失等。采用面

访方式，由课题组设计调查表，进行预调查后对协作

的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负责人进行培训，各协

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统一调

查方法。

$ )诊断标准：伤害定义为由于运动、热量、化学、

电或放射线的能量交换，在机体组织无法耐受的水

平上，所造成的组织损伤或由于窒息而引起的缺氧

称为伤害。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者［’］即作为伤害进

行统计：!到医院或校医室诊治；"家长、老师或自

己做紧急处理；#休息半天以上。

! )统计学分析：调查表收回后进行审核，用 Q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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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数据录入，数据清理后，采用 "#" !$%&进行统

计分析。以率、比作为主要分析指标，标化率使用浙

江省 &’’’ 年人口年龄构成。

结 果

一、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 ’’’户，除外不配合户和剔除不合格

调查表（主要是户中个人资料不完整），( 个社区有

效调查) *&*户，应答率 +,-，共%! *++人（男性* !)!
人，女性* &(.人）；其中城市社区& *(.户，, ,!(人，

农村社区& +*)户，+ %.)人。!) 岁以上者占%’ $%’-，

%) 岁以下者占%( $,(-，与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基本

一致。

二、伤害发生情况

% $总伤害发生情况：本次调查居民在 % 年中共

发生伤害& ,&&例，总发生率%! $%%-；因伤害死亡 +
例，主要由跌伤、交通伤等导致，死亡率). $&! / %’ 万，

男性死亡 , 例，死亡率显著高于女性。以跌伤、刀割

/锐器伤、交通伤、碰撞伤（包括硬物击伤）、烧烫伤和

动物咬伤发生率较高，而电击伤、爆炸伤、中毒等的

发生率较低。除了烧烫伤以女性发生率较高、跌伤

持平外，均以男性发生率高（表 %）。

& $时间分布：从伤害发生时间分布看，以 %’ 月

份为最高，, 0 %’ 月份所占的比例为(+ $!*-，而 %%
月至翌年 & 月伤害发生率较低。各种不同伤害发生

按月分布基本一致，高发季节略有不同。刀割 /锐器

伤、跌伤 /坠落和交通伤以, 0 %’ 月份为多，分别占

). $&,-、(* $(&-和(( $.&-；烧烫伤以) 0 %’ 月份常

见，占,. $,&-；碰撞 /硬物击伤以+ 0 %’ 月份常见，占

.) $!’-；动物咬伤以 (、)、%’ 月份常见，占., $%’-。

. $年龄分布：各年龄组均有较高的伤害发生率，)
岁以下组的伤害发生率最高，) 0 (( 岁年龄组的伤害

发生率较低，() 0 岁和!’ 0 岁年龄组有较高的发生

率，,’ 岁以上年龄组伤害的发生率开始降低。农村和

城市社区分年龄组的伤害发生率变化基本一致。

各种伤害也有不同的高发年龄段，交通伤以青

壮年（() 0 )+ 岁）为主，!’ 岁以上的男性也有较高的

发生率；跌伤 /坠落伤则以 ) 岁以下和 !’ 岁以上的

发生率为高，女性() 0 和!’ 0 岁年龄组的发生率则

显著高于相应的男性；碰撞 /硬物击伤、刀割 /锐器

伤、烧烫伤也以青壮年为高，男性高于女性；动物咬

伤以 %) 岁以下为高，男性高于女性（表 %）。

( $地区分布：城市（%, $%*-）人群伤害发生率高

于农村（%) $.’-），差异有显著性（!
& 1 %. $&.，! 1

’$’’%）；从各种伤害的发生情况比较看，跌伤 /坠落

伤、刀割 /锐器伤、电击伤和中毒城市高于农村，动物

咬伤则农村高于城市，交通伤、碰撞 /硬物击伤、烧烫

伤、溺水和爆炸伤城乡基本持平（表 &）。

三、主要伤害的其他流行特点

% $ 伤 害 发 生 的 原 因：交 通 伤 以 摩 托 车

（(& $+’-）、自行车（., $,*-）为主，汽车占%% $.!-；

刀割 /锐器伤以劳动（(* $!!-）和家务（.* $.)-）为

主；跌伤 /坠落伤以滑倒（.. $!!-）、运动（%& $(&-）

和上下楼梯（%. $’.-）为主，高处坠落仅占( $*.-；

碰撞 /硬物击伤以职业受伤（)’ $’’-）和被物体碰撞

（&) $(!-）为主；动物咬伤以狗咬伤（,) $.(-）、蜜蜂

蛰伤（%’ $,!-）为主；烧烫伤以开水（(! $,+-）和食

物（%, $.%-）导致；爆炸伤以烟花导致为主，中毒主

要由不安全食物和农药导致。

表! 浙江省城乡 ( 个社区居民 % 年中不同性别、年龄组伤害发生率（-）比较

伤害种类
’ 0 岁

男 女

) 0 岁

男 女

%) 0 岁

男 女

() 0 岁

男 女

2 !’ 岁

男 女

合计

男 女

交通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跌伤 /坠落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碰撞 /硬物击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割 /锐器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烧烫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物咬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溺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击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爆炸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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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浙江省城市农村社区人群各种伤害发生率及

标化发生率比较

伤害种类

城 市

发生率
（!）

标化率
（!）

农 村

发生率
（!）

标化率
（!）

合 计

发生率
（!）

标化率
（!）

交通伤 " #"$ " #%" " #%$ " #&’ " #"" " #&’
跌伤 (坠落伤 ) #&& ) #&) * #*& * #+$ * #+’ * #$&
碰撞 (硬物击伤 " #&& % #$* " #"* " #%$ " #%, % #--
刀割 (锐器伤 * #’) * #*, , #+" , #*) * #%* , #$+
烧烫伤 % #"+ % #%$ % #%* % #%" % #"& % #%,
动物咬伤 & #$+ & #$$ % #%) % #"% % #&" % #&+
溺水 & #&% & #&% & #&% & #&% & #&% & #&%
电击伤 & #%) & #%, & #&" & #%" & #&$ & #%"
爆炸伤 & #%& & #&- & #&’ & #&+ & #&$ & #&$
中毒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伤害的影响：从伤害发生以后的情况看，平均

每例伤者休息$ #+"天（男性$ #*&天，女性$ #’+天）；平

均每例伤者活动受限’ #-"天（男性’ #$%天，女性$ #&)
天）；每例伤者平均医疗费用,"* #"%元（男性,$& #$’
元，女性"*’ #%-元）。以交通伤者的平均休息天数、

活动受限天数和医疗费用最高，分别为%, #)"天、

%% #’’天和+*’ #-)元，而溺水者的平均休息天数、活

动受限天数和医疗费用最低，分别为 % 天、& 天和 %,
元；各种伤害均造成较高的医疗费用，如跌伤 (坠落

伤、碰撞伤 (硬物击伤、动物咬伤者平均医疗费用分

别达到了,$+ #&)、")- #’-和%+" #""元。

讨 论

本次调查所选择的 * 个社区是浙江省城市、农

村不同经济状况有代表性的地区，调查采用统一方

法和国内通用伤害统计标准，并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调查的伤害死亡率接近浙江省居民伤害死亡率［"］，

调查人口构成和户均人口数与浙江省 "&&& 年人口

普查资料一致，调查资料可以部分反映浙江省居民

伤害发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本调查发现社区人群中伤害的标化发生率为

%) #+*!，显著高于我国深圳、石家庄的报道［,，*］，低

于美国的发生水平［)］。从各种伤害的发生率看，常

见的伤害依次为跌伤 (坠落伤、刀割 (锐器伤、交通

伤、碰撞 (硬物击伤、烧烫伤和动物咬伤，常见种类与

深圳、石家庄报道的一致。

社区人群伤害发生率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

女性，以 ) 岁以下和*) . 岁以上的伤害发生率为高，

不同种类伤害发生率农村与城市有所不同，但高发

年龄基本一致。跌伤是最常见的伤害，其中坠落伤

占近 )!，也是本次调查中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交

通伤主要发生于青壮年，摩托车是主要原因，但不容

忽视的是骑自行车导致的伤害占了 ,’!，提示我们

加强骑自行车人员的安全教育对减少交通伤的发生

也是非常重要的。从伤害发生后的经济损失看，以

交通伤导致的医疗费用、休息和活动受限最为严重，

其次为跌伤 (坠落伤和碰撞 (硬物击伤。各种伤害均

导致较高的医疗费用和疾病负担，加强伤害的预防

控制已迫在眉睫。

社区动物咬伤发生率显著高于深圳和石家庄地

区，狗咬伤占 ’)!，农村高于城市，%) 岁以下者的发

生率为高，这与近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养狗和城市居

民养宠物有很大关系，狗咬伤会导致狂犬病，已经在

部分地区导致多例狂犬病死亡，应引起重视。

本研究在调查社区人群伤害时，没有明确调查

自杀、他杀等敏感的伤害种类发生情况，虽然刀割 (
锐器伤和中毒中可能包含个别自杀及他杀的对象，

但人群中伤害总发生率、死亡率会低估，这些敏感伤

害种类发生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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