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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流行病学研究的若干方法学问题

孙业桓 余德新 黄子惠

伤害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

注。近年伤害流行病学研究在国内已得到广泛开展，但也应

看到在伤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存在诸多方法学问题。由于伤

害（事故）具有可反复多次发生以及伤害类型、发生伤害的原

因、发生地点、就诊场所等的多样性的特点，因而在进行伤害

流行病学研究时应对伤害研究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简单

地将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应用在伤害研究领域会出现

诸多问题并可能导致错误，本文仅就有关伤害流行病学研究

中涉及的部分方法学问题作一讨论。

!"关于伤害的定义：所谓伤害（#$%&’(）是指机械能、热

能、化学能、电能和放射线等能量在传递到机体组织并与之

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在机体组织无法耐受的水平上所造

成的组织损伤，或是由于窒息引起缺氧称之为伤害。然而，

从病理生理机制上所定义的伤害，无法满足流行病学研究的

需要，如进行高血压的流行病学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定义血

压达到什么水平视为异常，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病例”的

诊断标准问题。就伤害研究而言，即是在何种情况下视其为

发生了一次伤害，并被作为一个“统计病例”而纳入研究；在

伤害研究领域一般称之为伤害的标准化定义（)*+$,+’,#-.,
,./#$#*#0$），也 有 人 称 之 为 伤 害 的 操 作 性 定 义（01.’+*#0$+2
,./#$#*#0$0/#$%&’(）。

对伤害的界定，迄今国内外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研

究的目的，大致可从三个范畴定义伤害，分别以伤害发生后

导致死亡、住院或出现其他情况（比如因伤害导致一定时间

的活动受限、休工、休学等）作为判断依据。一般情况下，以

因伤害致死亡或住院作为依据定义伤害，标准易于掌握，更

易操作，但会造成低估伤害的问题，即大量的伤害并不需要

住院治疗，致死性伤害更少。因此，根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

研究者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操作性定义。由此，笔者认为应强

调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研究者的报告在进行比较时应

注意可比性问题，翻阅有关伤害的文献，出现对使用不同定

义的研究相互比较的报告并不少见。

近几年中国大陆开展的伤害研究基本上采用了由王声
［!］!334年提出的建议标准。凡具有下列三种情况中任何

一项，即作为伤害的统计对象：!到医疗单位诊治，诊断为某

一种损伤；"由家人、老师、同事或同伴对受伤者作紧急处置

或看护；#因伤请假（休工、休学、休息）半日以上。而金会庆

等［5，6］对儿童非致死性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研究采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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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外伤害发生后造成一定的身体损伤，父母或其他人曾

带儿童看过医生，未看医生者不列入研究范畴。美国国立卫

生统计中心!338年开展的全国性健康调查（9:;<）所拟定

的伤害定义是“所谓伤害必须导致伤者寻求医疗帮助”［=］。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医疗体制，因此，采用

此定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显然会低估伤害的发

生情况。>&$?#$)等［@］对学校伤害的研究定义是，凡具有下

列中一项，即作为伤害的统计对象：!至少导致缺课半天；"
曾接受医务人员的治疗。A.*’#,0&等［B］在一项干预性研究中

采用的伤害定义为，凡具有下列中一项，即列为伤害的统计

对象：!曾接受医务人员的治疗；"导致至少持续5C的不

适。鉴于伤害研究的操作性定义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我们建

议，有关的专业学会应发挥学科优势，根据研究目的拟定相

应的具指导作用的操作性定义，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

况，同时应注意与国际上较为广泛采用的定义之间的有机整

合，或可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以不同的人群为研究对象，探

讨不同定义之一致程度，以便在相互比较时能以一合理的系

数校正。

5"关于伤害发生情况的频率测量：测量（D.+)&’.）伤害发

生的频率是进行伤害研究的基础，以死亡作为结局的伤害死

亡率指标与一般的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并无区别，然而对于在

流行病学最常用的一些发生率测量指标（包括其称谓问题）

当应用到伤害研究时则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预防医学专业统编教材《流行

病学》第=版的“伤害流行病学”一章，对“伤害发生率”的描

述是“单位时间内（通常是年）伤害发生的人数与同期人口数

之比，是进行伤害研究与监测的常用指标。但伤害发生率远

不如 发 病 率 计 算 简 单，而 是 会 出 现 很 多 种 情 况 的 分

母。⋯⋯”，按此描述分子为“受伤人数”，然而，在伤害流行

病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一个人在一年中

可能会发生5次或5次以上的伤害，如何计数？由谭红专主

编的《现代流行病学》一书，除上述类似的描述外，同时给出

用发生伤害的人次数作分子的计算公式，但仍然称之为“伤

害发生率”。此相同的称谓势必会给读者、决策者和公众错

误的信息。因此，我们建议以不同的分子计算的“伤害发生

率”应给予不同的称谓，以人次数作分子的可称之为“伤害事

件发生率”（.E.$*FG+).,’+*.0/#$%&’(），从公共卫生的观点出

发，伤害事件发生率更具实际意义。H.$I?.2，J+/2+DD.［8］则

将“伤害事件发生率”称之为伤害比（#$%&’(’+*#0）。

伤害事件发生率是一个有单位的发生率指标，单位由分

母的性质决定。从概念上来讲，它是“比”。由于其分子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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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计数资料，而且相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会发生多次，因此

其可信区间的计算以及组间比较不同于一般概念的“发病

率”，有人建议应采用!"#$$"%方法［&］。虽然!"#$$"%方法仍

被用于此类重复发生事件的描述和比较，但其存在的问题和

缺点 早 在’()*年 +,--%.""/和 012-就 已 进 行 了 描 述，

+23%%，41,#%5［(］综述了相关的文献后认为，采用负二项分布

的方法更能真实地描述和分析此类资料。

不同人群伤害事件发生率的比较，除应考虑前述的伤害

“诊断”标准统一问题外，还应考虑到因混杂因子存在，直接

比较会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处理混杂因子存在时组间比

较的常用策略———标准化法，同样可应用于伤害事件率的比

较，并且已有此类事件计数资料事件发生率标准化率计算的

报道［’*，’’］。

67关于伤害发生影响因素的效应测量：效应测量指标比

数比（"//$,89#"，!"）及率比（,89-,89#"）当应用于伤害流行病

学研究时，应重新审视。:";;#%5等［’)］以老年跌落伤为例

对其做了系统评述，每年<=!岁老人大约有6*>发生跌伤，

此较高的伤害发生率并不影响暴露组与非暴露组跌伤率率

比的计算，但如果将老年人群跌伤者与非跌伤者进行比较

（病例对照研究），则高比例的跌伤者会对效应测量指标选择

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跌伤者并非罕见，显然如此计算的比数

比并不能作为"" 的较好的估计值。?#%-99#等［’6］的报道，

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一个66<人的老年人群队列与镇静

剂使用有关的跌伤粗相对危险度（""）为67’，而采用比数比

这一指标计算时所得!"值为6’7’，其间差异是因为采用不

同的效应测量指标的缘故。该研究报告两种粗效应测量指

标（""与!"）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是暴露于镇静剂组跌伤者

比例非常高（一年中至少发生一次跌落的比例达(6>，非暴

露组也达到6*>），报告中当采用2"5#$9#@回归分析在校正混

杂因子后校正的比数比仍达)&76。:";;#%5等［’)］提出了几

种变通的解决办法，比如可以定义发生跌落)次或以上者作

为“病例”，这样“频率”减少；再有，就是报告未校正的和校正

的所有比数比的计算结果，但由此会使读者对结果评价产生

理解和解释上的因惑。

正像我们已讨论的那样，对伤害研究，研究者更关心的

是伤 害 事 件、伤 害 事 件 率，然 而 可 应 用 于 反 复 发 作 事 件

（,-@1,,-%9-A-%9$）的统计分析方法［(，’B］，在伤害研究领域并

未得以较多合理的应用，而在中国的伤害研究报道迄今未见

应用 此 类 方 法。 此 类 方 法 涉 及 多 水 平 模 型（;129#C2-A-2
;"/-2）、广 义 估 计 方 程（5-%-,82#D-/-$9#;89#%5-E189#"%）及

!"#$$"%回归、负二项回归等指数分布族资料的统计学方法

等。流行病学研究较常应用的一般2"5#$9#@回归分析方法对

于单位时间或单位空间内某事件发生数（@"1%9/898）资料的

影响因素分析，并不是优选方法，且在伤害（或各类事故）研

究中，常无法满足2"5#$9#@回归分析所要求的各观察对象间相

互独立的应用条件，此在伤害研究领域应引起足够注意。近

年随着多水平统计分析模型研究的发展，人们已认识到对具

有层次结构的资料，如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所建模型预

测精度不高，且会得出错误的标准误、可信区间估计及不正

确的统计检验结果［’=］，在伤害（或事故）领域的研究常会忽

视伤害研究资料具有多水平的特点，此也应引起注意。

B7关于伤害信息收集过程的回忆偏倚：《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曾有专文介绍了伤害信息收集中的几个问题［’<］。就

非致死性的伤害流行病学研究而言，有关伤害的调查常常建

立在回顾性自我报告的基础之上，此类调查信息无论在发达

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均是对常规生命统计资料的有效补

充，对于常规资料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实际意义。但在

应用此类回顾过去发生伤害事件的回忆信息资料时，应充分

认识到其存在的偏倚问题。F8,-2等［’G］对*!’G岁儿童的研

究显示，随回忆时间的延长，报告的伤害率会有显著下降，从

’个月回忆期估算的)B7B>的年伤害率下降到’)个月回忆

期的’B7G>的年伤害率，其中尤以*!B岁年龄组和微伤的下

降最为显著，而对于较严重伤害比如导致缺课、卧床休息、外

科包扎或手术、住院的伤害则回忆偏倚较小。H"@I等［’&］在

加纳对一般人群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报告的伤害率从’
个月回忆期的)G7<>的年伤害率下降到’)个月回忆期的

G7<>的年伤害发生率，因此建议欲采用回顾调查方式估算

总的非致死性伤害发生率的回忆期不能跨度太长，以’!6个

月为宜。在中国有关回忆偏倚对调查结果影响大小的研究

未见报道，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人来说回忆偏倚的影

响大小有待研究。一年回忆期调查所获结果会低估伤害的

危害，且在描述伤害发生月分布时，也会因回忆偏倚而致难

以真实描述一年四季的分布特征。

=7关于伤害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类型：有关伤害流行病学

专著或一般流行病学著作中“伤害流行病学”篇章多是套用

一般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分类体系，但当应用于伤害研究时，

或许会发现某些情形下的研究无法套用（或套用不合理）某

种分类类型。比如，在调查时测量的是已存在的暴露，而伤

害结局则是按定义回顾过去一年是否发生和发生了几次，这

显然不是真正意义的横断面研究，因为伤害与否是通过回顾

得知的，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病例对照研究，因为抽样并

不是建立在结局存在与否的基础上，因此，:";;#%5等［’)］建

议与其试图把某一研究归类，倒不如在研究报告中真实描述

其研究设计和过程。

<7结语：开展伤害流行病学研究应清醒的认识到其特殊

性。应明确定义结局变量———伤害事件，注意控制和估计偏

倚，正确使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审慎的解说研究结果。伤害

流行病学工作者应进一步探讨传统流行病学方法应用的合

理性，不断发展伤害流行病学理论，重视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开展有一定深度和规模的具中国

国情特点的伤害流行病学研究，以满足我国)’世纪伤害预

防和控制工作所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参 考 文 献

’ 王声 7伤害流行病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7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B年(月第)=卷第(期 :J#%KLM#/-;#"2，N-M9-;O-,)**B，P"27)=，Q"7(

 



!""#，$%&""’

& 金会庆，张树林，陈朴，等’儿童非致死性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研

究’人类工效学，!"""，(%!)(’

* 金会庆，孙业桓，张树林，等’事故倾性儿童相关生理心理特征的

+,-./0.1回归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

$ 3456758，94567/:8，;.6-75<=0>?’@6A=5B46CD,./,6.6-
7D./,C7/46C1,6C.0.,6/：E40.,64+F74+0<@6075G.7HI=5G7B，!""J’

K.04+LF74+0<I040./0.1/)I75.7/!2：M404N5,O0<7E40.,64+F74+0<

I=5G7B，&222’!)*#’

(P=6Q.6/R:P5，S6.-<0I，>.-<0N,,0?T，704+’RD.C7O.,+,-B,N

/1<,,+.6A=5.7/.6U04<：4D,D=+40.,6)V4/7C/0=CB’PI1<,,+F74+0<，

!"""，W"%$2")$!&’

W :705.C,=R，X,+O4R，M7//BD5./E，704+’?1,605,++7C7G4+=40.,6,N4

1,OO=6.0B.6A=5BD57G760.,6D5,A710.60H,Y577Q./+46C/’@6075P

RD.C7O.,+，!""J，&W%!J*)!J"’

J 8761Q7+R，>4N+4OO7>’@6A=5.7/0,V,B/46C-.5+/.6IH7C./<

/1<,,+/：C.NN75760410.G.0.7/，C.NN7576057/=+0/？I146CP:=V+F74+0<，

&222，&#%!*&)!*W’

# Z.G454;:，T=OO.6-/:，S,7D/7++XM，704+’@6A=5B1,605,+：4-=.C7

0,57/7451<46CD5,-54O7G4+=40.,6’T4OV75.C-7U6.G75/.0B:57//，

US’&22!’

" Y+B66ZP，9=5.6-PR’34B/,NO74/=5.6-5407/,N571=557607G760/’

95.0./<87CP，!""W，*!&%*W$)*WJ’

!2 I0=Q7+X?，Y+B66ZP，;./<75RI，704+’I046C45C.[7C5407/,N

571=55760,=01,O7/’I040.87C，!""$，!*%!J#!)!J"!’

!! Y+B66ZP，I0=Q7+X?，I<45DI8，704+’R/0.O40.6-0<7G45.4617,N

/046C45C.[7C 5407/ ,N 571=55760 7G760/，H.0< 4DD+.140.,6 0,

<,/D.04+.[40.,6/4O,6-0<7 7+C75+B.6 E7H R6-+46C’?O P

RD.C7O.,+，!""*，!*J%JJW)J#W’

!& T,OO.6-ZY，S7+/7BP>，E7G.008T’870<,C,+,-.1.//=7/.60<7

/0=CB,NN57\=76046C571=55760<74+0<D5,V+7O/’;4++/.60<7

7+C75+B’?66RD.C7O.,+，!""2，!%$")(W’

!* X.6700.8R，ID771<+7B8，Y.6075I;’Z./QN410,5/N,5N4++/4O,6-
7+C75+BD75/,6/+.G.6-.60<71,OO=6.0B’ER6-+P87C，!"##，*!"%

!J2!)!J2J’

!$ Y45C6753，8=+G7BR:，I<4HRT’Z7-57//.,6464+B/7/,N1,=60/

46C5407/：D,.//,6，,G75C./D75/7CD,.//,6，46C67-40.G7V.6,O.4+

O,C7+/’:/B1<,+9=++，!""(，!!#%*"&)$2$’

!( IQ.6675TP，F,+0M，IO.0<X8;’?64+B/./,N1,OD+7]/=5G7B’

3.+7B，T<.1<7/075US’!"#"’

!W 汪宁’伤害信息收集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22，

&!%*J&)*J$’

!J F457+̂ ，_G75D71Q8M，P,67/MF，704+’X<77NN710/,N5714++,6

7/0.O40.6-466=4+6,6N404+.6A=5B5407/N,51<.+C57646C4C,+7/1760/’

?OP:=V+F74+0<，!""$，#$%("")W2(’

!# 8,1QT，?1<74OD,6-;，?CA7.I，704+’X<77NN710,N5714++,6

7/0.O40.,6,N.61.C76175407/N,5.6A=5B.6Y<464’@6075PRD.C7O.,+，

!"""，&#%J(2)J((’
（收稿日期：&22*)2#)&!）

（本文编辑：尹廉）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文稿申请“快速通道”发表的规定和要求

为了使反映我国流行病学领域中，有重大研究成果内容的论文尽快、及时在我刊发表，本刊自&22*年起，对作者的来稿从

审查到正式发表的程序，开辟了“快速通道”。为了使广大作者、读者了解文稿申请“快速通道”的规定和要求，特将申请“快速

通道”的规定和要求公布如下：（!）凡内容涉及有重大创新和为国内首创，达到或超过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论文，均可申请

进入“快速通道”，以使论文快速发表；（&）作者本人提出进入“快速通道”申请；（*）作者提供国内外数据库的查新报告；（$）作者

提供两位同行知名专家（作者所在单位的专家和作者的导师应回避）的推荐信，推荐信内容应包括本研究为“最新”、“首创”，及

申请快速发表论文的理由；（(）作者提供申请快速发表论文的作者署名无争议、发明权（即首创权）无争议的证明；（W）作者提供

论文一式*份（包括软盘）；（J）作者提供由作者单位科研部门开具的介绍信。

凡符合上述规定和要求，获准进入“快速通道”的论文，将由本刊编委会总编辑、相关专业编委共同审议决定是否刊登（每

篇论文需交纳快速审稿费&22元，并请通过邮局汇款），如编委会审查后同意论文发表，本刊郑重承诺，该论文于收稿后$个月

内正式刊出。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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