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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危险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俞敏钟节鸣 丛黎明

·589·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探索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的方法，对40 625名中小学生伤害调查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单

因素分析发现伤害与性别、年龄、近视、爱好户外运动、经常骑自行车、喜欢爬高玩耍、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燃放烟花爆竹等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性别(0R=0．88)、近视(oR=1．11)、养猫

(0R=1．18)、业余爱好户外运动(0R=1．25)、喜欢爬高玩耍(0R=1．14)、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

全(0R=1．11)、经常骑车(0R=1．13)是主要影响因素；跌伤、刀割伤、碰撞伤、动物咬伤的危险因素

基本一致。结论学生伤害由多因素作用导致，学生个人行为特征和家庭因素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 伤害；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

Study on the risk factors of i川uri鹤among sch00l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yU Mi”，ZH()NG，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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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injury among sch00l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the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jury intervention prc}gram．IⅥethods

A case一∞ntrol study was∞nducted on 7454 cases and 34 611 controls．Data was analyzed by unconditional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109istic regreSsion using sTATA 5．0． Results There were 7454 students

suffered fmm varied iniuries during the past one year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26．39％．The Ieading causes

of injuries were falls(10．52％)，knife—cutting(3．7l％)，collision(3．49％)and bitten by animals(1．30％)．
Results from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injur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gender(oR=0．82)，age(0R=

1．02)，frequenst outd∞r exercises((：)R=1．41)，myopia(OR=1．17)，frequently bycycle riding(OR=

1．20)，having hobby of playing at high places(oR=1．24)，education level of the parents(0R=0．88)，

“ring fireworks etc． Results from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OR=0．88)，myopia(oR=

1．11)，foStering pet cat(0R=1．18)，good at outdoor sports(oR=1．25)，riding bicycle frequently(OR=

1．13)，playing at high places(1：)尺=1．14)，unfit location of pesticide or medicine at home(OR=1．11)
were the main factors． Fall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ender(oR=0．83)，education of parents

(oR=0．95)，riding bicycle frequently(OR=1．12)，playing at high places(0R=1．12)and good at

outd00r sporting(1：)尺=1．3 1)． Cutting by knives was associated with gender(0R=1．14)and go。d at

reading and watching TV in leisure time(oR=0．88)．Colli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gender(oR=0．74)，

myopia(oR=1．21)，education levels of the parents(oR=0．94)，good at outdoor sporting(oR=1．39)

and riding bicycle frequently(OR=1．16)． Bitten by animals was associated with age(OR=0．95)，

fostering pet cats(oR=1．53)and dogs(0R=1．41)．Conclusion Inju“es in school students were caused

by multiple factors，especiaUy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ituation of the families．

【Key words】 Injury；Risk factor；Logistic regression

伤害已经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小学生是

伤害的高危人群u o，在对浙江省中小学生伤害现况

调查基础上[2]，为进一步探索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

为开展学生伤害干预提供依据，我们利用浙江城乡

4县、区中小学生伤害调查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果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310009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选择浙江省2个地区、2个县作为

典型地区，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抽中学

校的全部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过去一年中发生过伤

害的作为病例组，未发生伤害者作为对照组。

2．研究方法与内容：采用自我管理式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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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伤害发生情况、学生一般情况、父母文

化程度、父亲饮酒、养猫狗、家里药物放置不安全、喜

欢爬高玩耍、骑自行车等。先由项目组培训调查学

校的保健医生和班主任老师，由班主任老师对问卷

进行讲解，然后发给学生问卷，由学生填写后、班主

任和保健医生检查后上交。

3．伤害分类和诊断标准：伤害分类参考ICD一9E

编码标准，分为跌伤、碰撞伤、刀割伤、交通伤等14

种，病例诊断依据王声渭⋯提出的标准。有下列三

种情况之一者确定为伤害：①到医院或校医室诊治；

②家长或老师或自己做紧急处理；③受伤后休息半

天以上。

4．统计学分析：调查表经审核合格后，采用Epi

Info 6．04b录入计算机，数据清理后，对变量进行数

量化和赋值(表1)。使用STATA 5．O软件进行单因

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主效应模型拟

合采用后退法，以0R值(95％Cj)和P值作为分析

指标。

表1 中小学生伤害病例对照研究主要变量及赋值

变 量 赋 值

是否伤害

性别

年龄(岁)

近视

父亲文化程度

父亲饮酒

母亲文化程度

业余爱好看书看电视

业余爱好户外运动

经常骑车

不燃放烟花爆竹

养猫

养狗

喜欢爬高玩耍

听说过意外伤害

运动时想到会发生伤害

运动前做准备活动

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

0=对照，1=伤害病例

0=男，1=女

连续变量

O=否，1=是

O=大学以上，1=大专，2=中专，
3=高中，4=初中，5=小学及以下

O=不饮，1=饮

0=大学以上，1=大专，2=中专，
3=高中，4=初中，5=小学及以下

O否，1=是

O否，1=是

O=否，1=是

O=否，1=是

O=否，1=是

O=否，1=是

O=否，1=是

0=没有听说过，1=听说过

O=没有想到，1=想到

O=否，1=是

0=否，1=放在孩子容易拿到的地方

结 果

1．学生伤害发生基本情况：调查42 065人，1年

内发生伤害的7454例，共11 103例，34 611人未发

生伤害；伤害总发生率为26．39％，其中男生伤害

6291例，女生伤害4812例。跌伤的发生率最高

(10．52％)，依次为刀割伤(3．71％)、碰撞伤

(3．49％)和动物咬伤(1．30％)，爆炸、烧伤、溺水等

发生少。从年龄分布来看，以10～12岁组伤害发生

率最高(30．71％)，7～9岁组最低(21．39％)。发生

伤害的7454例中，发生跌伤3864例，刀割伤1454

例，碰撞伤1363例，动物咬伤532例。

2．单因素非条件109istic回归分析：对21个变

量逐个进行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从全部伤害看，年龄大(OR=1．02)、近视

(0R=1．17)、爱好户外运动(0R=1．41)、经常骑

自行车(0R=1．20)、喜欢爬高玩耍(oR=1．24)、

父亲饮酒(0R=1．04)是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男孩(oR=O．82)、父亲文化程度低(oR=

0．88)、母亲文化程度低(oR=0．88)、业余爱好看

书看电视(oR=0．82)、听说过伤害(oR=0．74)、

不燃放烟花爆竹(0R=0．74)和运动时想到伤害

(oR=0．91)是保护因素；而养猫狗、玩耍时想到伤

害、运动前做准备活动、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再分析跌伤、刀割伤、碰撞伤、动物咬伤等主要

伤害的危险因素情况，可以看出近视、业余爱好看书

看电视、业余爱好户外运动、经常骑车、喜欢爬高玩

耍是共同的危险因素，不燃放烟花爆竹是共同的保

护因素；其他变量的情况则有所相同(表2)。

表2 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及主要种类伤害

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P<O．01；#P<O．05；△P<0．10

3．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在单因素分

析基础上，筛选出P<0．10的变量，并加入根据伤害

病因假说判断的变量，做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

分析，然后用后退法拟合所有伤害和4种主要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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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为

近视、爱好户外运动、喜欢爬高玩耍、经常骑车、家里

药物农药放置在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女生较男生

发生伤害少；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单因素分析

时不显著，而多因素分析时进入主效应模型，单因素

分析中显著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父亲饮酒等变

量未进入模型(表3)。

表3 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危险因素多因素

非条件logistic分析主效应模型

主要伤害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跌伤的主要危

险因素是爱好户外运动、喜欢爬高玩耍、经常骑车，

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低是保护因素；刀割伤相关因

素有性别和业余喜欢看书看电视，女孩容易发生刀

割伤，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性别成为

危险因素，这与其他伤害情况不同，说明女性发生刀

割伤的危险性大；碰撞伤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近视、喜

欢户外运动、经常骑车，女生、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

低是保护因素；动物咬伤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养猫、养

狗，年龄大是保护因素，养猫养狗单因素分析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而多因素分析时进入模型。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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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从本研究资

料看，伤害的发生率和主要的伤害种类与国内同类

研究基本一致b剖，说明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

害的问题也很严重。从病因论的观点看，伤害发生

的基本条件包括致病因子、宿主和环境三方面哺]。

引起伤害的致病因子是能量，往往通过某种作用物

来传递；宿主和环境的因素通常复杂多变，当宿主、

能量、环境共同作用，伤害就随之发生。

从本研究因素分析的结果看，男生、喜欢爬高玩

耍、经常骑自行车、喜欢户外运动、近视等是主要危

险因素，玩耍、户外活动、骑车等都是男生好动、喜欢

冒险天性的表现，近视会影响学生判断，这些行为增

加了暴露机会，发生伤害的可能性也增加，女生相对

谨慎、活动少，运动、玩耍、骑车等机会少些，因此伤

害发生的可能性较男生也少；另外，养猫、父亲饮酒、

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也是危险因素，养宠物会

增加学生被宠物咬伤和抓伤的机会，父亲饮酒会影

响对孩子的照看，家里药物农药放置是否安全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家庭对儿童安全的重视程度，说明家

庭因素对伤害发生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伤害主要危

险因素与国内研究报道结果非常一致b。5’7。10I，但本

研究的0R值与国内同类病例对照研究相比略

低。7’8|，更接近于前瞻性研究结果¨0|，可能与病例对

照研究病例组选择和变量定义有一定关系。

从不同种类伤害的危险因素分析，喜欢爬高玩

耍、喜欢户外运动、经常骑车是跌伤和碰撞伤的主要

危险因素，玩耍、运动等增加发生跌伤和碰撞伤可能

性；父母文化程度低是这2种常见伤害的保护因素，

与姚应水、叶冬青。列及邱厚兴等旧-研究结果相反，但

与郭书芹等∽o、彭迎春等u0。的结果类似，推测是否

可能与文化程度高，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有关，还

需进一步探讨。养猫养狗是发生动物咬伤的主要危

险因素，与学生动物咬伤主要由猫和狗等宠物造成

相一致，家庭养宠物增加了学生发生动物咬伤的机

会；女生容易发生刀割伤，是否与女生做烧菜等家务

活有关，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生个人行为特征和家庭因

素是伤害重要危险因素。因此，从中小学生伤害预

防角度看，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使他

们意识到伤害时刻存在，避免爬高玩耍，注意户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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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安全等；对家庭来说，家长重视伤害预防，教育自 5

己的孩子、管好药物农药等危险物品、不养宠物也是

避免孩子发生伤害的重要措施，使得儿童养成良好
。

的安全行为，减少伤害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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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15例儿童狂犬病发病因素分析

朱卫 陈秀丽 郑丽敏 曹延继 赵文彬

连云港市在连续9年(1994—2002年)无狂犬病疫情，但

2003年7月突发疫情，至2005年5月新发狂犬病病例62

例，其中2～14岁儿童15例，占总病例数的24．2％。以下对

15例儿童狂犬病的发病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狂犬病诊断标准按GB／7014一1997“狂犬病诊断标准及处

理原则”进行。15例儿童狂犬病病例散在分布全市的4个县

和1个城区中的14个乡镇(其中1个乡发病2例)，占全市

乡镇总数的11．1％(14／126)，其中6个乡镇仅发现儿童病例，

而未有成年人病例。年龄分布为2～6岁6例，7～14岁10

例，男女性别比1：1．5。14例的暴露时间在2003年7月至

2004年6月，其中12例患儿家长能明确被犬咬伤的具体日

期，有2例只有小抓痕，伤口部位与暴露时间不确切。此14

例患儿均在2003年8月至2004年8月期间发病，另有1例

是在发病前8年(1998年，患儿4岁时)，被自家犬咬破手指

(未做暴露后预防处理)，以上病例暴露与发病时间基本与该

市成年人狂犬病流行时间吻合。动物咬伤部位与潜伏期关

系的分析表明，咬伤部位越接近中枢神经部位，潜伏期越短。

4例头颈部伤口的患儿均为短潜伏期(9—25天)发病，而伤

口在下肢部位的4例患儿潜伏期在65—110天，手及多处伤

的患儿为33—60天。伤人动物均为家犬，其中因嘻逗或撩惹

作者单位：222002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卫生防疫站(朱卫、郑

丽敏、曹延继)；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秀丽、赵文彬)

·疾病控制·

犬而伤人的5例(33．3％)，无故突然伤人的6例(40．0％)，

被可疑犬咬伤的2例(患儿均进行了暴露后疫苗接种)，还有

2例不详。15例中仅有2例因头颈部伤，且伤口深、出血多

才到医院求治，对伤口进行清洗、消毒；有9例对伤口未做任

何处理。暴露后疫苗预防免疫的3例(3／15)，按常规免疫程

序接种精制地鼠肾细胞狂犬病疫苗，但有1例在接种第3针

即暴露后第9天发病(短潜伏期发病)，另2例分别在疫苗免

疫后的第65天、79天，即疫苗全程免疫后的第37天、4l天

发病。15例患者均经市(县)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暴露后免疫失败病例简报：[例1]2岁女童，2004年6

月11日被邻村一只“健康”犬咬伤上唇和上臂，由于伤口较

深、出血，在当地乡医院清洗伤口后，即到连云港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咬伤后3小时)注射人抗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1

支，同时按免疫程序注射常州延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vero

细胞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但未进行局部浸润注射，注射第3

针后即第7天，发病死亡。[例2]9岁女童，2003年11月14

日在上学路上，无故被无主人“可疑”成年犬咬伤颈部和下

肢，浅表伤，伤口在家自行清洗，伤后2小时到乡医院注射大

连高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精制地鼠肾狂犬病疫苗，完成全程

免疫，于暴露后第65天疫苗全程免疫后的第37天发病，人

住连云港市第一医院，2天后死亡。

(收稿日期：2006。01—09)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