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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中国18省市中学生伤害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天娇 季成叶 星一 胡佩瑾 宋逸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青少年伤害的流行状况，为进一步制定相关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全国18省市中学生共170 602名进行《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自填。结果 中学

生伤害的发生率为43 7％，其中二次及以上伤害的报告率为20．9％。男生伤害报告率高于女生，主要

差别是由于二次及以上伤害发生引起。该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加，伤害报告率下降，特别是二次及以

上伤害报告率。因跌倒和物体砸碰受伤是男女生最常见的受伤原因，割刺伤和骨关节伤是男女生最

常见的受伤结果。重点中学、核心家庭和母亲高学历是各类伤害及再发伤害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中学生伤害发生率高，应针对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伤害特别是二次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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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cidences and ef如ct factors of iIljuri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18 province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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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epidemi0109ical situation of injuries among ad。lescents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01．Methods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v was

conducted among 170 602 middle sch00l students in 18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Results Theoverall

incidence of iniuries among middle sch00l students was 43．7％while the incidence of recurrent inju“es was

20．9％．The incidence of boy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main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current injuries incidence．The incidence of ir巧uries decreased with age in our investigation，especially the

recurrent injuries The main causes of injuries were fall and collision， and the most frequent results of

injuries were cut and bone—joint injuries among boys and girls， Key school， nucleic family and higher

education 1evel of mothers were protective factors to injuries． Conclusion Adolescents seemed high—risk

population for injuries．S；ome preventive measur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injuries

especially on recurrent inju“es．

【Key words】 Inju“es；Adolescents；Epidemiology

伤害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感染性疾

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一起构成危害人类健康的三

大疾病负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不论发达国家或发

展中国家，伤害都是前5位死亡原因之一，尤其对儿

童和青少年，是5～24岁年龄段的第l位或第2位

死亡原因¨J。我国1990 1995年疾病监测资料表

明，伤害死亡占全部死亡的11％旧1，1992年部分地

区统计资料表明伤害是5～14岁人口的首位死

因口]。伤害发生的严重性在于其常见，且致残多，后

遗症多。伤害预防与控制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解

儿童青少年伤害的现况及其原因，为进一步制定相

关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流行病学的基本资料，本研

究对全国18省市的中学生伤害情况进行了调查。

基金项目：卫生部疾病控制司2004年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100083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对象与方法

在全国18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

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海南、四川、青海和新疆)选取初一至高三中学

生，统一使用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编制

的《2005年中国18省市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

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进行不记名集体自填。相关

指标包括过去12个月是否严重受伤(定义为由于外

伤，而需要得到医生或护士的治疗，或者至少1 d不

能上学或参加运动)，以及受伤的原因(8项)和结果

(6项)。使用Epi 6．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用SPSS

13．O软件分析相关报告率。Y2检验差异。二分类

及多分类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如

学校类型、家庭类型、社会经济水平、父母亲学历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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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不同性别及年龄组中学生伤害发生情况：问卷

有效回答学生共170 602名，其中男生83 156名，女生

87 446名，平均年龄15．6岁±1．9岁。分为ll～15岁

和≥16岁两个年龄组，男生分别为37 052、46 104人，

女生分别为38 402、49 044人。按伤害发生频率分为

一次伤害、二次及以上伤害即再发伤害。调查中学生

伤害发生的报告率为43．7％，男生46．3％，女生

41．2％(表1)。其中再发伤害的报告率达到20．9％，

男生23．5％，女生18．3％。一次伤害报告率男、女生

无明显差别，11～15岁组女生较高(P<O．05)，≥16

岁组男生略高(P<0．1)。再发伤害报告率则男生明

显高于女生(P<0．05)。随着年龄的增加，伤害报告

率下降，特别是再发伤害报告率。

伤害人平均发生伤害次数为1．8次，再发伤害组

(占伤害总人数的47．8％)发生伤害占伤害总事件的

71．1％，再发伤害组人均发生伤害次数为2．7次。

表1 我国18省市中学生不同性别及年龄组

伤害发生的报告率(％)

多分类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对

再发伤害的影响，结果发现均与再发伤害有关(P=

O．05)。普通中学学生比重点中学学生更容易发生

二次及以上伤害(o尺=1．11)；核心家庭比大家庭、

单亲、重组或隔代家庭对学生再发伤害有保护作用；

社会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再发伤害率也高；特别是

父母亲学历对再发伤害的影响作用较大，低学历是

危险因素，父亲为文盲(OR=1．26)或母亲为文盲

(0R=1．56)者更易发生再发伤害。

2．中学生伤害发生的原因类型：将受伤原因分

为8类(表2)。其中因跌倒和物体砸碰受伤是男女

生最常见的受伤原因，报告率分别为32．2％和

19．6％。发生率前四顺位，男生是跌倒、物体砸碰、

打架、自我伤害；女生是跌倒、物体砸碰、自我伤害、

火灾或烧烫伤。随着年龄增加，各项伤害发生报告

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下降程度最高的伤害类型在

男女生都是跌倒、打架和受攻击虐待。但值得注意

的是自我伤害在男生随年龄增加而略有增加(P<

0．05)，女生则差别不大。

多因素lo妇stic回归分析表明，多数伤害与学校

类型、家庭类型和父母学历有关(P=0．05)。普通

中学学生更易发生各种原因的伤害，特别是溺水

(oR=1．37)、打架(OR=1．27)和受攻击虐待

(0R=1．22)；核心家庭是各类伤害的保护因素，特

别是对于溺水(oR=0．90)、受攻击虐待(oR=

0．90)和自我伤害(OR=0．91)；父母高学历是保护

因素，特别是母亲学历，对于溺水(oR=1．11)、受

攻击虐待(OR=1．08)和打架(OR=1．07)。

3．中学生伤害发生的结果类型：将受伤结果分

为6类(表3)。其中割刺伤和骨关节伤是男女生最

常见的受伤结果。各伤害男生报告率均高于女生，

特别是骨关节伤。随年龄增加，各伤害报告率没有

明显下降趋势。因伤害导致的肢体致残(失去足、

腿、手或胳臂的全部或一部分)报告率达1．2％，男生

为1．6％，女生为0．9％。

表2 我国18省市中学生伤害原因类型报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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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国18省市中学生伤害结果类型的报告率(％)

8．3 3 897 7．9

1，4 994 2．0

0．6 307 0．6

0．9 417 0．9

0．8 446 0．9

7 083

1 527

542

748

751

8，1 15 576 9．1

1．7 3 631 2．1

O．6 1 647 1．0

0．9 1 985 1．2

0．9 2 120 1．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也表明，多数伤害结果

与学校类型，家庭类型和父母学历有关(P=0．05)。

普通中学的学生各类原因结果更多，特别是烧伤

(OR=1．43)、枪伤(o尺=1．37)和导致肢体致残

(0R=1．33)的伤害；核心家庭同样是保护因素，特

别是对于烧伤(oR=0．90)和枪伤(。R=0．90)；父

亲低学历是烧伤(0R=1．12)和枪伤(oR=1．11)

的危险因素。

讨 论

儿童青少年是伤害的高危人群，中小学生伤害

发生率为10％～50％Ho，本次调查发现，中学生伤害

的发生率较高，达43．7％，与文献[5]1．4万中小学生

的调查结果近似。本调查中二次及以上伤害的报告

率达20．9％，占伤害报告的47．8％，与文献[6]报告

的42．96％近似，低于某研究报告的65．43％"o。本

次调查还发现男生伤害报告率高于女生，但一次伤

害报告率男、女生无明显差别，主要差别是由于二次

及以上伤害发生引起。随着年龄的增加，伤害报告

率下降，特别是二次及以上伤害报告率。伤害的再

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女生组和年长组伤害总

报告率的下降均是由于二次及以上伤害报告率的明

显下降，提示二次及以上伤害可能成为预防和干预

的重点。因跌倒和物体砸碰受伤是男女生最常见的

受伤原因，割刺伤和骨关节伤是男女生最常见的受

伤结果。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调查发现因伤害导致的肢体致残率为1．2％，略高于

王声瀵等。5。的研究结果，提示伤害致残在青少年中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学校类型、家庭类型、社会经济水平、父母亲学

历等危险因素均与伤害的发生相关。重点中学、核

心家庭和母亲高学历是各类伤害及再发伤害的保护

性因素，与其他报道一致[8]。这些可能与母亲在儿

童教养方面起主要作用有关；大家庭或单亲等家庭

对学生伤害风险更大，可能是由于人口较多，结构不

完善，忽视教养等原因造成；同时重点中学在减少校

园环境事故隐患和积极培养学生安全意识方面可能

做了更多的工作。

伤害的发生特点是常见、多发，本次调查也体现

了这一特点。伤害对于青少年健康有着严重的危

害，我们应根据不同年龄、性别学生伤害发生类型和

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学校、家庭和社会各个水

平发挥其作用，加强伤害预防的健康教育，帮助青少

年提高健康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并做好发生

率较高的伤害的防范工作，预防和控制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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