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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分析

张琼詹思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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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摘要】 目的系统总结国内不同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发生情况、发生率及人次发生率，为伤害发

生的预防与控制措施提供幕础数据。方法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根据研究问题制订检索策略，检索

有关伤害发生率调查的研究文献，进行排除归纳后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符合人选

标准的文章共42篇，涉及伤害监测样本量259 994人，其中发生伤害79 995人和127 97s人次，伤害合

计发生率按人数和人次数分别为30 77％和49．22％。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一1．752，P=0．110)。男、女生伤害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998，P=o．000)，男生高于女生。

不同地区报告的伤害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 890．P=O．120)。不同报告类型的伤害发生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20 077，P=O 003)。伤害发生率前3位依次为跌伤、运动致伤、交通车辆

伤。结论对发表文献的系统综述表明，国内中小学生伤害发生以跌伤、运动致伤、交通车辆伤最高。

【美键词】伤害；发生率；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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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伤害是现代社会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目

前关于学生伤害发生率报道很多，发生率相差也较

大，最低为0_89％“o，最高为75．13％“1，但缺乏统一

判断标准的全国性监测数据。为了全面总结近年来

我国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的情况，本研究采用系统综

述的方法，对已发表的此类研究结果进行综合比较

分析，以期为今后开展干预工作提供一个基线数据。

作者单位；100083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

生统计学系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102488北京市房山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詹思延，Email：siy蚰一ihaTI@M～edu cn

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文献检索对象为2000—2005年间

发表的与学生伤害相关的中文文献。检索时间为

2005年11月，主要进行数据库检索，即对万方数据

医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医药卫生部分，以关键词“学生伤害+调

查”，出版年限“2000—2005”限定进行模糊匹配检

索。人工过滤上述检索到的文章，确定与中小学生

伤害发生相关的文章下载全文，对未包含在cNKI

中的文章，通过检索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及人工检索

获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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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纳入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研究类型为

现况调查数据；②研究对象为中小学生；③伤害界定

参考标准“o：到医疗单位诊治，诊断为某一类损伤；

由家人、老师、同事或同伴对受伤者做紧急处置或看

护；因伤请假(体工、体学、休息)半日以上。排除标

准：①信息不完整或不清晰；②不符合本研究伤害界

定参考标准；③重复发表或同一研究；④干预研究。

3质量控制：①文献摘录为同一人；②对摘录资

料进行严格质量核查，包括资料完整性检查和正确

性检查，文献全面检索、变量提取和数据录入工作完

成后，对42篇文献进行复核，保证数据完整和正确，

否则重新复核摘录；③分析阶段，如对文献摘录内容

各项目有疑问，核对原始文献，以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

4．统计学分析：对检索到的文献，使用Epi Data

3，0软件建立文献摘录表，进行数据提取，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Excel进行表格制作。

结 果

1．纳入文献的特征：文献检索纳入流程见圉t。

最终纳入的42篇文献的一般特征见表1。文献覆

盖了1998—2004年问42篇现况调查资料，包括17

个省市，覆盖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东北6个

地区的调查现况，多数属于为期一年的回顾性调查。

纳入文献所研究的总样本量为259 994人，各研究样

本量不一，变化范围为668～42 065人，中位数为

3688人。41篇文献给出性别人数，其中男性

132 999人，范围在307～21 836人，中位数为1807

人；女性120 875人，范围在361～20 229人，中位数

1763人。

圈l 文献检索纳入流程图

2．合计发生率：纳人文献所研究的总样本量为

259 994人，发生伤害79 995人(表1)，范围在83～

11 103人，中位数为1075人；发生伤害127 978人

次，范围在83—16 214人次，中位数为1517人次。

合计的总伤害发生率分别为30．77％(人)和49．22％

(人次)。

3．不同年龄性别伤害发生率：提供年龄的22篇

文献显示，现况调查年龄范围在5～20岁．此年龄范

围的合计伤害发生率为31．97％(43 040／134 645)。

提供性别的35篇文献研究样本量为211 166入

(男“0 646，女100 520)。其伤害发生样本量64 920

人，按性别分男性伤害发生37 817人，女性伤害发生

27 103人。男性伤害发生范围在62～6291人，中位

数为479人；女性伤害发生范围在21～4812人，中

位数为338人；35篇文献伤害发生率为30，74％，其

中男性为17．91％，女性为12．83％。性别专率经过

检验也符合正态分布，考虑它们在同一篇文章中，可

以认为是相关的，而不是独立的，故采用配对设计的

两样本均数t检验。男、女生伤害发生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5．998，P=0．000)，男生高于女生。

4．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纳人的42篇文献中，

小学生的5篇，中学生的8篇，中小学生混合的29

篇。现有的5篇小学生文献显示研究样本量17 732

人，范围在1629～9305人，中位数为1760人；伤害

发生人数为2470入，变化范围为83～802人，中位

数为491人，伤害发生率为13．93％(2470／17 732)。

现有的8篇中学生文献显示研究样本量17 742人，

范围在668～4042人，中位数为1784人；伤害发生

人数为7073人，变化范围为332～2145人，中位数

为677人，伤害发生率为39．87％(7073／17 742)。

去除小学生组中的一个最小值异常点后，中小学生

组均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因此采用完全随机设

计两独立样本的￡检验，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F一1．752，P=0．110)。
5．不同地区伤害发生率：以秦岭一淮河为界划分

区域。在所报道的42篇文献的259 994人中，伤害

发生人数79 995人，伤害总发生率30．77％。伤害前

三位发生率依次为华南、华中、西北地区；中位数前

三位的依次为华南、西北、华中地区(表2)。各研究

样本量不一，变化较大，其中就华东地区而言，样本

量变化范围在1433～42 065人，中位数为6423人，

四分位数分别为2507、6423、12 653人。经过K．s

检验，资料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地区报告的伤害发生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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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F=l。890，P=O，120)。

6，前三位伤害类型及其发生率：对42篇文献的

前三位伤害类型进行详细分类，发生跌伤33 228人

次，总发生率为16，oo％；发生碰撞伤14 148人次，总

发生率为7．78％；发生锐器刀割伤15 482人次，总发

生率为8．20％；发生交通车辆伤3933人次，总发生

率为9．96％；发生扭伤206人次，总发生率为

5．91％；发生动物咬伤2972人次，总发生率为

7．32％；发生运动致伤1807人次，总发生率为

883·

10．67％。经K—s检验结果资料严重偏离正态分

布，因此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

检验，不同报告类型的伤害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f=20．077，P=o．003)。伤害发生率前三位依
次为跌伤、运动致伤、交通车辆伤(表3)。

讨 论

应用系统综述的方法对期刊文献中的伤害发生

报道进行综合分析，最大限度的保证所有文献检索、

衰1 纳入研究文献概括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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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不同地区报告的伤害发生率

纳入排除以至分析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有利于

得到更全面的合并分析结果，为学生伤害的进一步

深入研究提供线索。系统综述的结果受原始文献质

量、文献间异质性等问题的影响，可能存在对某些因

素未加衡量，以至影响了合并伤害发生率。

本研究是基于文鼓的二次研究，因此发表偏倚

难以避免。另外，本次研究中发现伤害调查文献普

遍存在如下的问题：①监测时间短，绝大多数提到

文献追溯的时间均在2年以内，没有长期的跟踪调

查和访视，因此学生伤害发生率的实际动态不清楚；

②监测为横断面凋查，依靠回忆调查方法监测学生

伤害的发生情况，可能会漏掉一些病例；◎不能排

除学生在医疗单位就诊后隐瞒伤害发生情况，比如

轻型伤害状况的发生。

本次系统综述发现，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虽然

有区别，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尽管中学生在

认知和防护方面都优于小学生，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应该一视同仁，加大维

护力度，将棱内外伤害问题遏制在萌芽中。地区报

告伤害发生率有区别，华南、华中、西北伤害发生率

都较其他地区为高，但是不同地区报告的伤害发生

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男女生伤害发生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男生高于女生。从生理角度而言这是

符合规律的结果，应加强对男生安全教育的力度。

从伤害发生类型和文献数目可以看出，目前跌伤、运

动致伤和交通伤害对学生影响较大。跌伤与运动致

伤可能与学校环境和条件有关，应考虑在环境方面

增加硬件投入，比如松软的草坪，娱乐场所标注警示

牌等，以减少可能造成的伤害。道路交通伤害居高

不下与近年来城市机动车数量剧增、交通环境不良、

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有关““，需

要进一步改善道路交通条件，加大执法力度，加强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机动车驾驶员和中

小学生以及所有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是降低交通伤

害发生的前提和保障。

由于各个地区主动监测数量不同，因此文献报

告的数量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尽管不同地区报告

的伤害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并不能认为

实际地区伤害发生就没有差异。考虑在今后的实际

工作中，应该除了调查项目之外，增加对调查背景的

人文环境、客观情况、地区特点等方面的说明，以便

能够互相比较，互相借鉴。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认为目前广为引

用的判断标准也应该适时更新，应更适用于我国现

行的伤害发生识别、诊断标准，包括适宜的检测手

段、量化的分类软件包等，应该是今后实际工作中所

考虑的问题。

另外，目前报道的文章大都没有针对地区伤害

发生的外环境的描述，如伤害发生场所是否环境条

件不够人文，交通不便利，或者条件不具备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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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些问题，改变这些危险因索便可以降低甚或

阻止伤害的发生。文章大多缺乏这样的量化指导

依据。

总之，本次文献检索各地报告伤害总体发生率

不一，本研究的伤害发生率在30％以上，可能与大

部分横断面调壹选择人群等有关。本文只是从作者

监测的年代与伤害监测的样本量．伤害发生人数，人

次及伤害类型的前三位排序人手，而没有考虑更多

的环境因素，如当地人文条件与背景，因此在很大程

度上不能暴露学生伤害发生背后存在的问题，这有

待于今后的研究中共同探讨，予以弥补，为中小学生

伤害的干预提供更翔实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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