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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农村留守儿童非致死性
伤害特征研究

沈敏 杨森焙 郭勇 刘筱娴 杜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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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湖北省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伤害特征，评价父母外出打工对儿童伤害造成

的影响。方法采用现况研究方法和面对面访谈法，于2006年9月对麻城市区和白果镇、宋埠镇的

6所中小学校进行调查。结果 共调查3019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1182名(39．15％)。留守率男生

为39．92％，女生为37．98％。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者占62．29％，父母一方外出者占37．71％。伤

害总发生率为179．1‰，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率为253．O‰，高于非留守儿童(119．8‰)，且留守男生的

伤害发生率最高达到316．4‰。留守儿童前三位伤害类型均是跌落伤(84．6‰)、机械伤(40．6‰)和动

物伤害(36．4‰)。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在家中、学校和道路。总住院时间达208 d，需要

治疗的伤害总费用共47 268元，人均201元。结论农村中小学校留守儿童占较高比例，留守儿童的

伤害发生率较高，伤害负担较重。

【关键词】伤害；非致死性伤害；留守儿童

Study on nonfatal injuri鹤among h岫e—stranded children in rumI environment of Hubei province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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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豫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fatal inju^es among home—stranded

ch订dren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 of Hubei proⅣince，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n child iniurv due to their

parents going out for work．T订ethods C rI)ss—sectional study and cluster sampling surveys were applied in

September 2006 to survey students in six schOols inⅣfacheng dty，Baiguo town and sOngpu town．R鹤ults

3019 students were surveyed，1182 students were home—stranded children，constituting a rate to 39．15％．

Male and female children ac∞unted for 61．51％and 38．49％of students respectively．The rates of home—

stranded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were 39．92％and 37．98％resDectivelv． Home—stranded students who

had both parents accounted for a 62．29％，and those who had one parent at home accounted for 37．71％．

Among these students， the total iniury rate was 179．1‰， while fOr home-stranded children it was

253．0‰．Male home．stranded children had the highest iniury rate，higher than the rate for females．The

three 1eading causes of injury were faU (84．6‰)， mechanical (40．6‰) and animal rdated injures

(36．4‰)．The main injury sites were at home，sch001 and on the street．The total 1ength of stay in the

hospital was 208 days， and the total cost was RMB 47 268 Yuan， and the average cost per perSon was

RMB 201 Yuan．ConclIlsion There was a high proportion of home—stranded children in sch∞l of Macheng

and two towns． Injuries were more serious than generaI students． It causes a high injury burden to these

home—stranded children．It is important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se children and to improve their safety．

【Key words】 I玛ury；Nonfatal injuries；Home—stranded children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农村人口

向城市再一次大规摸的迁移，而留守儿童正是这种

迁移的产物。根据文献定义，农村“留守儿童”是指

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长期打工而被留在

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

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金资助项目(01513730)

作者单位：430030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童。目前估计农村留守儿童约2000万Ho。这种现

象已经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他。4o，众所周知，伤害已成

为大多数国家0～14岁儿童及青少年的第一位死亡

原因"’⋯。已有的研究表明，性别、遗传因素、气质

个性、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均对儿童伤

害相关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家庭因素在儿童伤

害相关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o。留守儿童远离父

母，没有父母的照顾和监护，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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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其伤害发生状况与非留守儿童有无差异，本研

究拟通过对麻城市区、白果镇和宋埠镇6所学校进

行调查，以期了解农村地区儿童的留守及伤害现状。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在麻城市区、白果镇和宋埠镇分别

选择2所学校，6所中小学校学生全部进行调查(除

毕业班)，共调查3019人。班级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2．研究方法：采用自制调查表，包括班级留守儿

童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伤害调

查表3种表格。班级调查表内容有班级总人数、男

女生人数、留守儿童人数及伤害发生情况等。

3．调查方法：采用面对面访谈法。调查员为经

过培训的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专科班学生(4

人)、研究生和博士生(4人)。调查时由1名研究生

与1名专科生组成一组，在不影响学生上课的情况

下，分组进入各班级进行调查。调查时问为2006年

9月26—28日。

4．相关概念的界定：

(1)留守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被留在

户籍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时间超

过半年的儿童。11。

(2)伤害的统计标准悃o：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①到医疗单位诊治，诊断为某一类损伤；②由家人、

老师、同事或同伴对受伤者做紧急处置或看护；③因

伤请假(休工、休学、休息)半日以上。

(3)伤害发生的时间：凡在2005年9月1日至

2006年8月31日期间发生伤害者确定为伤害

病例。

结 果

1．一般情况：

(1)留守率：共调查学生3019人，其中男生

1821人，女生1198人，男女性别比为1．52：1。在所

有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共1182人，占全部调查学生的

39．15％。其中留守男生为727人，留守女生为455

人，分别占61．51％和38．49％，留守学生中男女性别

比为1．6：1，接近总体性别比。根据留守儿童在所调

查学生中所占的比例，即可计算出6所学校留守儿

童总留守率为39．15％。其中男生留守率为

39．92％，女生留守率为37．98％，两者较接近，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Y2=1．1453，P=0．2845)。

(2)留守儿童是否为独生子女：发生伤害的留守

儿童中男生有124人(54．15％)是独生子女，女生仅

27人(39．71％)是独生子女，而女生非独生子女占

60．29％，男女留守儿童独生子女的比例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Y2=4．3758，P=0．0365)。

(3)留守儿童生活和社交情况：留守儿童做家务

的情况较常见，其中有225人(75．76％)经常做家

务，女生(79．41％)高于男生(74．67％)。37．04％的

留守儿童承认在父母离开的时候犯过严重的错误，

主要为违反学校纪律和打架斗殴；77．78％留守儿童

在伤心时可以找到心理安慰，主要来自监护人

(35．53％)、朋友(30．7％)和同学(20．61％)。在父／

母离家期间有73人(24．58％)受过来自监护人的不

良待遇，最常见的是口头责骂(82．81％)和体罚

(15．68％)。

2．伤害特征：

(1)伤害总发生率：在所调查的3019名学生中，

有519名学生在过去一年间发生过伤害。伤害总发

生率为179．1％。。其中男生伤害数为396人，女生为

123人，男女生伤害发生率分别为217．5％。和

10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66．8874，P<

0．0001)(表1)。

(2)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519名发生伤害的儿

童中有299名为留守儿童，占伤害发生总数的

57．61％；男生为230人，女生为69人。男女生性别

比为3．33：1。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为253．0％。，男女

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分别为316．4％。和151．6‰，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Y2=40．1814，P<0．0001)。从年

级分布看，留守儿童小学生伤害发生率最高

(458．3％o)，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低(表1)。

表1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6所学校不同性别、年龄

儿童伤害发生率

(3)伤害类型、地点和严重程度：不论男生还是

女生，留守儿童前五位伤害类型均是跌落伤、机械

伤、动物伤害、烧烫伤和溺水。按伤害发生率排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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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一致。其中跌落伤的发生率为84．6％。，机械伤、

动物伤害、烧烫伤和溺水分别为40．6‰、36．4‰、

16．1％。和12．7％。。做家务与不做家务的留守儿童伤

害类型有所不同，做家务的儿童跌落伤、机械伤和动

物伤害的比例远远高于不做家务的留守儿童(图

1)。留守儿童伤害发生地点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家

中、学校和道路，占81．4％。从伤害严重程度看，留

守儿童伤害以轻度和中度为主，两者共占88．55％

(表2)。

晕 $ * 蟮 $ 帅 晕
怖 鹕 臻 蜒 誉 $ 璩
鼎 餐 窭 璎 嚣
倒 摄

图1 湖北省麻城市6所农村学校中留守儿童

是否做家务与伤害类型的关系

表2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6所学校留守儿童伤害类型、

发生地点和严重程度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4)伤害部位和伤害结局：留守儿童的伤害部位

以四肢为主(69．05％)，颈部和躯干部分别占

18．71％和7．14％。71．58％的留守儿童伤害后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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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愈，28．41％的留守儿童损伤处有不适或肢体活动

受限，本次调查未发现有伤害致残和致死的病例。

(5)伤害负担：有177人(62．11％)在门诊治疗，

24人(8．42％)住院，总住院天数达208 d，伤害后的

平均治疗时间9．03 d。30．57％的人在伤害后没有

休息，78．60％的儿童休息天数在一周以内。因伤害

共休息1902 d。297名儿童中进行治疗的儿童费用

共47 268元，人均201元，最高2000元。伤害治疗

费用60．00％在100元以内，费用在100～1000元之

间的占37．45％，1000元以上的仅占2．55％。从伤

害类型看，费用最多的前三位伤害类型是交通事故

(337元／人)、烧烫伤(333元／人)和溺水(289元／

人)；最少的是动物伤害(155元／人)。但跌落伤

(220元／人)、机械伤(233元／人)和动物伤害(156

元／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在总经济负担中占的比重较

多，分别占32．00％、17．00％和11．00％。

3．不同监护人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情况：本调

查发现，62．96％的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打工，与祖

父母或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且男生(65．07％)高于女

生(55．88％)，见表3。其中监护人是祖父母或母亲

的儿童最易发生的伤害类型均以跌落伤、机械伤和

动物咬伤为主，而父亲作为监护人的儿童最易发生

的伤害类型是跌落伤和动物咬伤，无人发生机械伤

和交通伤(表4)。

表3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6所学校不同性别留守儿童

伤害与监护人的关系

表4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6所学校留守儿童伤害类型

与不同监护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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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童留守与监护情况：国内有报道父母外出

打工的学生约占20％～50％u o。2004年项继权

等H1对麻城市歧亭和白果镇的乡镇中小学调查显

示，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约在1／3左右，父母双方在

外打工的约为10％。本调查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

占全部学生39．15％，男生留守率略高于女生。留守

女生非独生子女的比例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比

例。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者185人，占留守儿童的

62．29％，占全部学生人数的6．13％，这些儿童主要

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其中父母一方外出打工

者占37．71％，这些儿童的监护人通常是母亲或父

亲，与国内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2．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现状：目前国内报道关

于中小学生(或0～14岁儿童)伤害发生率在

“．94％～62．30％之间旧上4。。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不同地区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存在很大差异，但也

存在一定的规律：农村学生伤害发生率高于城市，男

生伤害发生率高于女生，小学生高于中学生。例如

南京市中小学生的意外伤害发生率为15．87％，小学

生意外伤害发生率(25．63％)明显高于中学生(初中

生为12．39％，高中生为10．78％)；男女生伤害发生

比例为1．93：1；城郊学生伤害发生率(20．30％)明显

高于城区学生(13．63％)和郊县学生(14．41％)∽o。

上海市O～14岁儿童的伤害发生率为10．6％，无性

别差异，年龄越小，伤害发生率越高儿0|。段蕾蕾

等H¨报道广州、上海、北京三城市儿童的非故意伤

害发生率为16．5％，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同样存在低

年龄儿童伤害发生率高于高年龄段儿童。熊忠贵

等u21报道湖北省某农村0～14岁儿童2000—2001

年伤害发生率为10．88％，男童是女童的1．4倍，5～9

岁儿童伤害发生率最高。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所调

查的3019名学生的伤害总发生率为179．1‰。留守

儿童伤害发生率高达253．0‰，留守男童的伤害发生

率高达316．4‰，高于留守女童(151．6‰，P<

0．0001)，也高于非留守男童(151．7‰)，小学生伤害

发生率为359．9‰，留守小学生高达458．3‰，均高于

上述地区的报道，可能由于农村儿童参与劳动较多，

且留守儿童做家务非常普遍，这可能使留守儿童暴

露于更多的危险环境中，从而导致留守儿童伤害发

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的原因之一。留守男生伤害发

生率高可能由于没有父母的约束，男生自我管理能

力相对较弱，使留守男生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群体，

是伤害干预的重点对象。总的来说留守儿童的伤害

规律性与上述地区基本一致。

3．留守儿童伤害特征：

(1)伤害类型：不论城市还是农村，0～14岁儿

童非致死性意外伤害以跌落发生率最高，是伤害的

首位原因[9J4|，第二位以后的伤害类型存在地区差

异，但总的来说，交通事故、机械伤是城区学生的主

要伤害类型，而农村学生的主要伤害类型以机械伤、

动物咬伤、烧烫伤、溺水等为主n引。交通事故在城

市的排位一直较靠前，目前在农村也逐渐显出其重

要地位，这可能与农村经济发展和机动化程度有关，

城市机动车较多，而农村摩托车普遍。因此城市和

农村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可能存在差异，值得进一

步研究，如北京市儿童伤害类型跌落是首位原因，发

病率为689．23／10万，其次是动物咬伤(490．12／

10万)和交通事故(268．03／10万)n4I。湖北省农村

0～14岁儿童主要伤害原因意外跌落(发生率为

3．37％)、动物咬伤(2．50％)、交通事故(1．38％)、机

械事故(1．30％)和烧烫伤(1．21％)H引，与本次调查

结果稍有差异。本次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主要伤害

类型是跌落伤、机械伤、动物咬伤、烧烫伤、溺水和交

通事故。

(2)伤害发生地点：不论城市或农村，伤害发生

地点均以家里、学校和街道／公路为主，且伤害类型

与地点有相关性n0’11’1
3|。贾尚春等H3 3认为不同伤

害原因的地点分布明显不同，公路／街道是交通事故

(96．9％)多发地，家里和学校多发生跌落(50．7％和

31．5％)和钝器击打(42．5％和34．5％)，同时家中也

是刺伤、烧烫伤的多发地，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留

守儿童伤害地点以家中(31．99％)为主，非留守儿童

主要发生在学校(30％)。这提示同是跌落伤，对于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来说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不同

的，值得进一步研究。也可能留守儿童伤害与做家

务较多有关。

(3)伤害负担：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因伤害总住

院天数达208 d，伤害后的平均治疗时间9．03 d。

30．57％的人在伤害后没有休息，78．60％的儿童休

息天数在一周以内。由于伤害而休息1902 d，治疗

费用总共47 268元，人均201元。周德定等u 0。报道

上海市城郊0～14岁儿童伤害治疗费用中44．3％无

费用，费用在100元以内的占35．3％，100～499元

的占13．4％，500元以上的占了7．1％。北京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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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例儿童伤害需医疗费用1617．57元，平均休学天数

为11．68 d，平均住院天数2．09 du4。。由此可见，本

次调查留守儿童伤害负担与上海市城郊儿童相当，

低于北京市儿童伤害负担，可能是与北京市儿童伤

害的界定有所不同。本研究显示，交通事故、烧烫伤

和溺水造成的人均经济负担最重。虽然跌落伤、机

械伤和动物伤害造成的经济负担较低，但伤害发生

数多，在总经济负担中占的比重大。

(4)儿童伤害的发生与监护人的关系：儿童伤害

的发生与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有关¨o。本研究显示在

祖父母或母亲监护下的留守儿童，不同伤害类型的

发生情况基本一致，但父亲作为监护人的儿童，未发

现机械伤和交通伤的病例。对留守儿童来说，监护

人与儿童伤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本次调查显示24．58％的留守儿童承认

受过不良待遇，最常见的是口头责骂和体罚。口头

责骂和体罚是我国教育儿童的常用手段，监护人与

儿童均不认为这是一种虐待，但可能存在着潜在的

危害：一方面不仅可直接造成身体伤害，还可能造成

心理伤害，另一方面使儿童产生危险行为。研究显

示父母对儿童采取惩罚的教育方式使儿童易产生逆

反心理，注意力不集中，易于发生伤害相关行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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