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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长丰县农村留守儿童伤害分布

及危险因素研究

赵科侠 苏虹 方雪晖 何莉 陈娟 陈明春 叶冬青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伤害的分布及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

样方法抽取安徽省长丰县农村3617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留守儿童最近1年伤害的发生情

况，并对其伤害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调查留守儿童1614

名，占学生总数的45．83％。主要监护类型为单亲监护(55．82％)。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32．25％，

男生伤害发生率为45．22％，女生为35．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16．245，P=0．000)；其中留守

儿童伤害发生率为40．90％，高于非留守儿童(24．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101．730，P=

0．000)。留守儿童在跌伤、交通伤、动物咬伤等7种伤害类型上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0R=1．445)、性格外向(oR=1．062)、矛盾性(0R=1．150)、

独立性(0R=1．110)、娱乐性(0R=1．096)可能是留守儿童伤害的危险因素，而女生(oR=O．598)、

亲密度(0R=O．933)、控制性(OR=0．917)可能是留守儿童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该地区留守儿童

伤害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起主要作用，应针对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

施，减少留守儿童伤害的发生。

【关键词】伤害；留守儿童；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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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and risk factors of injuries among home—stranded

children and living in rural area of Anhui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jury intervention program． Methods 3617 students were recurited fmm Changfeng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with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an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questi。nnaires． Unconditional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of

unintentional injuries among 1614 home—stranded children during the past one year and on its influencing

factors．Results The number of home—stranded chiIdren accounted for 45．8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the main type of guardianship was single—parent(55．82％)． The incidence of i11juries of

students was 32．25％． The incidence of injuries of boys (36．43％) was higher than that。f girls

(27．44％)(f=32．340，P=o．ooo)．The incidence of injuries among children was 32．25％but among

chi王dren away from it was 40．90％，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hlldren with parents(24．95％)

(X2=101．730，P=0．000)． Seven kinds of injures including fall，transportation or animal．related factor

for children who were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with parents around．

Data from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injuries of children without family around were associated with

gender， monthly income， education level of mother， type of guardianship， 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neuroticism， cohesion， conflict， independence， active—recreational orientation， 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 Results from multjvariate analvsis indicated that iniuries of home—stranded children were

associated with gender(0R二0．598)， being the only child(o尺二1．445)， introversi。n—extroversion

(oR=1．062)，cohesion(0R=O．933)，conflict(0R=1．150)，independence(0霞=1．110)，
intellectual一cultural orientation(()R=0．928)，active—recreational orientation(0尺=1．096)and 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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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trol(0R=O．917)．conclusion Many factors were found to be inv。lved in injuries among children

who were away from parents， especially regarding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y．

Special preven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juries among rural children who

were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Key words】 Ir巧ury；}‘bme—stranded children；Risk fact。rs

伤害已成为当今世界威胁儿童健康和生命的主

要问题之一，而非致死性伤害是影响儿童健康的一

个重要危险因素u一。在我国，近年来儿童伤害也呈

现上升趋势，对儿童的生理、心理、家庭以及社会造

成严重损害，因此儿童伤害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

题‘2 o。本文旨在了解安徽省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伤害

的分布及其危险因素，为实施有效的于预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于2007年3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抽取安徽省长丰县农村地区6所初级中学和5

所小学，将所抽取的全部中学生以及小学四、五、六

年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3617人，收回有效

问卷3522份，应答率为97．37％。在本次调查中，留

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而

被留在家乡，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

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旧’4I。

2．伤害的分类和判断标准：参考ICD一10编码将

伤害分为交通伤、跌伤、烧烫伤、锐器伤、碰击伤、砸

伤、挤压伤、爆炸伤、动物咬伤、触电、中毒、异物伤、

环境因素引起的伤害、溺水等14种。伤害判断标

准：从调查当天起向前推12个月，凡在该时间内有

如下情况之一判定为伤害：医疗单位诊断为某一种

损伤；因损伤请假(休工、休学、休息)一日以上。5。。

3．调查内容：采用统一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

①一般情况；②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第

3版)共90个问题，分为10个维度：亲密度、情感表

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

教观、组织性、控制性；③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共

88个问题，包括精神质(P)、性格内外向(E)、情绪稳

定性(N)、掩饰性(L)4个维度；④伤害发生情况。

4．调查方法：以班级为单位，初中生采用匿名

白填方式，小学生采用面对面调查方式。调查时由

调查员讲解调查目的和答题要求，被调查者独立完

成问卷，答完后问卷当场收回，调查员核查收回的调

查表，剔除不合格调查表。

5．统计学分析：采用Epi Data 3．02软件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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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录入，并对变量进行量化和赋值。用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分析

相关危险因素采用109istic回归。

结 果

1．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522

份。男生1886名，女生1636名，平均年龄(14．25±

1．77)岁。其中留守儿童1614名，占学生总数的

45．83％，男生911名，女生703名。单亲监护(父母

一方监护)留守儿童901名(55．82％)，隔代监护(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等)、上代监护(姑、叔、舅、姨等)以

及同辈(兄或姐等)或自我监护留守儿童分别占留守

儿童总人数的32．53％、4．34％和7．31％。

2．伤害的分布：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32．25％，男生伤害发生率为36．43％，女生为

27．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Y2=32．340，P=

0．000)。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为40．90％，高于非留

守儿童伤害的发生率(24．95％)，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Y2=101．730，P=0．000)；留守儿童与非留守

儿童性别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1)。由表

2可知，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除在≤

10岁、11～岁、16～岁年龄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外，其他年龄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留守儿童

发生伤害次数≥2次有320人，占发生留守儿童伤

害总数的48．48％，其再发伤害率为19．83％。非留

守儿童再发伤害率为10．85％，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再发伤害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55．382，

P=0．000)。在留守儿童不同监护类型中，同辈或

自我监护类型的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最高51．43％，

其次为上代监护(50．85％)、隔代监护(41．14％)，单

亲监护类型的伤害发生率最低(38．62％)，且不同监

护类型的伤害发生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

9．985，P=0．019)。

3．伤害发生的类型：将伤害分为14类，其中跌

伤和动物咬伤是中小学生最常见的受伤类型，发生

率分别为13．57％和12．54％。留守儿童在跌伤、交

通伤、烧烫伤、锐器伤、动物咬伤、触电以及溺水发生

率等7种伤害类型上高于非留守儿童，且差异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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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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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安徽省长丰县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不同性别伤害发生率

性别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合计 Y2值 P值

男 412(45．23)275(28．21) 687(36．43) 58．912 0．0004

女 248(35．28)20l(21．54)449(27．44) 37．977 0．0004

合计660(40．90)476(24．95)1136(32，25)101．730 0，0004

#值 16．245 11．300 32．340

P值 O．000n O．0018 0，0004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8P<0．01

4．留守儿童伤害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留

守儿童是否发生伤害作为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的因变量，将性别、是否独生等一般情况、EPQ中的

4个维度和家庭环境量表中的10个维度作为自变

量(变量赋值情况见表4)，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女生(OR=0．660)、家庭月收入

(OR=O．796)、母亲文化程度(0R=O．747)、亲密

度(0R=0．898)、知识性(0R=0．923)、控制性

(OR=0．945)可能是伤害的保护性因素；而上代监

护(0R=1．683)、同辈或自我监护(OR=1．644)、

性格外向(oR=1．058)、情绪不稳定(oR=

1．028)、矛盾性(OR=1．158)、独立性(。R=

1．121)、娱乐性(0R=1．068)可能是伤害的危险因

素，父亲文化程度、精神质、掩饰性、情感表达、成功

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等无统计学意义(表5)。

5．留守儿童伤害多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在其

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筛选P<0．10的变量，进行多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然后用逐步向前法拟合伤害

的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非独生子女、性格外向、

矛盾性、独立性、娱乐性可能是留守儿童伤害的危险

因素，而女生、亲密度、控制性可能是留守儿童的保

护性因素。是否独生子女在单因素logistic分析时

不明显，而在多因素分析时进入了主效应模型；在单

因素分析中，有显著性意义的家庭月收入、母亲文化

程度、情绪稳定性未进入主效应模型(表6)。而通

过对非留守儿童伤害进行单因素109istic分析后，再

进行其伤害多因素logistic分析，进入主效应模型的

变量有性别、是否经常做家务、性格内外向以及情绪

稳定性等4个变量(表7)。

讨 论

儿童阶段是伤害的多发年龄段¨1。本次调查发

现，安徽省某农村地区儿童伤害发生率为32．25％，

高于俞敏等"1对浙江部分地区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

(26．39％)。本次调查中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高于

非留守儿童，排除地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说明

留守儿童伤害发生情况比较严重。性别、年龄是国

内外研究比较多的相关因素，普遍认为男生是伤害

的危险人群旧’91，本次调查也支持这一结论。可能

与男生活泼好动等因素有关。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

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先是逐渐增加，然后又呈逐渐下

降的趋势，在15～岁组达到高峰，这种趋势的形成可

能与留守儿童活动范围增加的同时，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增强有关∞’10|。同辈或自我监护类型的

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高于其他三种监护类型，这类

监护人通常在照顾家庭和自己生活的同时，有的还

要学习，他们很少有精力来照顾弟妹，而且这部分人

群有些自身就是留守儿童，因此，同辈或自我监护类

型的监管力度最差，是留守儿童伤害高发的重要危

险因素。而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由于只是提供他们

生活上的一些基本需要，对留守儿童安全等其他方

面关心较少，使其容易暴露于高危险水平，增加了其

发生伤害的可能性，国外亦有报道家庭监管不足是

儿童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u1|。

本次调查发现，发生伤害的留守儿童的情绪稳

定性和性格内外向性与未发生伤害的留守儿童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高

者易焦虑、紧张、抑郁及易激惹，对外界刺激缺乏冷

静的思考，容易造成心理、生理功能失调。由于强烈

的情绪反应而影响了个体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和正常

的社会适应，从而增加了伤害的易感性。性格内外

向维度得分高者反映外向、好动、易冲动、喜欢冒险，

缺乏稳重性且具有攻击性，因此更容易发生伤害。

表2 安徽省长丰县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不同年龄组伤害发生率(％)

注：同表1；。P<0．01，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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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安徽省长丰县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伤害发生类型的发生率(％)

伤害类型 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 合计 Y2值 P值

交通伤 180(11．15)124(6．50)304(8．63)24．008 0．oo酽

跌伤 290(17．97)188(9．85)478(13 57)49．082 O．0004

烧烫伤 116(7．19) 87(4．56)203(5 76)11 112 0．0018

锐器伤 94(5．82) 59(3．09)153(4 34)15．703 0．000“

碰击伤 32(1 98) 33(1．73) 65(1 85) 0．309 0．578

砸伤 42(2 60) 35(1．83) 77(2．19) 2．411 0．121

挤压伤 16(0 99) 20(1．05) 36(1．02) 0．028 O．867

爆炸伤 20(1．24) 15(0．79) 35(0．99) 1．824 0．177

动物咬伤 246(15．24)196(10．27)442(12．54)19．672 0．0008

触电 36(2．23) 15(0．79) 51(1．45)12．78l 0 0008

中毒 30(1_86) 24(1．26) 54(1．53) 2 091 0．148

异物伤 37(2．29) 34(1．78) 71(2．02) 1．153 0．283

环境因素伤害37(2．29) 32(1．68) 69(1．96) 1．723 0 189

溺水 38(2．35) 18(0．94) 56(1．60)11 125 0．0018

注：同表l； 4P<0．01

表4 留守儿童伤害的部分变量赋值

表5 留守儿童伤害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4P<0 01，6 P<0 05，‘P<O．1

表6 留守儿童伤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

主效应模型

注：4P<O 0l，6 P<0．05

表7 非留守儿童伤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

主效应模型

注：。P<0．01，6 P<0．05

留守儿童伤害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环境

量表中的亲密度、矛盾性、独立性、娱乐性、控制性均

进入模型，而在非留守儿童伤害多因素logistic回归

分析中，家庭环境各个因素均未进入其伤害主效应

模型，这更能说明家庭环境是留守儿童伤害的重要

影响因素。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父母在外打工，

他们不能很好地获得父母的关心、呵护，导致了留守

儿童的家庭亲密度较低，同时他们也得不到父母为

其提供的预防伤害的防范措施，如在睡床、窗台上加

防护栏，封闭墙底部电插头，妥当放置热水瓶、剪刀

等，此外，由于监护人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不能对留

守儿童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导致他们缺乏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且知识性较差，从而使伤害高发，因

此，提高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及留守儿童的知识性

是预防留守儿童伤害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相关部

门今后的重要工作方向。研究显示矛盾性和独立性

是留守儿童发生伤害的危险因素，矛盾性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由于父

母外出打工，祖父母对儿童又过分溺爱，容易使儿童

形成娇惯的心理，很难处理与家庭成员及其他人之

间的关系，容易与家庭成员发生争吵，与同龄的儿童

打架斗殴等，这些因素都有增加留守儿童伤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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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虽然留守儿童有较强的独立愿望，但是

由于其身心发展不成熟，自制力不强，缺乏安全知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再加上没有很好的监管，使他们成

为伤害的高发人群。

留守儿童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伤害

发生率之高，类型之多，表明预防和控制伤害对留守

儿童健康的危害已迫在眉睫。家庭因素和个人人格

特征是留守儿童伤害重要危险因素，因此，从留守儿

童伤害预防角度看，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非常重要，

使他们意识到伤害时刻存在；对家庭来说，监护人应

重视伤害的预防和提高自身对伤害的认识，教育自

己的孩子、管好危险物品(药物、农药)，不养宠物也

是避免留守儿童发生伤害的重要措施；同时学校可

以开设相应的健康教育课以提高留守儿童的安全意

识，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以及留守儿童自身共同努

力来减少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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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C群脑膜炎奈瑟菌致脑膜炎病例报道

吕静 林凤荣 吕桂阳 黄家兵 李国文 严毅 朱兵清 徐丽 邵祝军

患者，男，9岁；原籍湖北省秭归县人，就读于宜昌市白沙

小学。2007年11月1日患者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11月2

日非喷射性呕吐一次，11月3日上午再次呕吐；自服阿莫西

林后症状好转。下午在玩耍时突然倒地抽搐昏迷，随即将患

者送仁和医院救治。入院临床体征：起病急、头痛剧烈，恶

心、呕吐、四肢强直抽动、神志不清、意识模糊。体温39℃、心

率120次／min、颈项强直、意识障碍、角弓反张、巴氏征和克

氏症阳性、皮肤无淤点淤斑。入院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棚齑炎。医院给予安定10 mg、青霉素和头孢等药物治疗。

11月3日血常规检查：wBc 14．4×109个／I。、中性粒细胞

基金项目：卫生部与WHO流脑与乙脑监测合作课题资助项目

(wP／2006／CHN／IvD／1．I／001)

作者单位：430079武汉，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吕静、林凤

荣、吕桂阳)；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家兵、李国文、严毅)；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朱兵清、徐丽、邵祝军)

·疾病控制·

91％；采集脑脊液检查：外观浑浊，脑脊液蛋白质2．24 g／L，白

细胞4150个／肚l，葡萄糖1．87 mmol／L，氯化物172．1 mm01／L。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脑脊液标本培养分离出脑

膜炎奈瑟菌菌落。湖北省CDC对此菌株进行血清群、抗原、

RT—PCR分群鉴定，结果均为C群脑膜炎奈瑟菌；药敏试验：

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耐药。12日由中国cDC

对该菌株进行了确认。调查患者就读学校及租住地均未发

现类似病例。该患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疫苗接种史

不详。11月6日下午转入宜昌市传染病医院治疗，患者病情

明显好转痊愈后于11月19日出院。

这是湖北省首例由C群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流脑病例，

病例发病急、症状重、病程发展快、病死率较A群流脑高。医

疗机构要重视对传染病病例的相关标本的及时采集、病原耐

药性等检测，对临床和预防用药都是很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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