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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伤害危险因素的
配对病例对照分析

杜琳张维蔚刘伟佳刘伟林蓉吴家刚 林琳麦锦城

【摘要】 目的探讨中小学生运动伤害的危险因素。方法按性别、年龄、班级I：1配对原

则，通过样本量计算选择349对运动伤害病例和对照，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中小学生发生运动伤害的危险因素是：鞋底磨损大fOR-----7．20，95％CI：2．37．21．84)、

疲倦(OR=14．34，95％c，：2．29～89．66)、带病时参加运动的频率高(OR=1．96，95％CI：1．29～3．06)

和既往伤害史(OR=2．1l，95％CI：1．41—3．96)。运动伤害的保护因素：体育训练时有老师指导动

作(OR=0．46，95％CI：o．26～0．79)、运动时做防护措施(OR=O．36，95％c，：o．20—0．64)和运动前热

身运动的频率高(OR=0．31，95％CI：0．14—0．67)。结论中小学生运动伤害与个人因素、家庭因

素和社会因素有关；应提高学生和老师的安全运动意识，减少运动伤害危险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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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sports injur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Guangzhon．Methods

1：l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both 349 cases and controls under the same distilbution of

sex．age and grade．Conditional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injuries．Results Severe soles wear(OR=7．20。95％C／：

2．37—21．84)．tiredness(OR=14．34，95％CI：2．29—89．66)or sickness(OR=1．96，95％c，：1．29—3．06)

when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t a high frequency and history ofprevious injuries(OR=2．11。95％CI：

1．41-3．96)wer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sports injury while guidance by teacher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provided by teachers during training(OR=O．46，95％C，：0．26—0．79)，appropriate protection(OR=

O。36。95％口：O．20一0．64)as wel】as warming—up exercise((坎=O．31，95％c，：0．14—0，67)at a hiigh

frequency were protective factors for sports injury．Conclu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sports

injmy need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n sports safety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develop

positive behavior on spoas safety．

【Key words】Sports mjuries；Case—eon仃ol study；Risk factor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中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由于缺乏安全

防范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成为伤害发生的高危人

群¨。3。运动伤害在中小学生各年龄段均可发生，妨

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活动，造成期望寿命的严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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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失。尽管我国目前已开展了不少伤害的相关调查，

然而有针对性地反映中小学生运动伤害危险因素等

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

法，探讨中小学生运动伤害的危险因素，为预防和减

少运动伤害的发生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运动伤害目标人群为广州市中小

学在校学生。样本按照l：1的配比原则，病例与对照

的样本量估算公式：M=m／(poq，+p，qo)；得病例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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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样本量M为349对病例和对照组。

2．运动伤害病例纳入标准：在参加体育运动时

发生伤害的病例，其伤害的确定必须满足以下两点

之一：①医疗单位诊断为某一种伤害；②因损伤请假

(休学或休息)1 d以上。以2007年6月至2008年6

月发生过运动伤害的学生为病例，以与伤害病例同

性别、同年龄(年龄相差不超过l岁)，且近1年未发

生过伤害的同班同学作为对照。

3．研究方法与内容：以自编调查问卷收集调查

对象的信息。调查程序：从22所学校的所有学生进

行伤害发生情况的基线调查中，筛选出运动伤害的

病例并登记；调查员在班主任的协助下，进入各班

级，从其临近座位的学生选择合适的对照。调查员

在进一步核实运动伤害信息后，对符合病例和对照

条件要求的学生，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问卷调

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

校园运动设施的安全状况、学生运动伤害危险行为

等。主要变量及赋值见表l。

表1研究主要变量与赋值

变鼍 赋 值

是否发生运动伤害 有=l，无=O

性别 男=1，女=2

年龄 连续，霆肇

户几所在地 广州巾-=l，非广州市=2

是否独生子女 是=l，否=2

本学年是否住宿生 是=1，否=2

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 连续变量

学习成绩 一般=l，中等偏下=2，中等=3，

中等偏上=4，好=5

父亲年龄 连续变最

母亲年龄 连续变量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1，大家庭=2，单亲家

庭=3，重组家庭=4，隔代家庭=5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1，初中=2，高中／中

专=3，大专以上=4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1，初中=2，高中／中
专=3，大专以上=4

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1560=l，1560一----2，5001一=

3。10001一=4，20 000～=5

家庭的居住环境 不好=l，一般----2，好=3

一周内有多少天运动了60 min 连续变量

是否会游泳 会=l，不会=O

所有鞋底磨损情况‘ 较／b--l，部分磨损较大或较小=

2，磨损均较大=3

进行运动时的身体应激情况 从未=l，极少----2，有时-----3，经

常----4，总是----5

认同自己是—个容易发生伤害的人。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说不
清-----3，同意-----4。非常同意----5

认同自己容易与别人相处‘ 非常不同意=l，不同意=2，说不

清----3，同意=4。非常问意=5

学校内运动场的保护因素 有=1，无----2

注：“该变昔的赋值为哑变量

4．统计学分析：以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

双录入核对数据库。应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运动伤害与

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 果

1．一般情况：共筛查到符合病例条件的学生

729例，为尽量减少回忆偏倚，选择运动伤害病例中

最近发生的349例伤者作为病例组。收集完整的配

对病例与对照资料349份，其中男232对，女117

对。病例组平均年龄(14．17±2．90)岁，对照组平均

年龄(14．2l±2．86)岁，病例与对照年龄经配对t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8，P=0．71)。

2．单因素分析：所选择的变量中，有统计学意义

的伤害相关因素有：单亲家庭、鞋底磨损、疲倦时参

加运动、带病运动、认同自己容易发生伤害是危险冈

素、运动前的热身运动、运动时做防护措施、认同自

己容易与别人相处、运动场平坦、投掷区与其他运动

场分开、运动器械有专人定期检查与维修以及单双

杠下有沙地或保护垫是保护因素(表2)。

3．多冈素分析：将各研究因素引入做多因素条

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拟合的一个回归模

型，其似然比统计量G-----52．73，多因素分析中有7个

因素最终入选，其中有44"是危险因素，OR值大小依

次为疲倦时参加运动、鞋底磨损、认同自己是一个容

易发生伤害的人和带病参加运动；有3个是保护因

素，OR值大小依次为体育训练时有老师指导动作、运

动时有防护措施以及运动前做热身运动，其OR值及

95％CI见表3。单亲家庭、平均月收入、运动场平坦、

投掷区与其他运动场分开、运动器械有专人定期检查

与维修、单双杠下有沙地或保护垫未引入回归模型。

讨 论

中小学生运动伤害的发生与他们的个人冈素

(如年龄、性别、心理状况、身体状况)、家庭冈素(如

父母亲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和社会因素

(如经济发展水平、健康教育的落实和普及程度、产

品及公用设施的安全状况)等均有关b一1。中小学生

运动伤害的发生，往往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个人因素：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中小学生

的身体素质，但技术动作不正确，心理压力大，身体

状态欠佳等情况，均有可能导致运动伤害事故的发

生。本研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湿示，疲

倦时参加运动以及带病运动是重要的运动伤害发生

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不良的身体状况导致的应

激欠佳是运动损伤的重要原因‘引。对于中小学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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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广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伤害危险因素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危险闪素 卢 靠 耽^蟛值尸值 ORf'ff(95％CI)

单亲家庭 1．35 0．72 3．54 0．040 3．85(0．95～16．71)

平均月收入 1．82 0．18 97．18 0．001 6．18(4．3l～8．891

鞋底磨损 1．61 0．20 80．32 0．00l 4．97(3．5 l～7．08)

运动前做热身运动 一0．70 0．09 59．27 0．001 0．50(0．42～0．59)

运动时做防护措施 一O．9l O．10 86．44 0．001 0．40(0．33～O．48)

疲倦时参加运动 1．87 0．27 47．84 0．001 6．50(3．83一11．05)

带病参加运动 0．25 0．06 19．65 0．001 1．28(1．15一1．43)

认同自己是一个容易发生伤害的人 O．54 0．13 18．62 0．001 1．71(1．34～2．19)

认同自己容易与别人相处 一O．83 O．“ 60．08 0．001 O．44(o．34～o．54)

运动场平坦 一1．77 0．21 68．22 0．001 0．17(0．1 l～O．26)

投掷f)(与其他运动场分开 一O．78 0．27 8．04 0．001 0．46(0．27～O．79)

运动器械有专人定期榆查与维修 一3．71 1．01 13．46 O．001 O．02(0．00～0．18)

单双杠F有沙地或保护垫 一1．48 0．4l 12．94 O．001 O．22(0．10—0．51)

表3广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伤害危险闪素多冈素条件logistic同归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_IB 靠 Waldf值P值 DR值(95％C／)

鞋底磨损 1．97 0．57 12．16 0．001 7．20(2．37～21．84)

运动前做热身运动 一1．17 0．39 8．89 0．001 0．31(0．14—0．67)

运动时有防护措施 一1．03 0．29 12．17 0．00l 0．36(0．20—0．64)

疲倦时参加运动 2．67 0．94 8．1l 0．001 14．34(2．29—89．66)

带病参加运动 0．69 0，22 9．65 0．001 1．96(1．29～3．06)

体育训练时有老师指导动作 一0．78 O．28 7．94 0．001 0．46(0．26～O．79)

认同自t2足一个容易发生伤害的人 O．79 0．29 8．33 0．001 2．1l(1．41—3．96)

说，身体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上下肢的肌肉力量较

小，关节稳固性差、平衡能力弱等，更容易在疲倦或

病中引发运动损伤。本研究还发现，运动前做好热

身运动和运动时做防护措施(如护膝、护踝、护腕

等)，是重要的运动伤害保护因素。由此可见，运动

伤害的相关行为，包括危险行为及保护行为均是运

动伤害发生与否的重要冈素，做好运动伤害的防制

工作应着重从该方面人手。另外，“认同自己是一个

容易发生伤害的人”是运动伤害的危险因素，本研究

对该变量的说明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年曾发生一

次或以上伤害的同学可看作“认同自己是一个容易

发生伤害的人”。有研究显示，有过伤害发生史的

是伤害发生的危险冈素‘6】。

2．学校相关冈素：学校的体育设施不合规格、场

地不合理、不设或缺少安全设施；体育课教学内容安排

不合理、教学组织不当；缺乏自我保护知识宣传等因素

都有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运动伤害的发生‘4^8|。本研

究发现，体育训练时有老师指导技术动作是运动伤

害发生的保护冈素，其伤害发生率是无老师指导学

生的0．46倍。提示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重视指

导学生使用正确的技术动作，随时纠正学生错误的

动作，可有效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

3．社会、家庭因素：国外研究显示，儿童及青少

年的伤害与贫穷、缺少对儿童的看护、整个社会的支

持均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又互相关联一J。经单因素

及多因素分析发现，鞋底磨损越大的学生其运动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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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发生率越高，这可能是由于鞋底

磨损大容易造成学生运动时滑倒或

跌倒而引起损伤，提示学生本人或

家长应注意鞋底纹路的磨攒隋况，

在参加运动时应及时更换。

综上所述，中小学生的运动伤

害相关行为是运动伤害发生与否

的首要因素。对于运动伤害来说，

主观因素仍占多数，表明它是可防

控的；改变与运动伤害有关的高危

行为对控制运动伤害有重要意

义。学校与家长应注意消除或减

少客观条件的隐患，为中小学生的

健康成长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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