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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马鞍山市大中学生多发伤害现况
及危险因素的前瞻陛研究

罗艳 陶芳标张安慧徐叶清严双琴黄朝辉

【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马鞍山市大中学生多发伤害流行病学特征，探讨伤害多发的危

险因素。方法选择马鞍山市3所学校的中学生及大学生1494名，开展为期1年的伤害发生情况

的监测；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大中学生多发伤害的危险因素。结果3所学校发生各

种类型伤害1639人次，总伤害人数为799人，伤害总发生率为53．48％。多发伤害组的200名学生

共发生伤害854人次，占总伤害事件的52．10％。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家庭共同生活人口数多于

4人、性格外向、焦虑评分高是多发伤害的危险因素；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家庭经济状况中等、中

等以上、抑郁评分高是保护因素。结论3所学校学生多发伤害发生率较高；人口统计学变量和

情绪状态可能预测伤害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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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and relative risk factors of

repeated injuries among middle．hJigh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Ma’anshan city of Anhui province．

Methods Aprospective study on repeated injuries for l-year follow-up period was carried out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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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存

在少数伤害多发者，即伤害在人群中不是随机分布

的；有些人因生理、心理原因比另外一些人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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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更易发生伤害，少数人在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环境下，

具有潜在的诱发伤害的生理、心理特征n。J。为了解

儿童青少年多发伤害的现况及其原因，本研究对部

分中学及大学生进行了为期1年的伤害发生情况

监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选取安徽省马鞍山市一所普通初中、一

所普通高中及一所师范专科院校的初一、初二、高

一、高二和大一、大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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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72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494份，有效应答率

95．Ol％。男生529人，女生965人；初中生722人

(48．3％)，高中生278人(19．6％)，大学生494人

(33．1％)；年龄范围12—24岁，平均年龄(16．25±

2．88)岁。

2．方法：

(1)心理行为状况评定：采用Zung自评抑郁量

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评定口吲。SAS

和SDS均包含20个项目，其评定分为4级，按最近l

周以来的实际情况评分，20个项目评分之和为粗

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为标准分。该

资料呈偏态分布，参考统计学和Sosin等+61对问题行

为的分析方法，采用四分位数法较稳定，根据标准分

的分值P25、P50、P75，将焦虑、抑郁分别分为4个等

级，即低分组(<P25)、中分组(P25～P50)、中上分

组(>P50，≤P75)及高分组(>P75)。

(2)调查内容：调查于伤害监测前实施，问卷内

容包括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年

级、家庭住址、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

等；自评的性格特征、体型特点及家庭气氛等；SDS

和SAS。

(3)伤害监测：自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对3所学校的学生伤害状况进行监测，每天的伤

害监测卡及时汇总给校医和班主任老师，并由老

师及校医每天当场进行查漏补缺，假期每个学生

发放伤害监测表，出现伤害后先自己填写，开学后

核实。

(4)伤害界定标准：伤害对象具备下列情况之一

者：①因伤害到医疗机构诊治，被诊断为一种伤害；

②因伤害休课或活动受限半天以上；③由家长、老

师、对受伤青少年做紧急处置和看护。多发伤害的

界定：指在1年监测期间学生发生伤害>13次。

(5)质量控制：在正式调查之前对调查员进行技

术培训，统一方法，所有调查表均印有指导语；调查

时以班级为单位，调查员现场发放调查问卷，解释指

导语并提醒学生和教师仔细阅读指导语后填写；要

求学生集中独立填写问卷，当场核验收回。

3．统计学分析：资料以EpiData 3．0软件建库录

入，经数据转换导入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单因素分析采用)c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多

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均采用逐步向前法中的

LR法，自变量纳入模型的标准a----0．05，剔除标准

届=O．10。当自变量为多分类变量时，均采用虚拟形

式引入方程。

结 果

1．伤害发生类型：表l显示，学生常见伤害分为

14类，各年级组位于前2位的伤害均是擦伤和跌／坠

落伤；14种常见伤害类型在各年级组的累计发生率

[(发生人次麴总人数)×100％]以大学生为最高
(118．62％)；其中烧烫伤、溺水、交通事故、刀或锐器

割刺伤、动物咬伤、电击伤、擦伤及挤压伤8种伤害

类型均以大学生发生率为最高。

2．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学生伤害发生情况：表

2显示，1494名大中学生在1年伤害监测期间，按伤

害发生频率分为无、1次、2次和>／3次(多发伤害)。

总伤害人数为799人，伤害总发生率为53．48％(799／

1494)。其中多发伤害发生率为13．39％。

表1 1494名大中学生1年中各种伤害类型在不同年级阶段的发生率(％)及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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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494名不同性别大中学牛伤害发生率(％) 表3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OR值95％cO

伤害性别初中伤害 高中伤害 大学伤害 合计

及发生(n=722)(n=278)一 !!三!!兰! !!三!兰竺!
次数 人数发生率人数发生率人数发生率人数发生率

表2还显示，初中、高中和大学不同伤害次数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8．021，P=0．237)；男、

女生不同次数伤害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4．510，P=0．211)；男生不同年级组不同次数伤害发

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7．181，P=0．009)；
女生不同年级组不同次数伤害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岔=5．505，P=0．481)。其中总伤害次数为

1639次，伤害人平均发生伤害2．05次，多发伤害组

发生伤害854人次，占总伤害事件的52．10％，多发伤

害组人均发生伤害4．27次。

3．多发伤害相关因素分析：以性别(女为参

照)、家庭人口数(4人及以下为参照)、母亲文化(小

学及以下为参照)、家庭经济状况(中等以下为参

照)、(自评)性格特征(以中性为参照)、焦虑(以低

分组为参照)、抑郁(以低分组为参照)为自变量；以

伤害发生次数为因变量(无伤害为参照，l一2次、≥

3次)；进行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

性、家庭共同生活人口数多于4人、性格外向、焦虑

评分高是多发伤害的危险因素；母亲文化程度为高

中、家庭经济状况中等、中等以上、抑郁评分高是保

护因素(表3)。

讨 论

伤害的发生特点是常见、多发；本研究显示，马

鞍山市1494名在校学生14种伤害类型的年发生率

为53．48％，与国内外研究相比m引，本次研究对象的

伤害发生率较高；多发伤害组人均发生伤害4．27次，

多发伤害占总伤害事件的52．10％。擦伤和跌／坠落

变量
伤害次数

1。2次 ≥3次

注：4P<0．05，6P<0．01

伤是各年级组最常见的伤害类型，与多数研究结果

一致。各种伤害事件在不同年级组间的累计发生率

以大学生组为最高，是因为随着学生的学龄增加对

伤害的认知增多，但伤害发生率并未凶之减低，不足

以导致伤害危险行为的改变¨剖。

本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多发伤害有预

测作用，包括男性、家庭共同生活人口数多于4人为

青少年多发伤害的危险因素；母亲文化程度高中水

平、(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中等以上是多发伤

害的保护因素。男生伤害多发可能与生活及行为方

式不同、家庭共同生活人口数多、生活物质条件差

(如住房拥挤)、父母疏于照顾等因素有关。母亲文

化程度较低或较高都不是青少年伤害的危险或保护

因素，而高中文化程度是保护因素。提示，高学历母

亲凶工作压力而低文化程度母亲因生活压力都同样

疏于照顾子女。研究还发现，外向性格特征是多发

伤害的危险因素，与Boles等¨副研究结果一致。性格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年1月第3l卷第l期Chin JEpidomiol，January 2010，Voi．31，No．1

是一个人对现实稳定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

贯穿于人的全部行动之中，与伤害密切相关，不同性

格的儿童生活方式具有差异，安静、内向的学生不好

激烈的活动，不喜欢与他人打闹；而性格外向的学生

好动、易冲动、喜冒险，缺乏稳重性并具有攻击性，不

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进行活动的危险程度，这些性

格特点决定了他们更易受到伤害。

本研究表明，焦虑评分高是多发伤害的危险因

素，反映了青少年紧张、不安甚至恐惧的焦虑情绪状

态可能是伤害多发的危险因素。个体的焦虑症状与

多发伤害显著关联’10|。高抑郁评分是多发伤害的保

护因素，可能与有抑郁症状青少年在行为上退缩，活

动减少等因素有关；尚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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