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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年全国伤害监测老年伤害病例
分布特征分析

邓晓吴春眉 蒋炜李思杰段蕾蕾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老年伤害门急诊就诊情况的分布特点。方法对2006—2008年因

伤害首次在全国伤害监测系统哨点医院门急诊室就诊的60岁及以上老年伤害病例进行描述性分

析。结果2006--2008年老年伤害的发生原因前三位是跌倒／坠落、道路交通伤害和钝器伤，合计

占老年伤害的70％以上。3年中老年伤害发生地点集中于家中(46．25％、44．44％、46．23％)、公路／

街道(30．95％、28．5l％、28．61％)和公共居住场所(8．89％、11．57％、11．25％)。3年中老年伤害发生

时的活动主要为休闲活动(42．14％、48．09％、48．59％)、家务／3习(21．15％、18．21％、18．15％)、驾乘

交通工具(13．67％、13．80％、13．56％)。3年中老年伤害病例以非故意伤害为主(91．34％、92．84％、

93．09％)，老年自残／自杀的伤害发生原因主要为中毒和刀／锐器伤。3年中老年伤害的伤害性质主

要为挫伤、擦伤(36．07％、38．18％、38．50％)，骨折(25．65％、22．47％、23．77％)，锐器伤、咬伤、开放伤

(17．19％、18．21％、17．46％)；伤害部位集中于头部(26．32％、25．59％、25．90％)、下肢(25．74％、

25．70％、25．26％)、上肢(21．01％、21．14％、21．37％)；严重程度以轻度为主(60．53％、65．09％、

63．58％)；伤害结局以治疗后回家为主(64．1l％、68．53％、67．99％)。结论2006—2008年全国伤害

监测老年伤害病例占总伤害病例的比例逐年上升，病例分布特征无明显变化。跌倒／坠落是我国

老年人高发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伤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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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injuries among the elderly through

hospital based National l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NISS)．and to provide basic inforrnation for

prevention of injury among the elderly．Methods Data on injuries among the elderly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Was descriptively analyzed from the Chinese NISS from 2006 to 2008．Using the data of

NISS from 2006 to 2008．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on those ca∞s who were diagnosed as inj‘uries for

the first-time in the site hospitals．Information include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f．eatures of the

injury events．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juries．SPSS 16．0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lcading causes of injuries among the elderly were：falls，road traffic injuries。and blunt

injuries．which were in total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70％of all the injuries among the elderly．Most

ofthe injurics occurred at home(46．25％，44．44％。46．23％)，on the roads(30．95％，28．5l％，28．6l％)

and in the public residences(8．89％。11．57％，11．25％)．Recreation activates(42．14％，48．09％，

48．59％)。housework／study(21．15％，18．2l％，18．15％)and driving(13．67％，13．80％，13．56％)were

the three major activities when injuries took place．Most injuries among the elderly were unintentional

(91．34％，92．84％．93．09％)．The leading causes of suicide of the elderly Were poisoning and sharp

injUryo The most common natures of inj‘uries were braise(36．07％，38．18％，38．50％)，fractures

(25．65％。22．47％。23．77％)，and sharp／bite／open injuries(17．19％，18．2l％，17．46％)while the most

injured part ofbodies were head(26．32％，25．59％，25．90％)，lOWer limbs(25．74％，25．70％，25．26％)

andupperIimbs(21．Ol％，21．14％．21．37％)．Mostofthe injurieswereminorones(60．53％，65．09％。

63．58％)，and patients mostly went home after treatment(64．1l％，68．53％。67．99％)．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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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NISS，the proportion of injuries among the elderly in all injuries kept increasing from

2006 to 2008，while distribution of injufies among the elderly being stable．Falls WaS the most common

injury type for the elderly which also brought along bad outcome．Fails was the priority for injury

prevention among the elderly．

【Key words】Injury surveillance；Hospital；Elderly；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老年人由于年龄老化带来的生理机能的衰退、

心理状态的变化和社会功能减弱，使他们成为伤害

发生的高危、脆弱人群“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

7％，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65岁

老年人口将达1．64亿乜】。老年人是伤害高发群体，

诸如跌倒等老年多发伤害将呈现增长趋势。1。本研

究分析2006--2008年收集的全周老年伤害监测病

例的分布特征。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2006--2008年全国伤

害监测系统(National删ury Surveillance System，

NISS)。

2．监测对象：监测对象为首次在NISS哨点医院

就诊，被诊断为伤害的老年病例，包括急诊室、其他

门急诊及临床科室就诊后诊断为伤害的全部老年病

例；冈同一次伤害在本哨点医院复诊的老年病例不

作为监测病例。

3．监测内容与方法：参见文献[3]。跌倒／坠落

定义包括跌伤、坠落伤、摔伤；包括同一平面的滑倒、

绊倒和摔倒，如因路面有冰而滑倒，以及从一个平面

至另一个平面的跌落，如从高处跌落老年定义为60

周岁及以上的人群。

4．统计学分析：监测资料用全国伤害管理软件

统一录入，使用SPSS 16．0软件对监测数据进行描述

性分析。

结 果

1．基本情况：2006--2008年共报告老年伤害病

例98 640例，其中2006年24 461例，2007年32 343

例，2008年41 836例；分别占各年总伤害病例的

7．07％、7．15％、8．01％。在3年报告的结局为死亡的

伤害病例中，老年伤害病例分别占11．64％、18．33％、

17．75％。在城市报告的伤害病例中，老年伤害3年

分别占6．13％、5．96％、6．71％；在农村报告的伤害病

例中，老年伤害3年分别占8．80％、9．95％、10．67％；

在男性病例中，老年伤害3年分别占5．25％、5．40％、

6．06％，在女性病例中，老年伤害3年分别占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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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68％、11．86％。

2006--2008年中每年报告的老年伤害病例中，

男性分别占50．64％、50．50％、50．05％；女性分别占

49．36％、49．50％、49．95％。城乡间性别分布有差异；

各年度城市老年伤害女性(51．36％、50．95％、

51．94％)多于男性(48．63％、49．05％、48．06％)；农村

男性(53．18％、52．54％、52．59％)多于女性(46．82％、

47．46％、47．4l％)。

2．伤害事件基本特征：

(1)发生原因：2006--2008年老年伤害的发生

原因前三位是跌倒／坠落(46．07％、47．45％、49．7l％)、

道路交通伤害(24．57％、22．61％、21．42％)和钝器伤

(9．53％、9．87％、8．95％)，合计占老年伤害的70％以

上。刀／锐器伤(6．13％、6．38％、6．49％)和动物伤

(5．64％、6．51％、6．39％)在3年中交替为第四和第五

位的伤害发生原因。2008年监测结果显示(表1)，

城市老年男性和女性伤害病例的主要发生原因依次

为跌倒／坠落、道路交通伤害、钝器伤、刀／锐器伤、动

物伤；农村老年男性病例的主要伤害发生原因依次

为跌倒／坠落、道路交通伤害、钝器伤、动物伤、刀／锐

器伤，农村老年女性病例的主要伤害发生原因依次

为跌倒／坠落、道路交通伤害、动物伤、钝器伤、刀／锐

器伤。3年间，城市病例和男性病例的伤害原冈顺

位无变化，农村病例中动物伤由2006年的第四位伤

害发生原因上升至2007和2008年的第三位；女性病

例中动物伤自2006和2007年的第四位伤害发生原

因上升至2008年的第三位。

(2)发生地点和活动：2006--2008年，老年伤害

发生的地点各年度前三位为家中(46．25％、44．44％、

46．23％)、公路／街道(30．95％、28．51％、28．61％)和公

共居住场所(8．89％、11．57％、11．25％)。3年中伤害

发生时的活动主要为休闲活动(42．14％、48．09％、

48．59％)、家务／学习(21．15％、18．21％、18．15％)、驾

乘交通工具(13．67％、13．80％、13．56％)。其中，男性

病例伤害发生时的活动占各年度第二位的是驾乘交

通工具(17．36％、16．42％、17．10％)，女性病例第二位

的是家务／学习(27．96％、23．44％、23．56％)。

(3)伤害意图：老年伤害病例以非故意伤害为

主，3年分别占91．34％、92．84％、93．09％；其次为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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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暴力／攻击)，分别占6．01％、5．19％、4．52％；意

图为自残／自杀的老年伤害分别占1．14％、1．05％、

1．01％。不同伤害意图的老年伤害发生原因不同，老

年非故意伤害发生原因主要为跌倒／坠落、道路交通

伤害；老年自残／自杀的发生原因主要是中毒、刀／锐

器伤，3年间发生原因顺位有所不同(表2)。

3．临床特征：

(1)伤害性质和部位：2006--2008年，老年伤害

病例的伤害性质主要为挫伤、擦伤(36．07％、

38．18％、38．50％)、骨折(25．65％、22．47％、23．77％)、

锐器伤、咬伤、开放伤(17．19％、18．21％、17．46％)。3

年中伤害部位主要集中于头部(26．32％、25．59％、

25．90％)、下肢(25．74％、25．70％、25．26％)、上肢

(21．01％、21．14％、21．37％)。其中，女性病例各年度

主要伤害部位有所不同，前三位为下肢(27．19％、

27．52％、26．54％)、上肢(23．92％、23．14％、24．02％)、

头部(22．41％、21．82％、22．07％)。

(2)伤害严重程度和伤害结局：2006--2008年，

老年伤害病例的严重程度以轻度为主(60．53％、

65．09％、63．58％)；伤害结局以治疗后回家为主

(64．1l％、68．53％、67．99％)。结局为死亡的老年伤

害发生原因与总体老年伤害发生原因不同，各年度

前三位原因为道路交通伤害(47．1l％、43．33％、

44．44％)、跌倒／坠落(19．0l％、18．33％、19．58％)和中

毒(18．18％、21．11％、17．46％)。

4．老年跌倒／坠落的伤害特点：老年跌倒／坠落为

最高发的老年伤害，并且在重度老年伤害病例中所

占比例最大。3年中老年跌倒／坠落病例性别分布不

同于总体老年伤害，为女性(57．48％、56．43％、

57．4J4％)多于男性(42．52％、43．57％、42．56％)。

2006--2008年60％以上的老年人跌倒／坠落发

生于家中(64．5l％、60．07％、60．03％)，50％左右的老

年人发生跌倒／坠落时从事休闲活动(48．33％、

55．26％、55．17％)；97％以上的老年跌倒／坠落是非故

表1 2008年全国伤害监测老年病例分城乡、性别伤害发生原因构成(％)

伤害发生原因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非故意 自残／自杀故意(暴力做击) 非故意 自残／自杀故意(暴力政击) 非故意 自残／自杀故意(暴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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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98．07％、98．38％、97．81％)；各年度伤害最多的

部位是下肢(30．32％、29．78％、28．78％)，伤害性质主

要为骨折(38．92％、33．46％、35．16％)、挫伤、擦伤

(35．67％、37．44％、38．12％)，导致的中度和重度伤害

合计占35％以上(43．06％、38．15％、40．75％)。

讨 论

2006—2008年老年伤害病例占总伤害病例的

比例逐年上升。老年伤害病例中男性多于女性，与

老年伤害死亡水平男性高于女性～致HJ】。老年伤

害的发生原因主要为跌倒／坠落、道路交通伤害、钝

器伤、刀／锐器伤和动物伤，与我国北京等地区的调

查结果一致哺】。农村老年伤害病例中，动物伤问题

较城市严重，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伤害意图为自

残／自杀的老年伤害发生原因主要是中毒、刀／锐器

伤。90％以上的老年伤害为非故意的，伤害发生地

点多为家中，发生时的活动主要为休闲活动和家务／

学习，伤害性质主要为挫伤、擦伤和骨折，伤害部位

集中于头部和四肢，这与北京、四川、深圳等地区的

老年伤害研究结果一致㈣1。老年伤害病例中，轻

度、治疗后回家所占比例均低于全年龄病例，反映出

老年人更容易遭受到严重伤害，这与其他国家的伤

害监测结果一致H】。

老年人群是伤害的高危人群眇】，其重要危险因

素是增龄带来的生理机能减退。年龄增大导致的

身体虚弱和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制，使老年人跌倒的

危险性增高。伴随年龄老化产生的社会功能的削

弱，也会导致负性不良情绪而使老年人产生自杀念

头。55岁以上者生理功能明显衰退、感知能力下

降、瞬间判断能力差、反应迟钝，故容易发生道路交

通伤害⋯。

与其他国家的伤害监测结果一样，跌倒／坠落是

最为高发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老年伤害类型n0’川，且

跌倒／坠落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害的首位

死因n引。我国跌倒／坠落的疾病负担在全世界最高，

造成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损失约为世界其他地

区的2倍n引。跌倒除了影响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

还会对老年人的精神与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即

产生跌倒恐惧心理，这将更增加跌倒的危险性，形成

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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