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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3～6岁儿童忽视状况的比较研究

李敏潘建平 张松杰 张华杨子尼王维清 曹春红王飞 杨小梅

牛倩申鸿代表课题协作组

【摘要】 目的调查分析中国城乡3～6岁儿童的忽视状况，为分析比较相关影响因素奠定

基础。方法按照“中国农村3～6岁儿童忽视评价常模”和“中国3～6岁城区儿童忽视常模”规定

的量表及评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分别在2002年1月对14个省25个市1163名

城市3～6岁儿童(其中男童占49．6％，少数民族占4．5％)和2010年11月对10个省26个市4096名

农村儿童(其中男童占50．6％，少数民族占6．2％)进行调查。结果城乡3～6岁儿童总忽视率分

别为28．0％和53．7％，总忽视度分别为42．2和4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乡儿童各

年龄组间忽视率和忽视度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城乡男童的忽视率分别为32．6％和

55．9％，女童的忽视率分别为23．7％和5I．6％；男童的忽视度分别为42．7和44．6，女童的忽视度分

别为41．8和4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乡儿童在6个不同忽视类型的总体发生率

分别为5．1％～12．9％和13．1％～26．6％，其中除安全忽视外，城乡儿童其他层面忽视率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城乡儿童不同忽视类型的忽视度分别为39．4～43．4和36．5—48．2，城

乡儿童各忽视类型忽视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城市儿童以教育、情感、身体

忽视为重，农村儿童以身体、社会和教育忽视为重；而在安全方面受忽视均较轻。城乡均以单亲

家庭的儿童忽视率最高(分别为42．9％和60．O％)，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论年龄或性

别，城乡儿童均以单项(各忽视中任一类型)受忽视为主(发生率分别为16．5％和22．7％，构成比分

别为58．9％和45．1％)。结论中国城乡3～6岁儿童忽视状况差别较大，农村儿童受忽视的频度

和强度均高于城市儿童；城乡男童受忽视的频度均高于女童；除安全忽视外，农村儿童在其他层面

受到更多和更严重的忽视；城乡儿童均以单亲家庭受忽视的频度最高，且以单项受忽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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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neglected

children aged 3—6，in China．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n relevant risk

factors．Methods 1163 urban children aged 3-6(with 49．6％males and 4．5％with minority

ethnicity)were investigated from 25 cities of 14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whole country．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Again，using the same

sampling method，4096 rural children(of whom 50．6％were males with 6．2％as minorities)were

chosen from 26 cities of 1 0 provinces or municipalities．Identification of children being neglected was

based on“Child Neglect Evaluation Norms of Children Aged 3—6 Years in U曲an／Rural China”．

SPSS—Windows 13．0 was employed for data analysis．Scores，frequency／degrees，age，sex and types

(physical，emotional，educational，safety，medical and social)ofchildren under negligence on every

group ofthe regions，were calculated．z2 test(Chi-Square)and Analysis ofvariance(ANOVA)were

processed to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differences．Results The overall frequencies of

negligence were 28．0％and 53．7％respectively among the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aged 3—6．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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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al degrees of negligence were 42．2 and 44．4 respectively．Significant difi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children from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reas(P<O．05)．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lso fou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on every age group(P<O．05)．The frequencies ofnegligence among

males were 32．6％and 55．9％respective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le among females．the figures

appeared to be 23．7％and 5 1．6％respectively．The degrees of negligence were 42．7 and 44．6 among

male while 4 1．8 and 44．3 among female children．in the urban or rural areas．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male or femal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groups(P<0．05)．Frequencies of negligence

in urban children aged 3—6 for the six types were from 5．1％to 12．9％．with the frequency in rural

areas as 13．1％一26．6％．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group for any Other

type(P<O．05)，in addition to the safety type．The degrees of negligence in urban children aged 3-6

for the different type were between 39．4 and 43．4．while in the rural areas as from 36．5 to 48．2。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every type(P<O．05)．The degrees of negligence related to education，

emotion，or physical s仃ength were more seriPUS on children from the urban than from the rural areas．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child negligence was seen in the single—parent families on both urban and

rural groups(42．9％and 60．0％respectively)．with no significant difrerence found(P>0．05)．The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aged 3-6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single item of negligence．with incidence

rates as 16．5％and 22．7％and proportions as 58．9％and 45．1％respectively．despite the factors as age

or sex．Conclusion There were large differences on the situation of neglig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aged 3-6．The frequencies and degrees of negligence in every age group and

different sex for children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urban children．The frequency

of negligence among boys was higher than girl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 rural children had

suffered more serious negligence than the urban children at any other type．in addition to the‘safety’．

Both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had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negligence in single．parent family。and

were mainly suffered from single item of negligence．

【Key words】Child neglect；Urban and rural；Comparative study

儿童忽视是由于疏忽而未满足儿童的需求，以

致危害或损害其健康或发展，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

卫生问题。各种原因及长期的忽视均可直接或间接

对儿童造成巨大伤害⋯。儿童忽视在我国也普遍存

在，且由于城乡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儿童忽

视状况也有所不同。本课题组应用“中国3～6岁城

区儿童忽视评价常模”和“中国农村3～6岁儿童忽

视评价常模”，对我国城乡儿童忽视状况进行了专项

调研乜’“，了解我国农村3～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城乡

差别对比分析。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根据我国地理分布特点，兼顾经济

发达和偏远落后地区，并考虑人口及民族构成，采用

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其中城市儿童抽样

方法见文献[3]；农村儿童抽样是从全国选择26个

有代表性城市(北京、重庆、长春、西安、太原、合肥、

南京、长沙、武汉、昆明、吉林、四平、宝鸡、商洛、晋

城、长治、宿州、马鞍山、苏州、宿迁、株洲、衡阳、黄

冈、宜昌、保山、德宏)，再从每个直辖市抽取2个县，

其他城市各抽取1个县，共计28个县；每个县抽取3

个乡，共计84个乡。每个乡按性别、年龄等要求分

层随机抽样，实际共调查4096人。其中男性2072人

(50．6％)，女性2024人(49．4％)；汉族3833人

(93．6％)，少数民族263人(6．4％)。

2．研究方法：

(1)调查方法：由各抽样省(市)儿童保健学科协

作单位专业人员组成协作组。统一召集抽样儿童家

长座谈会，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由家长现场填写调查

问卷。问卷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填写完毕后即

进行项目和内容的完整性、逻辑性检查，确认无误，

数据录入计算机。

(2)JL童忽视的评价：采用“中国3～6岁城区儿

童忽视常模”和“中国农村3～6岁儿童忽视评价常

模”中规定的评价方法。按照国际惯例n1，分为儿童

身体、情感、教育、安全、医疗、社会6个忽视类型。

通过量表分别计算被调查儿童在各类型及总体的得

分(忽视分值)。忽视分值表示儿童受忽视的程度，

分值越高，受到忽视越重。如某类型的得分超过该

类型规定的界值点，即认定儿童在该类型受到忽

视。如在一个类型或多个类型受到忽视，则认定该

儿童受到忽视。按以下公式分别计算忽视率(JL童

受忽视的频度)和忽视度(儿童受忽视的强度)：

忽视率(％)=(受忽视儿童人数÷被测儿童人数)×100％

忽视度=[测得儿童的忽视分值(或某一忽视类型的分

值)÷忽视满分值(或该类型的满分值)]×100

3．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3．0软件建立数据

库，分别计算不同地区、年龄、性别、忽视层面的忽视

分值、忽视率和忽视度，并进行Z检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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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城乡不同年龄组儿童忽视状况比较：城乡3～6

岁儿童总忽视率分别为28．0％和53．7％，总忽视度分

别为42．2和4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农村6岁年龄组儿童忽视度最高，且各年龄组间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4．850，P<O．05)；各年龄组间忽

视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7．384，P>0．05)。城

乡各年龄组儿童忽视率和忽视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且均为农村高于城市(表1、2)。

表1我国农村地区3～6岁儿童不同年龄组忽视状况

注：8 F=4．850，P=0．002；6 f=7．384，P----0．061

表2我国城乡3～6岁儿童不同年龄组忽视状况

2．农村男女儿童忽视状况的比较：农村儿童忽

视度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忽视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即男童的忽视比率大于

女童(表3)。城乡男童的忽视率分别为32．6％和

55．9％，女童分别为23．7％和51．6％；男童的忽视度分

别为42．7和44．6，女童分别为41．8和44．3。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o．05)，均为农村高于城市。

3．农村儿童在不同忽视类型中的忽视状况及城

乡比较：

(1)不同忽视类型的忽视率和忽视度：6个忽视

类型中，农村3～6岁儿童不同年龄组在“教育”、“医

表3我国农村地区3。6岁儿童不同性别忽视状况

注：。f’=1．471，P=0．225；6f=7．143，P=0．008

疗”和“社会”忽视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O．05)，在“身体”、“情感”和“安全”忽视率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男女童之间“情感”和“社会”

忽视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均为男童

高于女童，其他类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o．05)。忽视度在各年龄组间除“情感”外，其他各类

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身体”以3岁

组忽视度最高，其他类型均以6岁组忽视度最高；

“情感”和“安全”忽视度存在性别差异并有统计学意

义，均为男童高于女童，其他类型的性别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城乡儿童各忽视类型的比较：城乡3～6岁

儿童不同忽视类型总体发生率分别为5．1％～12．9％

和13．1％～26．6％。除“安全”外，其他类型在城乡儿

童间忽视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均为

农村高于城市；城市儿童在“身体”、“情感”、“安全”

方面受到的忽视较多，农村儿童在“社会”、“身体”、

“医疗”方面受到的忽视较多。城乡儿童不同忽视类

型的忽视度分别为39．4～43．4和36．5～48．2，各类型

在城乡儿童间忽视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均为农村高于城市。城市儿童以“教育”、“情

感”、“身体”忽视为重，农村儿童以“身体”、“社会”和

“教育”忽视为重；城乡儿童在“安全”方面受到的忽

视均相对较轻(表5)。．

4．不同类型家庭忽视率及城乡间比较：农村儿

童以单亲家庭儿童受忽视率最高(60．0％)，“三代同

堂”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儿童受忽视率较低(分别为

53．8％和53．6％)，而城市也以单亲家庭儿童忽视率

最高(42．9％)，且城乡间单亲家庭儿童忽视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7。

表4我国农村地区3～6岁儿童各忽视层面的忽视率和忽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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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我国城乡3～6岁儿童各忽视类型的忽视率

和忽视度比较

表7我国3～6岁儿童不同家庭类型城市

和农村忽视率(％)

5．农村儿童同时受到多项忽视的状况：无论以

年龄或以性别分组，农村3～6岁儿童以单项(仅任

一类型)受忽视为主(发生率为22．7％，构成比为

45．1％)，>／2项同时受忽视的比率均逐步减小(表

8)，与城市儿童基本一致(发生率为16．5％，构成比

为58．9％)‘⋯。

表8我国农村3～6岁儿童各年龄组、性别同时

受忽视种类发生率

讨 论

儿童忽视是影响儿童发育的最常见形式b1。有

研究表明，儿童忽视与贫困存在密切的联系№1，很多

忽视类型(如身体、教育、医疗忽视)都与家庭的经济

状况直接相关。我国城乡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必

然会造成儿童忽视状况的差异。

1．城乡儿童忽视率和忽视度的比较：城市3～6

岁儿童总体忽视度和忽视率分别为42．2和28．O％，

农村儿童分别为44．4和53．7％。农村儿童受到忽视

的频度(忽视率)和强度(忽视度)均高于城市，主要

是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儿童忽视状况的

差别⋯。

2．城乡不同性别儿童忽视的比较：无论男女

童，城乡间忽视率和忽视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O．05)，均为农村高于城市，且男童的忽视率高

于女童。而国外一项研究认为儿童忽视与性别无

关随1。本研究结果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

观的差异。我国城市男女童忽视率的差别主要是由

于身体忽视的差异所致b1，而其他类型的忽视率均

无性别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儿童的父母文化

程度和综合素质较高，对女童给予较多的身体关爱

(包括营养调配、选购食品和增添衣物等)，而对男

童的身体受到相对较多的忽视。农村男女童忽视

率的差别主要为情感忽视和社会忽视，说明农村家

长仍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从而使其在情感和社

会层面受到更多的忽视。而农村经济落后、父母综

合素质低是造成男女童忽视率和忽视度均高于城

市的根本原因。

3．城乡儿童忽视类型的比较：城市儿童在身体、

情感、安全方面受到的忽视较多，以教育、情感、身体

忽视为重；农村儿童在社会、身体、医疗方面受到的

忽视较多，以身体、社会和教育忽视为重。除安全忽

视外，其他各类型的忽视率均为农村高于城市。

4．城乡不同家庭类型间忽视状况的比较：城乡

单亲家庭儿童受忽视率均最高，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国内也有研究表明单亲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

易产生消极影响阳1。由此可见家庭的完整、和睦和

亲情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城乡儿童同时受忽视种类发生率的比较：无

论以年龄或性别分组，城乡儿童均以单项受忽视为

主，≥2项同时受忽视的比率均逐步减小。表明城

乡儿童均以某一方面的忽视为主，而单一类型的忽

视大多是由于无知、疏忽造成，这正是儿童忽视的

含义。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地区3～6岁儿童的忽视

率和忽视度均高于城市，农村儿童的忽视状况更加

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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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成员单位及专家(按地区排列，排名不分先后)：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王惠珊、徐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王桂香；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席卫平；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陶芳标；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秦锐；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古桂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石淑华、张静；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杜其云；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钟朝晖；昆明医学院焦锋；辽

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旭红；郑州大学第三医院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马葆靖；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弋花妮；青岛市妇幼保健院傅

平；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系静进；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俞红；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李琼昭；新疆煤矿总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

幼保健院李威；贵州省妇幼保健所喻贵清；陕西省妇幼保健院马

西；宝鸡市妇幼保健院武雅丽；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黎海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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