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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两省(市)农村0～6岁儿童忽视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晨煜钟朝晖潘建平 王应雄钟引 杨新胡晨蔡林利 徐亚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西部陕西省、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两省(市)部分地区0—6岁农村儿童受忽视状况进行

调查。结果 两省(市)共调查农村0～6岁儿童1488名，儿童总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分别为

31．59％、48．32。男女童忽视率和忽视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86，u=1．51，P>0．05)。高

年龄组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低年龄-2HJL童()[2=13．36，F=33．45，P<0．05)。三代同堂、核心

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H=10．03，F=2．83，P<0．05)；留守儿童

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Z=30．30，U=6．76，P<O．05)；而陕西省儿童忽视程度低于重庆

市儿童(f=9．42，U=8．40，P<O．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留守(OR=

1．54；95％CI：1．20～1．97)、家庭类型(OR=1．38；95％C／：1．16～1．65)、父亲职业(OR=O．87；95％CI：

0．78～0．97)、母亲的文化程度(OR=1．27；95％CI：1．07。1．52)、父子间关系(OR=1．43；95％C／：

1．07～1．91)5个因素是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

忽视程度比较严重，应重视儿童忽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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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learn the current neglected situation and its impact factors on rural

children in two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Methods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in some parts of the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city of

Chongqing．Results 1488 subjects，aged from 0 to 6，were recruited in the present study．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prevalence rates of neglected rural children in the two research sites were 3 1．59％

and 48．32 respectively．No significant difierence was found on the prevalence of neglected for boys

and girls(X2=0．86，U=1．51，P>O．05)．The degrees of uegligence in the older children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than in the younger children(矿=13．36，F=33．45，P<0．05)．The prevalence and

degree ofnegligence in families with three generation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a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remarried families(H=10．03，F=2．83，P<0．05)．The one．child—families were significantly

10wer than multiple children families．both in terms of prevalence and degree of negligence．Our data

demonstrated the degrees of negligence in children whose parents were away from home，were higher

than the children whose parents stayed with them(x 2=30．30，U=6．76，P<0．05)．The degree of

negligence in Shaanxi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hongqing()[2=9．42，U=8．40，P<O．05)．Based on

multivariate non—conditional 109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the determinants of stunting amo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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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ded children were as f01lows：parents were away from home(0R=1．54．95％C，：1．20—1．97)；

structure of the family(0R=1．38，95％CI：1．16—1．65)；father’S occupation(OR=0．87，95％CI：

0．78—0．97)：schooling ofthe children’Smother(OR=1．27，95％(1，：1．07—1．52)；relationship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fathers(0R=1．43，95％CI：1．07—1．91)etc．Conelusion The situation ofnegligence

in children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were seriOUS in Shaanxi and Chongqing provinces，which called

for the strengthening o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issue．School and the society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Key words】Neglected；Children；Rural；Influencing factors

儿童受忽视因其隐秘性和难界定性等特点，长

期以来一直未被重视，而给被忽视者的身心造成难

以修复的伤害。为此本研究在2010年12月至2011

年3月对中国西部地区2个省(市)0～6岁儿童受忽

视状况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依据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在我国西部地区抽取陕西省和重庆市；分别从2省

(市)各随机抽取3个市(或区)，其中陕西省为西安

市、宝鸡市和商洛市，重庆市为渝北区、合川区和江

津区；从每个抽中市(区)中抽取经济、文化水平中等

的1个农村县(6个县)；每个县按照经济文化水平分

为高、中、低三层，每层分别抽取1个乡／镇，每个县抽

取3个乡／镇，共18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个

村(18个村)；在0。6岁的6个年龄段各至少调查10

名健康儿童，共调查1488人。男女童各半。

2．调查内容和质量控制：主要包括人口学资料

(家庭住址、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等)、父母及

家庭情况(父母年龄、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家庭

住房、家庭厕所类型、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家庭

年收入、孩子的主要照看者、孩子与父母关系、是否

留守等)、忽视评价常模量表(涉及儿童身体、情感、

教育、安全、医疗、社会等6个忽视层面内容)。调查

过程均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并获得调查对象本人

的知情同意签字，问卷现场集中发放，调查对象独自

完成，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逐项检查，发现无法修

补的漏答项此问卷即标为“废卡”，核对正确后完成

调查，并填写“中国农村0～6岁儿童忽视研究现场

调研记录”。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并

由村干部部署安排调查时间和场所，在村医或村计

生干部的协调下完成调查。

3．调查和评价方法：采用“中国农村儿童忽视评

价常模”中规定的量表和评价方法。其信度和效度

已评价n]。0～35月龄组和3～6岁组分别采用相对

应的调查量表；量表均由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直接监

护人填写，对于个别文化程度较低的监护人(爷爷、

奶奶等)采用一对一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采

用的忽视评价量表包括国际上公认的儿童身体、情

感、教育、安全、医疗、社会等6个忽视层面内容，其

中0～35月龄组评价量表涉及85项指标内容；3～6

岁组量表包含89项指标内容。通过量表计算调查

对象在各个层面及总体上的忽视得分。忽视得分表

示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分值越高，受忽视程度越重。

调查对象在任一层面的得分超过该层面规定的界值

点(第90百分位点)⋯，即认定为在该层面上受到忽

视。调查对象在6个层面中任一层面或多个层面受

到忽视，则认定为受到忽视。忽视情况由忽视率和

忽视度来反映。忽视率(％)=箭糌×loo％
测得儿童的忽视分值

忽视度一赢蒜嚣描篇篇高剐00
4．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SPSS 1 8．0软件建立数

据库并进行相应统计分析，忽视率的检验采用牙检

验，理论频数<1的数据使用秩和检验分析。忽视

度的检验采用U检验或方差分析，方差不齐的数据

采用秩和检验处理。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人口学特征：研究共发放问卷1520份，

回收1503份，剔除不合格问卷15份，有效问卷1488

份，有效率97．89％。其中男童800人(53．76％)，女童

688人(46．24％)；0～1岁229人(15．39％)，l～2岁

237人(15．93％)，2～3岁225人(15．12％)，3～4岁

225人(15．12％)，4～5岁215人(14．45％)，5～6岁

233人(15．66％)，6。7岁124人(8．33％)。核心家庭

425人(28．56％)，三代同堂1010人(67．88％)，单亲家

庭22人(1．48％)，再婚家庭31人(2．08％)。家庭孩

子数：1个819人(55．04％)，2个607人(40．79％)，3个

58人(3．90％)，4个4人(0．27％)；留守儿童862人

(57．93％)，非留守儿童626人(42．07％)。

2．儿童受忽视情况：0～6岁儿童所受总忽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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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忽视度分别为31．59％、48．32。按照性别、年龄、

家庭类型、是否为留守儿童、居住地区等因素分组，

对总忽视率(忽视度)及六大层面忽视率(忽视度)进

行组间分析和比较，结果见表1、2。

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总体是否受忽

视”作为应变量，以孩子父母影响和家庭状况相关因

素：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

度、家庭类型、孩子数量、孩子排行、家庭年收入、孩

子与父亲的关系、孩子与母亲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

系、是否留守等12个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

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进入模型采用向后

最大似然法，纳入和排除模型的检验水准为o．05，主

要研究变量的名称及赋值见表3；分析结果见表4。

讨 论

儿童受忽视既可导致儿童躯体伤害、疼痛和伤

残，也可引起心理精神障碍、生长发育落后等。评价

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

对儿童身心健康保健、权利保护及权益维护的关注

和管理乜1。本次研究结果显示，0～6岁儿童所受总

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分别为31．59％、48．32。男女童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年龄组儿童受忽视

程度显著高于低年龄组儿童，尤其以情感、教育、社

会三层面忽视更为明显，这表明随着孩子的逐渐长

大，家长对孩子在生活及情感方面的关注都在逐渐

减少；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低于

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受忽视程度显

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本研究中陕西省儿童忽视程度

低于重庆市儿童，可能是重庆市父母外出务工较多

和南北差异。

是否留守是本次调查发现影响儿童受忽视的重要

影响因素，1488名儿童中留守儿童862名，占57．93％，

高于安徽省长丰县留守儿童比例(45．83％)01，也高于

湖北省麻城市留守儿童比例(39．15％)[430从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可以看出，留守儿童被忽视是非留

守儿童的11．49倍。这表明，由于缺乏父母情感上的

表1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1488名0～6岁儿童忽视率分析

注：日：采用秩和检验分析的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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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1488名0～6岁儿童忽视度

Y 受忽视情况

X1父亲职业

X2母亲职业

X3 父亲文化程度

x4 母亲文化程度

X5 家庭类型

X7 孩子数量

X8 孩子排行

X6家庭年收入(元)

X9 父子关系

X10母子关系

X11父母之间关系

X12是否留守

未忽视=0，忽视=1

在家务农=1，外出务I=2，工人=3，个体经营者=4，科技工作者=5，公务员=6，其他=7

在家务农=1，外出务工=2，工人=3，个体经营者=4，科技工作者=5，公务员=6，其他=7

大专及以上=1，高中或中专=2，初中=3，小学或没上学=4

大专及以上=1，高中或中专=2，初中=3，小学或没上学=4

三代同堂=l，核心家庭=2，单亲家庭=3，再婚家庭=4

1个=l，2个=2，3个=3，4个=4

行一=1，行二=2，行三=3，行四=4

20 000～=1，10000～=2，5000～=3，1000～=4

亲近=1，一般=2，疏远或冷淡=3

亲近=1，一般=2，疏远或冷淡=3

好=1，一般=2，不好=3

非留守=1，留守=2

表4儿童受忽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关注和呵护，留守儿童受忽视情况严重。于国内相

关报道一致b。1；国外报道祖父母并不能成为一个很

好的照顾者"⋯，Morronqiello等阳1认为缺乏父母监管

的儿童易发生伤害。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父母长期外出、

监护人的监护意愿不高及文化素质较低、农村教学

理念的局限和制约等不同程度均导致了留守儿童受

忽视。而本次调查发现的父亲职业也是儿童受忽视

的影响因素，与50．60％的父亲外出务工有关。

家庭类型是影,I甸JL童受忽视的又一重要影响因

素，4个家庭类型中，随着亲近度的下降，不同家庭

儿童受忽视程度逐渐加重，单因素分析也得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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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即再婚家庭、单亲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

于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最显著的是医疗和社会

两层面，这和国内部分城市的调查结果一致n⋯。国

内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单亲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容

易产生一些消极影响n“123；而单亲或再婚组合家庭

的子女容易受到忽视n纠；Turszn43认为儿童受忽视的

影响因素为家庭特征和父母心理情感。这或许是因

为承受更多的压力使单亲家庭的父或母亲无法满足

孩子某些方面的需求；重组后的复杂情感和经济现

实问题影响着再婚家庭的和谐。

母亲文化程度、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是另两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母亲文化程度等级顺序排列中，文

化程度越低，受忽视的程度越严重。有研究显示低

文化程度、母亲的疏忽影DI甸JL童受忽视n51。提示，降

低儿童受忽视现状需要提高母亲的文化水平及家长

的素质。孩子与父亲关系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一

般或疏远、冷淡都会使孩子受忽视程度加重，也说明

在中国这个通常由母亲照顾孩子的社会环境中，父

亲改善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对降低受忽视程度是很重

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

忽视程度比较严重，高年龄组儿童忽视程度显著高

于低年龄组儿童；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受忽视程

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受

忽视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而陕西省儿童忽视

程度低于重庆市儿童。因此，重视儿童忽视问题，更

新父母育儿观念，提升父母素质，纠正不正确教育方

式，打造温馨和谐的适宜儿童身心发展的社会环境

和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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