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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儿童伤害预防 落实有效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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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伤害是全球儿童面临的健康威胁，也是中国 1~17岁儿童的首位死因。儿童伤害预防是

非常具有投入产出效益的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国内外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也证明相关儿童伤害干预措

施的有效性。建议加强伤害防控工作的部门分工与协调机制，确保必要的财政经费支持，以广泛实施

各项有效的干预措施，保障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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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 importance to prevention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on chil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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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jury is a threat to children globally and appears a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mong children aged 1 to 17 years in China. Child injury prevention is a public health measure with a
high cost-benefit ratio.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specific
child injury interven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multi-sector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 including the clear clarif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ensuring the necessary financial support.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widely
implement various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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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有超过 500万人死于伤害，超过了每

年死于艾滋病、结核、疟疾的人数总和［1］。而其中

道路交通伤害和溺水则是全球儿童和青少年的主

要死因。根据WHO 2018年发布的全球道路安全

状况报告，对于全球 5~29岁的人群，道路交通伤害

是第一位的死因，且死亡人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2000-2016年）［2］。

本期重点号系列文章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支持开展的 2016-2020年儿童伤害预防试点项目

的调查数据（调查时间为 2017年），对 6个省份（江

苏、陕西、广东、浙江、河北和山东）28个县（区）的

儿童伤害流行特征［3］、道路交通伤害［4］和动物伤

害［5］情况进行分析，并就中国 31个省级儿童发展纲

要中非故意伤害防控目标与策略进行比较［6］，了解

国家级和省级儿童发展纲要中非故意伤害防控目

标及策略的具体内容与异同点。

1.中国儿童伤害的流行概况：在中国，伤害是

1~17岁儿童的首位死因。根据《中国儿童伤害报

告》，2014年中国 0~17岁儿童伤害死亡率为 22.93/
10万，当年约有 6.45万名儿童死于伤害，平均每天

176例儿童因为伤害而死亡。其中 1~17岁儿童伤

害死亡率为 20.67/10万，占该年龄段儿童死亡人数

的 51.9%，超过了其他所有死因造成该年龄段儿童

死亡人数的总和。溺水和道路交通伤害为中国儿

童伤害死亡的主要类型［7］。从 1990-2017年，中国

儿童伤害的总体发生率增长了 50.6%，其中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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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伤害增长了 82.2%［8］。全球疾病负担 2019年的

数据也显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儿

童伤害死亡率仍然较高，2019年<20岁儿童青少年

的伤害死亡率为英国、日本、德国、瑞典的 3倍

以上［9］。

本期重点号系列文章对部分地区开展的儿童

伤害预防项目基线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对不同类型

伤害的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对了解项目地区伤害发

生及有关情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研究发现

调查前 12个月内，6个省份 28个县（区）男童伤害

发生率高于女童，夏季是儿童伤害的相对高发季

节；调查地区城市儿童的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率高于

农村儿童，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时的活动排序前

4位依次是玩耍/娱乐（21.61%）、骑/乘电动自行车

（20.40%）、步行（20.07%）、骑/乘自行车（14.44%）；

调查地区发生的儿童动物伤害有 73.20%发生地点

为家中。这些研究结果也可为项目地区乃至国家

制定和实施儿童伤害预防策略措施提供了依据。

2.儿童伤害预防策略及建议：国际上经过多年

的实践和研究对于儿童伤害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

的干预策略。如哈顿伤害预防十项策略以及“5E”
伤害预防策略。其中 5E包括教育（Education）、

环 境 改 善（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工 程

（Engineering）、强化执法（Enforced regulation）、评估

（Evaluation）［10］。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中也对伤害

预防特别是道路交通伤害的预防提出了明确的

目标［11］。

儿童伤害预防控制工作涉及诸多方面，例如道

路交通、游乐场所、学校、幼儿园、社区环境等。相

应的预防控制措施也涉及很多领域，例如优化城市

规划、改善工程设施、开展健康教育、加强道路安全

执法、强化儿童看护人的安全知识和行为等。明确

各部门在儿童伤害预防控制工作中的职责，并建立

部门间协调机制，是儿童伤害防控各项措施能够有

效落实的重要保障，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能够有效

控制儿童伤害发生的成功经验之一［12］。本期重点

号文章发现当前国家级与各省级儿童发展纲要对

于儿童伤害防控目标领域的归属存在不同之处，国

家级与大部分省级儿童发展纲要均将儿童伤害预

防控制设置在健康领域，少部分地区则设置在环境

或安全领域，表明各地相关行政部门对伤害属于健

康问题还是环境或安全问题持有不同的认识和意

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0-2020年）》对于儿童

伤害预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以及策略，然而由

于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相关策略措施主体责任不

够清晰和明确。在新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年）》中建议明确相关部门在儿童伤害

预防工作中的职责，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详细界

定有关措施的责任主体和部门间协调合作机制，并

建立考核评估机制。此外，国家级和各省儿童发展

纲要的对比分析也发现部分地区未提出减少儿童

伤害死亡的具体目标或未对死亡下降幅度设定量

化指标，环境和工程策略在国家级和部分省级儿童

发展纲要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立法和强化执法是伤害预防控制的最有效策

略之一。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也将儿童伤害预防纳入其中，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

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

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

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

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13］。

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

国际上已经证实有效的 27种儿童伤害预防控制措

施中，有 10种措施完全没有体现在中国的各项法

律法规中，包括穿戴个人漂浮装置、使用日间行车

灯、使用防儿童开启药瓶、设定家庭生活用水温度

上限等，其他 17种措施在部门规章中有所体现，尚

未纳入至现行法律条文中［14］。

在加强立法的同时，注重当前已有相关法律法

规的强化执法，将已有法律法规要求的措施落到实

处仍然是重点。以“儿童安全座椅”为例，2007年
以来，国内已有近 20个省（市）陆续出台了相关规

范性文件，要求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但具体实

施情况却不尽如人意［15］。例如，上海市和深圳市分

别于 2014年和 2015年开始实施儿童安全座椅强制

性要求［16-17］，但 2018年的调查发现，两地 0~6岁儿

童的安全座椅“使用率”分别为 62%和 48%，“总是

使用率”仅为 41%和 27%［15］，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也对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后续需要加强执法，使这一预防儿童道路交通伤害

的有效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同时，强化执法以及针

对相关法律法规对公民进行宣传教育，可以促使人

们逐渐改变有儿童伤害风险的行为并建立新的更

加安全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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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参与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一

项基本权利［18］。有意义的儿童参与需要尊重儿童

参与的权利，从将儿童视为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将儿

童视为主动参与者，使得儿童能够获取相关信息并

对那些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决策发挥影响力［19］。对

于儿童伤害预防来说，有意义的儿童参与是实现儿

童伤害各项干预措施目的的重要原则。例如，对于

儿童伤害风险的排查，只有儿童参与才能从儿童视

角发现难以被成年人所发现的伤害危险因素。在

开展儿童安全意识提升的活动时，也要改变传统的

说教式教育，更多采取儿童参与式的活动方式，这

样能更有利于使相关的伤害预防知识转化为儿童

的安全行为。

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中国儿童伤害预防

项目进展：从 2003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携手中

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中国CDC和地方相关专业机

构，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了多轮儿童伤害预防项

目。在借鉴国际上儿童伤害预防的经验基础上，不

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伤害预防控制策略和

措施。通过国家和地方多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开展

家庭、社区、学校、幼儿园等场所的儿童伤害安全隐

患排查与整治以及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和干预活

动，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22］。项目支持

编写发布了《中国儿童伤害报告》《儿童伤害预防

与控制工作指南》《中国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状况研

究报告》等重要报告和指南，为各地儿童伤害预防

工作提供了重要技术指导。项目重点探索了“四安

全”干预模式（安全社区、安全学校、安全幼儿园、安

全家庭）、学龄前儿童溺水综合干预模式、学龄儿童

道路交通伤害综合干预模式，同时开发了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干预工具，包括“儿童伤害干预系列

技术指南”“家庭儿童伤害安全排查清单”“学生安

全教育课件”“伤害隐患排查小程序”“儿童伤害预

防核心策略（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宣传视频”

等，在提升家长、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儿童伤害预防

意识和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国家及地

方各级儿童伤害预防相关部门将项目总结出的有

效儿童伤害干预策略和措施纳入相关领域的规划

和工作中，并通过相关宣传教育渠道将遴选出的干

预工具进行广泛传播。

4.进一步加强儿童伤害预防工作：儿童伤害预

防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经济学评价表明许多

预防儿童伤害的具体措施不仅能够有效预防儿童

伤害的发生，同时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代价［23］。本

期重点号系列文章对中国部分地区道路交通伤害

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因道路伤害造成的医疗费用

中有 37.3%的病例住院费用超过 10 000元，而这还

只是直接的经济负担，尚未计入其他相关的家庭和

社会负担。这些负担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投入来避

免的，例如就道路交通伤害而言，美国的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每投入 1美元用于儿童安全座椅，能够

节约 29美元的财政支出，每投入 1美元改善道路安

全条件，能够节约 3美元的财政支出［24］。目前中国

由于缺乏儿童伤害预防公共财政投入有效机制，国

家和许多地方财政经费中并未设立用于儿童伤害

干预工作的专项经费，干预策略和措施也难以落到

实处。建议开展儿童伤害有关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投入机制研究，建立国家和地方财政有效筹资机

制，支持各项干预策略落实和广泛开展，促进儿童

伤害预防目标的实现。

最近几十年，在一些发达国家随着人们意识的

提升以及干预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使得儿童伤害发

生与死亡出现显著下降。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伤害的发生并没有得到有效控

制。中国儿童伤害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高，需

要尽快加强儿童伤害预防控制工作。本期重点号

系列文章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

6个省份部分试点县（区），虽然不具有全国和省级

代表性，但调查结果对于国家和地方儿童伤害预防

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有关政府部门和

机构可以参考这些研究结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

现行的干预策略和措施进行梳理，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儿童伤害预防相关工作。同时，建议在《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实施期间，重点完善

各有关部门在儿童伤害预防工作中的职能分工与

协调机制，强化儿童伤害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重

视有意义的儿童参与，并确保足够的财政经费支

持，使各项有效的干预措施和干预工具能够广泛实

施，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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