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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小学生烧烫伤影响因素
病例对照分析

刘伟佳刘伟林汉生 张维蔚林蓉麦锦城何秀芳杜琳

【摘要】 目的探讨广州市中小学生烧烫伤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在广州市区县中小学按性别、班级1：1配对原则，选择428对烧烫伤病例和对照组，采用单因素

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广州市中小学生烧烫伤发生主要部位是上肢(57．9％)，主

要发生地点是家中(58．2％)。51．O％烧烫伤是热水导致的；43．9％的烧烫伤需要医疗单位处理；

7．7％伤后留下后遗症(活动不如往常、功能受限、致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住宿生(on=2．47)、

母亲年龄大(OR=1．03)、非核心家庭(OR=1．25～1．84)等是烧烫伤发生的影响因素。独生子女

(OR=O．60)、睡眠时间充足(OR=O．84)、学习成绩好(on=o．85)、母亲高学历是烧烫伤发生的保

护因素。结论广州市中小学生发生烧烫伤部位以上肢为主，家中是发生烧烫伤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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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ve factors of burn injllry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Guangzhou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intervention．

Methods l：l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428 cases and428 controls based on different sex

and class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factors and bum injury Was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Results Following facts were discovered：burn injury

mainly occurred in the upper limbs(57．9％)，home was the place that most of bum injury(58．2％)

took place．51．0％of the bum injuries was caused by hot liquid，43．9％bum injury needed medical

treatment and 7．7％bum injury leR with sequelae as dysfunction or disability．Data from the

multivariate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boarding students(OR-----2．47)。older age of

the mothers(DR=1．03)，non．nuclear family(OR=1．25—1．84)were risk factors of burn injury．

Being the only child(OR=O．60)．having sufficient time for sleep(OR=O．84)，good performance

record(OR=O．85)，higher mater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were protective factors on bum injury．

Conclus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Ouangzhou，burn injury mainly

occurred in the upper limbs，and home Was the place that most ofburn injury took place．

【Key words】 Bum mjury；Case—control study；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m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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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烫伤已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公

共卫生问题。在美国0～14岁儿童是发生烧烫伤的

DOI：10．3760／cmad．issn．0254—6450．2010．09．005

作者单位：510080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伟佳、刘伟、张维

蔚、林蓉、杜琳)；暨南大学医学院(林汉生)；广州市中小学卫生保健

所(麦锦城)；广州市健康教育所(何秀芳)

刘伟佳、刘伟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杜琳，Email：dulinaa@hotmail．eonl

·979·

·现场调查·

高危人群⋯。近些年我国报道的儿童青少年烧烫伤

发生率为0．34％。10．45％‘2圳。为此，本研究采用

1：1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中小学生烧烫

伤的相关因素，为预防和减少烧烫伤的发生提供科

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烧烫伤目标人群为广州市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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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有在校学生。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分别在广州市12个区县(市区、郊区和郊县)随

机抽取1个区。在代表市区的越秀区，抽取小学4

所、中学2所；在代表郊区的白云区中抽取小学3所、

中学4所；在代表郊县区的增城市抽取小学3所、中

学4所。同时在全市随机抽取职业中学2所；共22

所学校25 204名中小学生。共回收有效问卷24 168

份，有效率95．9％。

在调查的基础上，采用1：1的配比原则，筛选出

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发生过烧烫伤的428名学

生作为病例组，以在该时期内没有发生任何类型伤

害的同性别、同班级的428名学生作为对照组。样

本满足l：l病例对照所需的样本量(根据配比病例

对照样本量计算公式：M=m／poq。-q-p。q。估算)。

2．烧烫伤病例纳入标准：伤害类型为烧烫伤，伤

害的界定标准为符合下列三种情况之一b】：①到医

疗单位就诊，诊断为某一类损伤(本次研究将校医

室归类为医疗单位)；②南家长、老师或同伴对受伤

者做紧急处理或看护；③因伤请假(休学、休息)半

日以上。

3．调查方法与内容：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对病

例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均选自预防医学

专业在校大三学生，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指导学生独

立完成问卷。调查是在学校统一安排时间，由班主

任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学生填写完问卷后当场收

回。其中四年级及以下学生将问卷(附带问卷填写

说明)带回家中由家长填写，次日收回。所有参加调

查的学生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杏内容主要包括一

般人口学特征，家庭相关隋况、烧烫伤危险行为以及

影响烧烫伤发生的社会心理因素等。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3．0软件描述伤害发

生率及其分布，烧烫伤影响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

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结 果

1．一般情况：在428对研究对象中，男生193对，

女生235对。病例组平均年龄(13．9±3．10)岁，对照

组(13．9±3．07)岁，经配对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80，P=0．426)。中学生烧烫伤发生的地点、部

位、致伤物、伤后的处理及恢复情况见表l。

2．单因素分析：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独生子女、睡眠时间充足、学习成绩好、母亲

学历高等6个因素是烧烫伤发生的保护因素；住宿

生、父母年龄大、非核心家庭、孤独等8个因素为烧

表1广州市中小学生烧烫伤发生特点分布

分类病例数构成El：(％) 分类病纽暾构成瞰％)

部位 其他 13 3．0

头面部 35 8．2 致伤物‘

上肢 248 57．9 热水 202 51．0

下肢 115 26．9 食物 44 11．1

躯干 30 7．O 热的物体 90 22．7

地点 化学物品 10 2．5

家里 249 58．2 火焰 39 9．8

道路 34 7．9 其他 1l 2．8

学校 73 17．1 恢复情况

公共场所 50 11．7 完全恢复 336 78．5

其他 22 5．1 活动不如往常 22 5．1

烫伤后的处理 功能受限 9 2．1

家人／老师 208 48．6 致残 2 O．5

医疗机构 188 43．9 正在恢复中 59 13．8

没有处理 19 4．4

注：4致伤物类别中，共有32例数据缺失

烫伤发生的危险因素。其中独生子女烧烫伤发生危

险性是非独生子女的0．4l倍，住宿生烧烫伤发生危

险性是非住宿生的3．02倍(表2)。

3．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

的14个烧烫伤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最终有8个因素进入模型，其中住

宿生(OR=2．47)和母亲年龄(OR=1．03)是烧烫伤发

生的影响因素。与核心家庭相比，单亲家庭和其他

类型家庭的烧烫伤发生率分别是其1．25倍和2．84

倍。认同自已易受伤的学生是不认同学生烧烫伤发

生率的2．49倍。独生子女、睡眠时间充足、学习成绩

好是烧烫伤发生的保护因素，OR值分别为0．60、

0．84、0．85；母亲学历高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低的学生

不容易发生烧烫伤。家庭居住环境、父亲年龄及学

历、孤独、失眠等因素未引入回归模型(表3)。

讨 论

本研究从大样本人群调查结果筛选病例组，再

根据与病例组相同性别、班级且在相应时段内没有

发生伤害的学生作为对照，进行配对，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病例与对照组研究中常见的选择偏倚№]。

研究结果显示，烧烫伤发生部位主要为上肢，以热液

烫伤为主，主要地点是家里，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一

致h2序引。与此同时，烧烫伤对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

中小学生，包括容貌、肢体功能及心理等方面，造成

的负性影响也不容忽视，43．9％的烧烫伤需医疗机构

处理以及7．7％伤后留下后遗症(活动不如往常、功

能受限、致残)，应引起社会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中小学生烧烫伤的发生是多因素(个人因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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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 变量赋值 P值 OR值(95％C／)

注：4以哑变量形式纳入模型，选第一类为参照其他各类比较

表3广州市中小学生烧烫伤影响因素多因素条件

logistic同归分析
影响因素P值 OR值(95％C／)

独生子女 <0．001 0．60(0．45—0．79)

住宿生 <O．001 2．47(1．91—3．20)

每晚的睡眠时间 <O．001 0．84(0．77—0．92)

学习成绩0．024 0．85(0．74，0．98)

母亲年龄0．020 1．03(1．00。1．05)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1．00

大家庭0．180 1．40(0．86—2．23)

单亲家庭 0．093 1．25(0．96一1．63)

其他 <0．001 2．84(1．63—4．95)

母亲学历

小学以下 1．00

初中0．950 0．99(0．75—1．31)

高中／中专0．138 0．78(0．57一1．08)

大专以上0．002 0．46(O．29—0．76)

认同自已易受伤

不同意 1．oo

说不清 <O．001 1．59(1．24．2．03)

同意 <O．00l 2．49(1．91—3．251

庭因素及学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伤害的发生与个体的体质、心理因素及生物力

学反应性等多种因素有关。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睡眠时间充足(OR=O．84)、学习成

绩好(OR=0．85)是烧烫伤的保护因素，可能是由于

充足的睡眠能使人头脑更清醒，注意力更集中，从而

在处理容易导致烫伤的相关事项时不容易发生伤

害。这也提醒家长和老师为了减少烧烫伤的发生，

在延长中小学生学习时间的同时也别忘了要给予他

们充足的睡眠时间。学习成绩好是烧烫伤的保护因

素，可能是由于成绩差的学生其性格、行为等特点使

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暴露于烧烫伤的环境中，从而

导致更多烧烫伤的发生。认同自已易受伤的学生容

易发生烧烫伤(OR=2．49)，提示不良的心理状态学

生容易发生烧烫伤。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经常感觉

孤独(D尺=1．17)、压抑(D尺=1．24)以及经常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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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尺=1．38)是烧烫伤发生的影响因素，但可能由于

共线性的原因，在多因素分析中反映心理方面的因

素未能进入模型。

家庭环境是影nI甸JL童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

父母预防烧烫伤意识、知识及对子女的照料程度与

儿童青少年发生烧烫伤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中显

示独生子女(OR=O．60)、母亲高学历是烧烫伤的保

护因素；与国内的相关研究一致旧j。可能是由于独

生子女能受到家庭更多的关爱，而母亲学历越高可

能越注重儿童的安全教育，从而对烧烫伤的发生有

一定的预防作用。非核心家庭类型是烧烫伤发生的

影响因素，可能是由于非核心家庭(多子女家庭或是

单亲家庭)，都会导致儿童的关爱减少。母亲年龄

(伽=1．03)也是烧烫伤发生的影响因素；母亲年纪
大可能照顾孩子的精力不足或不够集中所致。单

因素分析结果还显示父亲年龄大(OR=1．04)是影

响因素，父亲学历高和家庭环境好(OR=O．81)是保

护因素。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与学生烧烫

伤发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对危险环境、设备的安全

管理及主动为学生提供安全防范知识等方面。本次

研究显示17．1％的学生烧烫伤发生在学校，仅次于

发生在家里，多因素分析结果也显示住宿生是非住

宿生烧烫伤发生率的2．47倍，可能是由于学生在校

不同于在家庭，需要独立处理更多的日常事务，如打

开水等，导致更多的暴露于烧烫伤的影响因素中。

提示学校应注重提高学生伤害防范知识和防范意

识，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

本研究是在广州市中小学生伤害及其危险行为

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配比病例对照研究，获取既往

信息时，难以避免回忆偏倚，特别是病例组和对照组

的回忆误差可能不一致；其次，鉴于影响儿童青少年

烧烫伤发生的因素复杂性，本文对烧烫伤影响因素

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烧烫伤发生的家庭

物质环境因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为广州市医药卫生重大项目资助(2007-ZD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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