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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济宁市农村初中生意外伤害发生的流行特征，为研究其影响因素和制定相关干预措施

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济宁市６８６名初中生进行１ａ随访，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村中学

生意外伤害发生情况。结果　１ａ内济宁市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发生率为２８．７％，其中男生为３４．４％，女生为

２３．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９．６４８，犘＝０．００２）；不同年级的意外伤害发生率不同，其中初一学生发生率最

高；听说过意外伤害的为８０．８％；意外伤害多发季节在夏季（７９例，４０．１％）；地点主要在家中（９９例，３５．９％）和

学校（９７例，３５．１％）；１００例（５０．８％）学生发生意外伤害后去医院处理；意外伤害类型依次为锐器伤（４３４，

６３．２％）、异物伤（２６９，３９．２％）、碰击伤（２３４，３４．１％）等。结论　济宁市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发生率较高，应针

对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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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伤害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外部原因而非自

身故意行为所致身体损伤、残疾和死亡。近年来，

由于对传染病和营养性疾病的有效控制，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我国，伤害已成为

儿童青少年的第１位死因。儿童意外伤害也已成

为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２］。意外

伤害给儿童青少年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造成极大

的打击，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青少年意外伤害有其鲜明的疾病特征，通过干预

可有效控制意外伤害的发生［１］。本调查于２０１３年

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对济宁市农村初中生进行意外

伤害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的流行

特征，为农村初中生意外伤害影响因素和防治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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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调查于２０１３年５月，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

法，在济宁市按照经济水平高中低随机抽取３个县

区，每个县区随机抽取１所农村中学，每所中学从

初一、初二、初三各随机抽取２个班级的所有学生

共计６８６名初中生作为调查对象。

１２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农村初中生１年内意

外伤害状况进行随访，由教师、校医及各班级健康

联络员收集每天学生伤害事件信息并进行记录，假

期中发放给每个学生伤害随访表，并由家长配合，

出现伤害后自己填写，开学后核实。发放问卷７１７

份，有效问卷６８６份，有效率为９５．７％。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个人家庭基本情况、对意外

伤害的认知、发生意外伤害的类型、时间、伤后处

理、严重程度和失能情况等。

“伤害”的界定：根据王声盠主编的《伤害流行

病学》，有下列情况之一，即为伤害［３］：１）到医疗机

构诊治者；２）由家长或老师处理者；３）因伤请假半

天以上。按照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将伤害分为

１４种类型：交通伤、锐器伤、烧烫伤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进行数据录入，应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意外伤害发生率比较

６８６名研究对象中意外伤害１年内发生率为

２８．７％。男生３２６人，意外伤害发生率为３４．４％，

女生３６０人，意外伤害发生率为２３．６％，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农村初中生意外伤害率比较（ｎ，％）

性别 发生数 未发生数 发生率 合计 χ
２ 犘

男

女

１１２

８５

２１４

２７５

３４．４

２３．６

３２６

３６０
９．６４８ ０．００２

合计 １９７ ４８９ ２８．７ ６８６

２２　不同年级意外伤害发生率比较

３个年级意外伤害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两两比较，初一、初二年级意外伤害发生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２．１７８，犘＜０．０１７），初一、初

三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１０．７７４，犘＜

０．０１７）。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级农村初中生意外伤害率比较（ｎ，％）

年级 发生数 未发生数 发生率 合计 χ
２ 犘

初一 １０２ １５５ ３９．７ ２５７

初二 ５３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５７ ２４．８９１ ０．０００

初三 ４２ １３０ ２４．４ １７２

合计 １９７ ４８９ ２８．７ ６８６

２３　意外伤害认知情况

听说过意外伤害的为８０．８％。其中“自行车

刹闸不灵可导致意外伤害”的知晓率最高，为

８０．３％；“爬高玩耍可导致意外伤害”知晓率为

８０．１％；“骑摩托车不带头盔可导致意外伤害”的知

晓率为７４．２％；而“自己家里也可导致意外伤害”

知晓率为４０．０％；“严重意外伤害会引起残疾”知

晓率最低，仅为２２．６％。见表３。

表３　农村初中生意外伤认知情况（ｎ，％）

意外伤害认知 是 否 不清楚

听说过意外伤害 ５５４（８０．８）７５（１０．９） ５７（８．３）

自行车刹闸不灵 ５５１（８０．３） ６４（９．３） ７１（１０．４）

爬高玩耍 ５４９（８０．１）８０（１１．６） ５７（８．３）

骑摩托车不带头盔 ５０９（７４．２）９９（１４．５） ７８（１１．３）

被猫狗咬伤 ４７７（６９．５）１３０（１９．０）７９（１１．５）

体育运动会想到可能发生意外伤害 ４３４（６３．３）１９７（２８．７） ５５（８．０）

在家里也可导致意外伤害 ２７４（４０．０）３２７（４７．６）８５（１２．４）

严重意外伤害会引起残疾 １５５（２２．６）３５９（５２．３）１７２（２５．１）

２４　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发生的季节

发生意外伤害的１９７例中，发生季节所占比例

依此为夏季（７９例，４０．１％）、春季（４８例，２４．４％）、

秋季（４３例，２１．８％）、冬季（２７例，１３．７％）。

２５　农村中学生发生意外伤害的地点

发生意外伤害的１９７例中，发生地点依此为家

中（９９例，３５．９％）、学校（９７例，３５．１％）、上学途中

（２２例，８．０％）、公路－街道（３７例，１３．４％），其中

有２１例（７．６％）记不清。

２６　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伤后处理

发生意外后处理方式依次为去医院处理（１００

例，５０．８％）、自行处理（４６例，２３．３％）、老师家长

处理（３７例，１８．８％）、未处理（１４例，７．１％）。

２７　不同类型意外伤害发生率

意外伤害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此为锐器伤、异物

伤、碰击伤、跌落伤、挤压伤，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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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意外伤害类型发生率（ｎ，％）

类型 发生数 类型 发生数

锐器伤 ４３４（６３．２） 环境因素 １７７（２５．８）

异物伤 ２６９（３９．２） 交通伤 １６７（２４．４）

碰击伤 ２３４（３４．１） 砸伤 １０４（１５．２）

跌落伤 ２３３（３３．９） 触电 ８０（１１．６）

挤压伤 ２３１（３３．７） 爆炸伤 ７０（１０．２）

烧烫伤 ２１７（３１．７） 溺水 ６５（９．５）

咬伤 １８５（２６．９） 自杀 １３（１．９）

３　讨论

意外伤害是世界范围内儿童青少年致残和死

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中低收入家庭儿

童青少年更易发生意外伤害［４］。济宁市地处鲁西

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又是经济、文化、教育相对

落后的地区。本次调查发现农村初中生意外伤害

发生率高达２８．７％，意外伤害的发生类型以锐器

伤、异物伤、碰击伤、跌落伤、挤压伤、烧烫伤为主。

表明济宁市农村学生存在较高的人身安全隐患，可

能与本市农村学生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仍相对薄

弱，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对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视不

足，安全知识宣传普及较局限，安全警示欠缺有关。

意外伤害认知情况调查发现，“听说过意外伤害”的

知晓率高达８０．８％，而“严重意外伤害会引起残

疾”的认知情况调查仅为２２．６％，以上说明尽管农

村学生对意外伤害有所知晓，但对其严重不良后果

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因此，加强农村学生自身安全

教育是减少意外伤害发生的重要环节，需家长和老

师密切关注。

本次调查发现初一年级学生意外伤害发生率

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学生，儿童青少年时期心理特征

为好奇心强，喜欢探索，更容易暴露于危险状况中，

但由于生理上尚不能完全自理，低年级学生自我保

护能力，独立应对意外危险的能力较差，因此初中

生意外伤害的防范需从早做起。男生意外伤害发

生率明显高于女生，与国内多数报道结果一致［５７］。

这与男生好动、易冲动，喜欢冒险，以及家长和学校

对男生和女生的教育和保护方式不同等因素有关

系。

本次调查还发现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多发生

于家中，家庭是初中生最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家庭

环境中的安全隐患及一些电器设备是常见危险因

素，如燃气、刀具、电风扇、电水壶等，因此告知学生

居家电器安全使用常识对减少意外伤害有重要意

义［８］。另外，意外伤害认知情况调查发现，“自己家

里也可导致意外伤害”的知晓率最低，表明学生忽

视家庭环境中的安全隐患正是家庭中发生意外伤

害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查还发现农村中学生意

外伤害大多发生在夏季，与蒋武等人报道一致［９］，

可能与夏季暑假时间较长，学生在家中疏于被约束

和管理，夏季衣着单薄，更容易发生接触性意外伤

害，如锐器伤、异物伤、碰击伤等。

综上所述，济宁市农村中学生意外伤害较高，

发生意外伤害后有５０．８％的学生去医院进行治

疗，说明意外伤害伤情较重，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农

村家庭造成的一定经济负担。学校和社会应该加

大力度消除农村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中安全隐患，

提高学生自身安全意识，积极采取伤后补救措施，

防范和降低意外伤害事件发生，保障学生身体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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