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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现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陈思思　周乐山

（中南大学护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摘要］　目的　研究农村儿童事故倾性发生的现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预防及

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按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伤害调查表对湖南省某农村

1 560 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非条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事故倾性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结果　共

筛查出事故倾性儿童 147 例，事故倾性的发生率为 9.4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性别（P<0.01）、学习成

绩（P<0.01）、留守（P<0.05）、家庭类型（P<0.05）、家庭经济状况（P<0.01）及监护人性别（P<0.05）、

婚姻状况（P<0.05）、职业（P<0.05）及家庭教育方式（P<0.05）是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学习成绩中下等（OR=3.683，95%CI：1.028~4.283）、下等（OR=2.099，95%CI：1.587~8.546）、

经济状况贫困（OR=2.353，95%CI：1.222~4.533）、教育方式放任或漠不关心（OR=1.914，95%CI：1.029~3.559）

和变化无常（OR=4.153，95%CI：1.847~9.338）是儿童事故倾性的危险因素，女孩（OR=0.539，95%CI：0.369~0.788）

是儿童事故倾性的保护因素。结论　学习成绩差、家庭经济贫困、教育方式放任或漠不关心和变化无常会增加

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发生；相对于男孩，女孩事故倾性的发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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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ce of accident prone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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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accident prone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children. Methods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1 560 children were enrolled from one rural area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and were surveyed with self-designed general and injury questionnaires. Unconditional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ajor risk factors for accident-prone children.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accident-prone children were screened out and the incidence of accident proneness was 9.42%.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P<0.01), academic record (P<0.01), left-behind status (P<0.05), family type (P<0.05),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0.01), guardian's gender (P<0.05), guardian's marital status (P<0.05), guardian's occupation 
(P<0.05), and family educational mode (P<0.05)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ccident proneness in rural childre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low grade (OR=3.683, 95%CI: 1.028-4.283) and very low 
grade (OR=2.099, 95% CI: 1.587-8.546) in academic record, poverty in family economic status (OR=2.353, 95% CI: 
1.222-4.533), and indulgence or indifference (OR=1.914, 95% CI: 1.029-3.559) and fickleness (OR=4.153, 95% CI: 
1.847-9.338) in guardian's educational mode were risk factors for accident proneness in rural children, while female 
gender (OR=0.539, 95% CI: 0.369-0.788)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Conclusions    Low academic record, poor family 
economy, and incorrect family education mode (indulgence or indifference and fickleness) would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accident proneness in rural children, but girls have less accident proneness than boys.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4, 16(12): 1255-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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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伤害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研究

的热点问题。国外最新研究显示，儿童意外伤害

的发生率虽有所下降但仍是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

0~14 岁儿童的首位死因 [1]，严重威胁着儿童的身

心健康，同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

担 [2]。我国各地区对农村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的报

道不尽一致，为14.6%~74.2%，较城市儿童高 [3-5]。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健全，医疗卫生水平

较差，农村儿童也缺乏周全的看护，是儿童意外

伤害的高发区。事故倾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个体

特征，处于同等危险暴露条件下，事故倾性者有

更高的事故发生率，而这些个体特征是固有的稳

定的 [6]。已有的研究发现儿童中存在少数意外伤害

的多发者 [7]。目前国内将 1 年内发生 3 次及 3 次以

上意外伤害的儿童定义为事故倾性儿童 [8]。儿童是

最容易受伤害威胁的脆弱群体，应该成为优先研

究的对象。本研究旨在研究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

现况，探讨儿童事故倾性发生的影响因素，为伤

害多发者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湖南省双峰县选取了两个乡镇，每

个乡镇随机抽取了小学和中学各一所并以此 4 所

学校的所有在册学生作为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 1 601 份，回收 1 587 份，回收率为

99.1%，回收有效问卷 1 560 份，回收有效率为

98.3%。

1.2　抽样及问卷调查

按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湖南省双峰县

两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一所小学和中学。

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伤害调查表对所抽

取学校所有在册学生进行回顾性调查过去1年中，

即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意外伤害的发

生情况。统一培训调查人员。五年级及以上的学

生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三、四年级学生在

班主任和研究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填写，现场收回；

一、二年级学生在家长和研究人员的指导下统一

进行填写，次日收回；问卷当场验收，不合格者

要求重新进行填写。

1.3　伤害的诊断标准

伤害的诊断标准包括：（1）到医疗卫生机构（医

院、校医务室、诊所等）进行诊治，确诊为某一损伤；

（2）由家长、老师或同伴对受伤者做紧急处置或

看护；（3）因伤休息 / 休学半日以上。凡满足其

中 1 条或多条者，均属于伤害 [9]。

1.4　事故倾性的诊断标准

目前国内多采用金会庆的定义，将 1 年内发

生 3 次及 3 次以上意外伤害的儿童定义为事故倾

性儿童 [8]。

1.5　样本量

根据文献查得事故倾性儿童的发生率为

3.6%~19.37%[10-11]，取平均值 11.5%。根据单纯随

机抽样公式估计样本量约为 976 例，加上 20% 的

流失率，则横断面调查实际所需样本量为1 172例。

1.6　研究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儿童姓名、性别、

年龄、年级、成绩、是否独生、是否留守、是否寄宿、

家庭类型、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监护人的性别、年龄、

职业、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

（2）伤害调查表：包括伤害发生的次数、类

型、时间、地点、部位、何人引起、意图、原因、

伤后处理、治疗费用、休息天数、缺课天数等15项。

1.7　统计学分析

数据运用 Epidata 3.0 进行双录入，使用 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运用频数、率、构成比、

均数、标准差等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χ2 检验进

行事故倾性发生的单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事故倾性发生的主要危险

因素。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儿童事故倾性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计调查 1 560 人，筛查出事故倾性

儿童 147 例，发生率为 9.42%。其中男生 100 人

（68.0%）， 女 生 47 人（32.0%）， 平 均 年 龄

11.5±2.6 岁；小学生 77 人（52.4%），中学生 70

人（47.6%）；留守儿童 76 人（51.7%），非留守

儿童 71 人（48.3%）。

2.2　儿童事故倾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 儿童性别（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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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P<0.01）、留守（P<0.05）、家庭类型

（P<0.05）、经济状况（P<0.01）及监护人性别

（P<0.05）、婚姻状况（P<0.05）、职业（P<0.05）、

教育方式（P<0.05）是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影响因

素（表 1~2）。

表 2　儿童事故倾性家庭环境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调查
人数

检出
人数

检出率
(%)

χ2 值 P 值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418 33 7.9

9.519 0.023
主干家庭 895 78 8.7

联合家庭 230 34 14.8

单亲家庭 17 2 11.8

经济状况

贫困 145 24 16.6

11.664 0.009
一般 881 69 7.8

较好 467 48 10.3

富裕 67 6 9.0

监护人性别

男 323 40 12.4
4.184 0.041

女 1237 107 8.6

监护人婚姻状况

未婚 14 3 21.4

11.128 0.025

已婚 1394 120 8.6

离婚 / 分居 26 5 19.2

再婚 28 4 14.3

丧偶 98 15 15.3

监护人职业

行政管理人员 22 0 0

23.949 0.046

工程类 33 3 9.1

教师 33 1 3.0

医务人员 12 0 0

销售及服务人员 125 19 15.2

农民 474 57 12.0

工人 115 11 9.6

私营业主 105 7 6.7

军人 1 0 0

会计 1 0 0

学生 4 0 0

待岗、下岗 10 1 10.0

离、退休 22 1 4.5

无 598 45 7.5

其他 5 2 40.0

教育方式

严格 772 73 9.5

13.604 0.018

溺爱 196 14 7.1

放任或漠不关心 32 5 15.6

粗暴 28 2 7.1

变化无常 232 34 14.7

民主 300 19 6.3

表 1　儿童事故倾性人口学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调查人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819 100 12.2
15.690 <0.001

女 741 47 6.3

年龄 ( 岁 )

6~8 286 27 9.4

3.810 0.283
9~11 354 38 10.7

12~14 759 62 8.2

15~17 161 20 12.4

年级

一年级 133 8 6.0

6.173 0.628

二年级 136 17 12.5

三年级 101 10 9.9

四年级 103 12 11.7

五年级 156 19 12.2

六年级 137 11 8.0

七年级 271 25 9.2

八年级 303 25 8.3

九年级 220 20 9.1

独生子女

是 304 26 8.6
0.335 0.563

否 1256 121 9.6

家中排行

1 842 85 10.1

2.834 0.418
2 625 51 8.2

3 82 9 11.0

4、5 11 2 18.2

学习成绩

上等 238 11 4.6

16.453 0.002

中上等 385 34 8.8

中等 564 53 9.4

中下等 280 32 11.4

下等 93 17 18.3

用手习惯

左利手 89 13 14.6
2.971 0.085

右利手 1471 134 9.1

寄宿

是 57 9 15.8
2.809 0.094

否 1503 138 9.2

留守

是 682 76 11.1
4.203 0.040

否 878 71 8.1

2.3　儿童事故倾性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学生是否为事故倾性儿童作为因变量，将

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α 入=0.05， α 出=0.10）。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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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变量赋值见表 3。结果显示，儿童性别、成绩、

家庭经济状况及教育方式是事故倾性的主要影响

因素。其中性别女（OR=0.539）是事故倾性的保

护因素；成绩中下（OR=3.683）、下等（OR=2.099）、

经济状况贫困（OR=2.353）、教育方式放任或漠

不关心（OR=1.914）和变化无常（OR=4.153）是

事故倾性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 4　儿童事故倾性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b Sb Wald 值 P 值 OR 值 95%CI
性别（2） -0.618 0.194 10.166 0.001 0.539 0.369~0.788
成绩 10.161 0.038

成绩（1） 0.577 0.323 3.719 0.075 1.780 0.944~3.355
成绩（2） 0.480 0.336 2.050 0.152 1.617 0.838~3.121
成绩（4） 0.741 0.364 4.146 0.042 2.099 1.028~4.283
成绩（5） 1.304 0.429 9.214 0.002 3.683 1.587~8.546

经济状况 9.829 0.020
经济状况（1） 0.670 0.318 4.442 0.011 2.353 1.222~4.533
经济状况（2） -0.376 0.596 0.399 0.528 0.686 0.214~2.206
经济状况（3） 0.008 0.481 0.000 0.987 1.008 0.393~2.586

教育方式 13.856  0.017
教育方式（1） -0.475 0.270 3.098 0.078 0.622 0.367~1.055
教育方式（2） -0.148 0.369 0.161 0.688 0.862 0.418~1.778
教育方式（3） 0.649 0.316 4.206 0.040 1.914 1.029~3.559
教育方式（4） 0.028 0.784 0.001 0.972 1.028 0.221~4.778
教育方式（5） 1.424 0.413 11.861 0.001 4.153 1.847~9.338

常数项  2.356 0.576 16.753 <0.001 10.552

表 3　儿童事故倾性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性别 1= 男 , 2= 女
成绩 1= 上等 , 2= 中上等 , 3= 中等 , 4= 中下等 , 5= 下等

经济状况 1= 贫困 , 2= 一般 , 3= 较好 , 4= 富裕
教育方式 1= 严格 , 2= 溺爱 , 3= 放任或漠不关心 , 4= 粗暴，

5= 变化无常 , 6= 民主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发

生率为 9.42%，高于侯居旺等 [10]、低于陈燕珍等 [11]

的报道。这可能与本研究所选取研究对象性别、

年龄等人口学变量的不同有关，本研究对象选自

农村，留守儿童居多；其次不同的地区经济文化

水平、地理人文环境、医疗卫生水平等方面也存

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得出男孩

（12.2%）、成绩中下等（11.4%）、下等（18.3%）、

留守儿童（11.1%）事故倾性发生率较高，家庭类

型、经济状况、监护人性别、婚姻状况、职业及

教育方式与儿童事故倾性的发生有关，与孙莹等 [12]

研究基本一致。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学

习成绩差、家庭经济贫困、教育方式放任或漠不

关心和变化无常是儿童事故倾性的危险因素，性

别为女孩是事故倾性的保护因素。男孩较女孩活

泼好动，活动场所较广，暴露于伤害危险因素的

机率较女孩高；学生成绩差，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可能会导致某些危险行为的形成，从而导致意外

伤害的发生；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周全的看护，自

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差，暴露于危险环境的可能性

较非留守儿童高，伤害发生率增加，与邓芳明等 [13]

报道一致；监护人对儿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研究显示不同的管教方式是 2 次意外伤害的危

险因素 [14-15]。众多研究证明，家庭类型、人均收入、

监护人发现危险行为时的制止方式、教育方式等

因素与再发伤害有关，为导致伤害频次增加的危

险因素 [10,16]。

事故倾性严重威胁着儿童的身心健康，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本研究得出农

村儿童事故倾性的发生与其人口学变量、家庭环

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目前对儿童意外伤害的研

究很多，但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事故倾性儿童这

一特殊群体。在今后儿童意外伤害的研究中应重

点针对这一部分群体即意外伤害的多发者进行研

究，从而有效地防治农村儿童事故倾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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