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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 !"#$ 年南宁市社区居民意外伤害发生的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

方法抽取南宁市某社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回顾性入户调查%统计意外伤害发生率'意外伤害发生地点'原因及性

质& 结果%南宁市社区居民意外伤害发生率为 !!9,!:& 意外伤害主要发生的地点前三位依次为住所

")9,:$'街道;道路"-9-:$及学校"$9!:$#年龄段前三位依次为
!

-" 岁"$-9,:$'#+ <#, 岁"$!9":$%+ <

#& 岁"!-9+:$#主要原因前三位依次为意外跌落")9):$'交通意外"-9-:$和被人;物击伤"&9*:$#损伤类

别的前三位分别为扭伤;拉伤")9+:$'挫伤"&9-:$和骨折"!9,:$& 结论%南宁市社区居民意外伤害发生

率较高%且具有一定的流行病学特征%有关部门应根据发生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社区#%意外伤害#%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82&#"6$,-,;?62@@A6#-)& .$*"-6!"#*6"!6"-

!"#$%&#'(')#*+(+,+(-.#.'/#,012#%.+&',) *'&&1,#3- 2%.#$%,3.'/4+,,#,) *#3- #,56789!"#$%&'(% !")'(%

*'% +,-./'(%0$% 1234561738291(2:;<918=1(>*% 2/1+1:741?@A:@7$234:;B'3(=0$C/'3(= ,'2:(:9:'@D1=$:(%

-3(($(= +$""!#%./$(3

%%(:;.32+*3)%<;0%*3#=%%B8@CD>ECFGGH2>G02838I27137F1J17CGJ2@C27@8K2A?DJ2G@108AI7800DA2CEJG@2>GAC@8K

L1AA2AI72CE2A !"#$6>%3?'$.%=JGCJ8@HG7C2MG@DJMGEN1@78A>D7CG> 2A O8DCF(B18ED1A 7800DA2CE8KL1AA2AI72CE

CFJ8DIF HJ8P1P232CEHJ8H8JC28A13C8@2QG73D@CGJ@10H32AI"RRO$ 2A !"#$6BFG2A72>GA7G% CFG3871C28A@% CFG71D@G@%

1A> CFG78A@G5DGA7G@8K2A?DJ2G@NGJG@C1C2@C27133E1A13EQG>6@%.1(3.%BFG2A72>GA7G8K2A?DJ2G@108AICFG7800DA2CE

JG@2>GAC@8KL1AA2AI72CEN1@!!9,!:6S80G@% @7F883@1A> @CJGGC@NGJGCFG01?8J3871C28A@8KCFG2A?DJEGMGAC@

NF8@G2A?DJEHGJ7GAC1IG@NGJG)9,:% -9-: 1A> $9!: JG@HG7C2MG3E6BFG2A?DJG> H1C2GAC@1IG>

!

-" EG1J@"$-9,:$

NGJGCFG73201T1IGIJ8DH 8K1772>GAC@% K8338NG> PECF8@G1IG> #+ C8#, EG1J@"$!9":$ 1A> CF8@G1IG> + C8#& EG1J@

"!-9+:$6=772>GAC13K133@NGJGCFG3G1>2AI71D@G")9):$% K8338NG> PECJ1KK272A?DJ2G@"-9-:$% 1A> PG2AIN8DA(

>G> PE@80G8AG8J@80GCF2AI"&9*:$6BFG78008A 71CGI8J2G@8K2A?DJ2G@NGJG@HJ12A@1A> @CJ12A@")9+:$% KJ17(

CDJG@"!9,:$ 1A> 78ACD@28A"&9-:$6A',*(1.#',%BFG2A72>GA7G8K2A?DJ2G@108AI7800DA2CEJG@2>GAC@2A L1AA2AI

2@F2IFGJCF1A CF1C2A CFGNG33(>GMG38HG> >2@CJ27C@2A UF2A16HJGMGAC28A 1A> 2ACGJMGAC28A 0G1@DJG@@F8D3> PGC1VGA 2A

1778J>1A7GN2CF CFG>2KKGJGAC71D@G@8KCFG2A?DJ2G@6

%%(B%- C'2$.)%U800DA2CE#%WA?DJE#%UF1J17CGJ2@C271A13E@2@

%%!"#$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年我

国城市居民因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造成的死亡率为

$&9),;#"万%在主要疾病死亡构成中占 +9-)X%仅次

于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同

时%意外伤害也是 " <#&岁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

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和伤残%不仅极大增加了家

庭成员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

个不稳定因素%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

& 为了解南宁市市民意外伤害情况%

我们对南宁市某社区居民意外伤害情况进行调查%

报告如下&

79对象与方法

7D79调查对象9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南宁 - 大

城区中随机抽取到青秀区%同样方法从青秀区 , 个

辖区中抽取到中山街道%再从中山街道 #& 个社区中

抽取到桃源南社区进行调查& 调查社区内 !"#$("# <

!"#$(#! 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的居民& 意外伤害

定义!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义的'非疾病的使身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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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意外伤害的客观事件(!)

& 具体为任何需要接

受医学治疗的意外伤害%或者改变正常行动 # > 以

上的意外伤害&

7D59调查方法9于 !"#&("$ <!"#&("- 对南宁市桃

源南社区居民采取上门入户进行面对面访谈方式收

集资料& 调查员为经过统一培训的在校医学研究

生%要求每一个调查员必需明确调查目的和意义%了

解调查设计原则%掌握调查询问方法和调查表填写

内容%保证调查质量& 调查中若遇以下几种情况%则

放弃调查!"#$长期外出或商业用途者#"!$连续 $

次上门拒绝调查者#"$$被调查家庭无人能理解问

卷内容%无法作答者&

7D89调查内容和时间9调查内容包括和意外伤害

有关的家庭和个人因素!"#$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

庭中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职业$#"!$家庭成员发生意外伤害情况& 时间为

!"#$ 年一年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对象%意外伤害发生

的地点'原因及意外伤害性质&

7DE9统计学方法9应用 OROO#)9"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及千分比进行统计学

描述&

59结果

5D79基本情况%调查社区共$ #,+户%总人口) &#-人%

其中流动人口# !!#人& 接受调查共! )"!户"*&9+-X$%

共 - !$* 人"*&9#-X$& 其中男 ! *+# 人"&+9)"X$%

女 $ $*)"+&9$"X$& " <& 岁 $*+ 人"-9!X$%+ <#&

岁 ),# 人"#!9)X$%#+ <#, 岁 $)+ 人"-9"X$%!" <

!&岁 !*+人"&9-X$%!+ <&&岁 ! $*-人"$*9!X$%&+ <

+, 岁 ),, 人"#!9*X$%

!

-" 岁 # !#) 人"#,9+X$&

其中公务员 # "!& 人"#-9&X$%私企雇员 # $!# 人

"!#9!X$%个体户 +,, 人",9-X$%街边摊贩 !&- 人

"&9"X$%自由职业者 -+& 人"#"9+X$%学生 # &&+

人"!$9!X$%退休人员 +"! 人"*9#X$%未就业人员

&&) 人")9#X$"其中有劳动能力 #$$ 人%无劳动能

力 $#& 人$& !"#$ 共发生意外伤害例数 #&$ 例%发

生率为 !!9,!:&

5D59发生意外伤害的地点和人群特征情况9意外

伤害发生的地点前三位依次为住所")9,:$'街道;

道路"-9-:$及学校"$9!:$#意外伤害发生的年龄

段前三位依次为
!

-"岁"$-9,:$%#+ <#,岁"$!9":$%

+ <#& 岁"!-9+:$& 见表 #&

表 #%意外伤害发生的地点和人群特征情况!(":#$

年%龄 人数 住所 学校 街道;公路 运动场所 工作场所 其他 合计

" <& 岁 $*+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合计 -!$* &,")9,$ !""$9!$ &#"-9-$ #""#9-$ -"#9"$ #)"!9-$ #&$"!!9,$

%注!其他Y农场'商店'宾馆'乡下'野外

5D89意外伤害发生的原因分析9意外伤害发生的

原因前三位依次为意外跌落 ")9):$'交通意外

"-9-:$和被人;物击伤"&9*:$& 其中意外跌落发

生率前三位的年龄段是
!

-" 岁"!!9!:$'+ <#& 岁

"#$9,#:$和 " <& 岁"#"9$,:$#交通意外发生率

前三位的年龄段是 &+ <+, 岁"#+9",:$'!" <!& 岁

"#"9+$:$'!+ <&& 岁")9#!:$#而被人;物击伤发

生率前三位的年龄段是 " <& 岁")9),:$'+ <#& 岁

")9+,:$和
!

-" 岁"&9##:$& 见表 !&

表 !%意外伤害发生的原因分析!(":#$

年%龄 人数 交通意外 意外跌落 被人;物击伤 刺伤 烧伤;烫伤 溺死"溺水$ 中毒 动物咬伤 其它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合计 -!$* &#"-9-$ &*")9)$ $""&9*$ -""9,$ +""9*$ #""9!$ !""9$$ #""9!$ ,"#9&$

%注!其他Y电击'自杀'自残'他人加害'性侵犯'家庭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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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E9意外伤害损伤的类别分析9排在前三位分别

为扭伤;拉伤")9+:$'挫伤"&9-:$和骨折"!9,:$&

其中扭伤;拉伤发生率前三位的年龄段是
!

-"岁'" <&

岁和 + <#& 岁%分别为 #$9!:'#$9":和 *9*:#挫

伤发生率前三位的年龄段是 #+ <#, 岁'+ <#& 岁和

&+ <+, 岁%分别为 #$9$:'*9*:和 -9$:#骨折发

生率前三位年龄段为
!

-" 岁%#+ <#, 岁和 " <& 岁%

分别为为 )9&:'!9):和 !9-:& 最严重性质后果的

是溺水死亡 #人%发生于 #+ <#,岁年龄群& 见表 $&

表 $%意外伤害损伤的类别分析!(":#$

年%龄 人数 骨折 扭伤;拉伤 脱臼 切割;咬伤 开放伤 挫伤 烧伤 中毒 头部震荡伤 内脏损伤 其他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

-" 岁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合计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注!其他Y皮肤擦伤"出血$'腐蚀伤'窒息'医疗或手术并发症'利器刺伤等

89讨论

8D79本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社区居民 !"#$ 年共

发生意外伤害为 #&$ 例%发生率为 !!9,!:%明显高

于国内发达地区社区的既往水平(+)

& 广西南宁市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控制意外伤害的发

生一直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国内发达地区

早在 + 年前就有安全社区建设的文献报道(-%))

%但

广西类似文献报道较少%因此需要加强本地区意外

伤害流行病学调查%明确意外伤害发生的原因%并制

定相应的防治措施&

8D59本调查发现%调查人群意外伤害发生的集中地

点为住所'街道;道路和学校%这与发达地区社区的

情况基本一致(*)

&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 <& 岁及
!

-" 岁人群中%大部分意外伤害事件均发生于家中%

其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个年龄段人群绝大部分时间均

活动于家中%另外也与儿童尚未建立安全意识'无自

我照顾能力以及老人缺乏对意外伤害事件发生的预

见性有关&

8D89本调查还发现%意外损伤的前三位原因是意外

跌落'交通意外和被人;物击伤& 但不同年龄人群意

外伤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有所不同%提示在进行安全

教育时应根据不同年龄段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育& 如交通意外伤害主要发生在 !" <+, 岁人群%这

些人群是各种车辆的主要驾驶者%交管部门应重点

向该人群进行交通安全的强化教育& 同时%还应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防范这些意外伤害根源的出现%如

意外跌落发生率较高的地点"卫生间'厨房$在装修

时应尽可能的采用具有防滑功能的瓷砖&

8DE9在伤害损伤的性质分类中%扭伤;拉伤'挫伤'

骨折占据了前三位& 进一步分析发现%交通意外高

发的人群骨折'内脏损伤等相应性质意外伤害的发

生率并不高%主要原因是调查人群发生的交通意外

多数为小型电动车所致%多数发生于街道%车速相对

偏慢%致残致亡的事件鲜有发生& 同样是意外跌落

发生率较高的老年人'儿童和青少年%只有老年人的

骨折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老年人骨质疏松的生理

因素有关%因此在加强老年人安全教育的同时还应

进行相应的保健知识教育& 本次调查中%有 # 人发

生溺亡%这一严重意外伤害事件发生于有专人看护

的游泳馆%提示我们这些公共场所应加强安全防范

措施%相关管理部门应对类似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

进行经常性的有效监督和检查&

综上所述%广西南宁市社区居民的意外伤害发

生率明显高于国内某些发达地区以往水平%但意外

伤害发生的群体'原因及意外伤害的性质有所差别&

因此%各地应根据意外伤害的特征制定并实施针对

性的干预计划%逐步降低社区居民意外伤害事件的

发生率%为建设平安社区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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