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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描述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的特点及规律，确定

伤害发生的原因及危险因素，为武警部队伤害预防工作提供

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照国内通用的

标准对武警某总队官兵在 $""(#",#"! W $"",#"(#’! 发生的伤害

情况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 结果：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率为

’!- $U - 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为 $’- &U ；非军事训练伤发生

率为 !$- )U - 军事训练伤主要发生在 )，( 和 & 月；非训练伤

高发月份为 (，%，* 和 & 月；军事训练伤主要发生在营区内，

非训练伤主要发生在营区外；第一年兵、文化程度低、来自城

镇的官兵更容易发生军事训练伤；来自农村、外出机会多的官

兵易发生非军事训练伤- 结论：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率较高，发

生的时间、地点、人群分布均有一定规律；文化程度、从事工

作、身份、性格、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外伤史、慢性病史与伤害

的发生有较大关系-
【关键词】创伤与损伤 W 流行病学；影响因素；军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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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引言

伤害对军队造成的威胁及损失较为严重，美国军

队流行病学委员会报告指出，训练和作战引起的损伤

是部队最常见的医学问题；国内外军队除战争期间的

伤害外，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在年度训练周期内高达

’"- "U Y )"- "U［!］- 非军事训练伤的发生也有增长-
为确定武警部队伤害发生特点，掌握武警伤害发生的

本地资料，进一步做好武警伤害的预防与控制，我们

对武警某总队官兵伤害发生现况及其危险因素进行

了较系统的调查分析，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HG 材料和方法

H- HG 材料G 采用分层抽随机样的方法，根据武警执

勤任务和执勤特点，分 ’ 个层次：特勤支队、普通勤务

支队、后勤单位，然后在各个层次内随机抽取官兵作

为调查 对 象，发 放 调 查 表 ’("" 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 份，问卷应答率 为 &,- $U - 调 查 $""(#",#"! W
$"",#"(#’! 期间官兵伤害发生情况、伤害发生原因、

危险因素等- 伤害调查种类包括军事训练伤、车祸

伤、中毒、跌落伤、烧烫伤、电击伤、动物 W 昆虫叮咬伤、

钝 W 锐器伤、溺水、自杀 W 他杀 !" 种-
H- IG 方法G 采用回顾性问卷调查的方法，病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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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内人群伤害的统一标准［!］" 伤害发生后具有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者可作为病例：!曾到医疗单位诊

治，诊断为某一种损伤；"由战友、家人对你的伤害

作紧急处置或看护；#因伤请假、休息 ! 天以上" 采

用统一的调查表和调查方法，在同一时间由经培训的

流行病学人员进入营区直接进行询问式调查"
统计学处理：调查表实地审核后，采用 #$%&’()))

录入数据，用 *+**!!" ) 软件对两组或多组计数资料

分别 进 行 四 格 表 !( 检 验 或 行 , 列 表 的 +&-./01
!( 检验"

!" 结果

!" #" 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现况" 一年中被调查武警官

兵发生伤害的人数为 !)2! 人（!((( 例次），伤害发生

率为 3!" (4 ；军事训练伤发生率 (3" 54 ；非军事训练

伤发生率 !(" 64 " 调查发现训练伤的高发月份为 6
月（!7" 84 ），2 月（!6" 84 ），5 月（!9" 64 ）；非训练

伤高发月份为 2 月（!9" 74 ），8 月（!6" 54 ），7 月

（!6" 84 ）和 5 月（!9" 74 ）" 武警官兵 82" 24 的伤害

发 生 在 营 区 内；军 事 训 练 伤 发 生 在 营 区 内 的

（87" 54 ）高于营区外的；非军事训练则正好相反" 来

自城市官兵军事训练伤发生率高于来自农村官兵的

发生率；非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则相反，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 受不同教育官兵的军事训练伤发生率有显

著差异；而非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与受教育程度无

关" 不同身份官兵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不同，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非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与身份无关" 从

事不同工作官兵伤害发生率不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 )" )2，表 !）"
!" !" 武警官兵伤害发生影响因素分析" 不吸烟官兵

军事训练伤发生率为 !7" 94 ，吸烟的官兵军事训练

伤发生率为 (9" 84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 )2）；

不吸烟官兵非军事训练伤发生率为 !9" !4 ，吸烟官

兵非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为 (" 94 ，差别无统计学意

义（! ; )" )2）" 饮酒对伤害发生率的影响与吸烟的

影响类似" 从官兵的人际关系看，与大家发生过冲突

的官兵伤害发生率高于与大家没有冲突的官兵，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 )" )2）" 从生活事件来看，不同生

活事件发生频率的官兵的伤害发生率不同，生活事件

发生频率越高的官兵伤害发生率越高，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 : )" )2，表 (）"
< 型性格官兵伤害发生率高于非 < 型性格官兵

伤害发生率（! : )" )2）" 工作中有不同紧张感的官

兵伤害发生率不同，紧张度越高伤害发生率也越高，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 )2）" 外伤史和慢性病史

表 != 受伤武警官兵的个性特征

变量 组别

军事训练

受伤官兵

人数

伤害发生

率（4 ）

非军事训

练受伤官

兵人数

伤害发生

率（4 ）

入伍前 城市 376 (9" 9> !(9 7" 8>

居住地 农村 6(( (!" 5 (5) !2" !

受教育 大学 ( 2" (> ) )" )>

= 程度 高中 277 (!" ( 3(9 3!" 8

初中 !59 32" 3 5) 2!" 6

小学 ) )" ) ) )" )

身份= 干部 ! 9" 5> 3 9" 5>

三级以上士官 7 !5" 8 5 !5" 8

二级士官 !( (2" 7 (( (2" 7

一级士官 !!) 3)" 3 53 3)" 3

第二年兵 669 39" 7 !82 39" 7

第一年兵 ((5 69" 7 !!6 69" 7

工作= 机关干部 ) )" )> ) )" )>

基层干部 ( 8" ! ( 8" !

公务员 ! !6" 3 ( !6" 3

司机 3 (3" 5 !3 (3" 5

炊事员 2 3)" 5 !9 3)" 5

勤务人员 852 38" 6 373 38" 6

>! : )" )! "# 相立组间"

表 (= 受伤武警官兵社会因素

变量 组别

军事训练

受伤官兵

人数

伤害发生

率（4 ）

非军事训

练受伤官

兵人数

伤害发生

率（4 ）

与战友、干部

= 发生过冲突
没有 63) !9" !> ((! 7" 3>

偶尔 389 26" 6 !52 (7" (

经常 ) )" ) ) )" )

是否经常带病

= 参加工作
没有 !72 !3" 3> 56 9" 8>

偶尔 2!7 (5" ( (99 !2" )

经常 !)3 2(" ) 29 (7" 3

是否工作中感

= 觉很疲劳
没有 (26 !3" (> !3! 9" 7>

偶尔 673 (5" 6 (67 !2" !

经常 95 36" 3 38 !7" 6

在执勤中是否

= 违反要求
没有 275 (!" )> 3)6 !)" 7>

偶尔 !53 37" 9 !)) ()" )

经常 (6 6!" 6 !( ()" 8

是否冒险进入

= 危险场所
没有 87! (6" )> 377 !!" 5>

偶尔 (2 (7" 5 (7 (3" 5

经常 ) )" ) ) )" )

工作中是否感

到紧张与匆忙
没有 (7) ((" 3> !62 5" 8>

偶尔 696 (8" ( (6) !6" !

经常 9( 38" 9 3! !9" 7
>! : )" )! "# 相立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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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伤害的发生也有影响，有外伤史或慢性病的官兵伤

害的发生率分别高于无外伤史或慢性病的官兵（! !
"# "$，表 %）# 根据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武

警官兵的健康状况进行自我评价，受伤官兵的自我健

康评价 得 分 低 于 健 康 官 兵 的 自 我 健 康 评 分（!* +
%"# ,-，! ! "# "$）#

表 %. 受伤武警官兵心理因素、性格、外伤史、慢性病统计表

变量 组别

军事训练

受伤官兵

人数

伤害发生

率（/ ）

非军事训

练受伤官

兵人数

伤害发生

率（/ ）

性格 0 型性格 1"* *,# , **, 21# 3

非 0 型性格 1"1 *2# -4 23" 2"# *4

工作中

是否感

到紧张

与匆忙

没有 %"" *"# " 2*$ -# %

偶尔 113 *,# 14 *$$ 2$# "4

经常 $5 %1# $ %, *2# -

外伤史 有 22% $"# 1 $$ *1# ,

无 ,3% **# "4 %,2 22# $4

慢性

病史
有 2"% 1$# 1 $% *%# %

无 5"% **# 14 %,% 22# ,4

!# "# 受伤官兵的经济负担# 对受伤官兵经济负担的

统计，军事训练伤人均医疗花费为 ,2%# $ 元，其他花

费（生活、康复等）人均 %,5# 5 元，合计 3-2# * 元；非军

事训练伤人均花费分别为 $,$# - 元和 21%# 5 元，合计

5"3# $ 元# 单项统计按花费多少排序为：车祸伤、烧烫

伤、军事训练伤、电击伤、跌落伤、钝 6 锐器伤、中毒、动

物 6 昆虫叮咬伤#

"# 讨论

"# $# 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的类型及预防重点# 武警官

兵伤害以军事训练伤为主（,,# "/ ），非军事训练伤

（11# "/ ）的发生率也有增长# 这与武警部队的工作

任务、应用军事训练科目多及特勤支队常年都有训练

任务有关；另外武警官兵处置突发事件任务重，与对

手发冲突的机会较多，因此跌落伤、钝 6 锐器伤等非军

事训练伤发生率也较高# 从受伤官兵经济负担来看，

军事训练伤人均医疗花费高于非军事训练伤人均医

疗花费# 从单项统计看车祸伤、烧烫伤的花费高于军

事训练伤的花费# 从总体来看武警部队应将预防工

作的重点放在军事训练伤方面，虽然非军事训练伤的

发生率低于训练伤的发生率，但对部队建设及军人的

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不能低估，因此也应重视非军事

训练伤的预防工作#
"# !# 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的流行病学特征# 武警官兵

伤害的发生在时间、地点、人群的分布上均有一定的

规律，军事训练伤主要发生在 1，$ 和 3 月；非训练伤

高发月份为 $，5，- 和 3 月；军事训练伤主要发生在

营区内，非训练伤主要发生在营区外；第一年兵、文化

程度低、来自城镇的官兵更容易发生军事训练伤；来

自农村、外出机会多、社会接触机会多的官兵易发生

非军事训练伤#
"# "# 武警官兵伤害发生的影响因素# 有关报道认为

年龄、文 化 程 度 等 是 训 练 伤 发 生 的 诱 发 和 相 关 因

素［*］# 发现训练伤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外伤史、慢性

病史、值勤特点、自觉健康状况、来自城乡等# 非军事

训练伤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报导较少# 本次调查发现

军事训练伤除上述原因外与所从事工作、身份、生活

事件、性格、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生活习惯有较大关

系；非军事训练伤与从事工作、来自城乡、生活事件、

性格、心理因素、社会因素、自觉健康状况有一定关

系# 实际工作中应重点做好心理工作、注重官兵的生

活质量，降低负面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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