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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蓬莱市医院急诊伤害发生状况!为制定伤害预防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在蓬莱市随机抽取 9 个县级医院%9 个中心乡卫生院和 9 个普通乡卫生院建立医院急诊伤害

监测系统!以 !""8 年首次在监测现场医院就诊的各类伤害病例作为监测对象$ 结果 !""8 年 > 家

监测医院共收集合格伤害报告卡 ?>$? 份!其中男性为 :8># 人&#93"8"#!女性为 9$:; 人&!$3;8"#!
性 别 比 为 !3:879!平 均 年 龄 为&>?3$$#9?3:"#岁’伤 害 发 生 原 因 居 于 前 > 位 的 依 次 为 交 通 事 故 伤 害

&>!3>$"#%钝 器 伤 &!?3$!"#和 跌 落 &!?3!9"#’!8$岁 组 和 >8H岁 组 人 群 发 生 伤 害 最 多 !占 总 数 的

$93;"I’伤害发生月份主要集中在 $$99 月!发生率以 "%""$&%’’%9"%""$99%""%和 98%""$9?%"" > 个

时段最多’农牧渔人员和学生以道路交通伤害多见!工人以钝器伤为主’大多数伤害属于意外事故!
占 ;93"9"$ 结论 道路交通伤害已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健康!特别是社会劳动人口!因此开展道路交

通伤害及其他伤害的预防控制工作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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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学模式的转变! 伤害

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着公众健康的重 要公共卫生 问

题$ 伤害的严重性在于它的常见%多发!而且死亡率

高!后遗伤残多!造成的总体损失最大!特别是年轻

人更容易发生伤害 N9O$ 许多实践经验证明伤害可以

通过公共卫生学的分析方法和防治措施得到有效的

控制$本研究通过对 !""8 年蓬莱市医院急诊伤害监

测系统收集的伤害数据进行分析! 了解当地医院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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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年龄组伤害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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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 :; :#3#! $9 !;3<8 $:: 8!3#< #:< 883<7 8;! 8;39< <9 !;3<; !"9$ 8!38$

跌 落 8; ;83"; :9# ;$3;: ;77 :$3;" ;9# !!3"7 889 8;3"$ !:7 773$; :9#; !93!:

钝器伤 < ::38< 7: :;3#$ $"; 8!37: 98: !<3#< :<! :<3;# !9 93#7 :#:8 !93$!

刺 伤 # $3$9 :$ 73!! !8" <38" ::$ 737# ;$ ;3$# !; 93!8 ;;7 93<#

烧烫伤 ! !378 : "3!< !; "3<# :: "37! 7 "37: ! "37! ;7 "3#"

窒息=上吊 " "3"" " "3"" " "3"" 8 "3:; " "3"" " "3"" 8 "3"7

溺 水 " "3"" " "3"" " "3"" ! "3"< " "3"" " "3"" ! "3"8

中 毒 : :3!# 8 "3$# 8# :37" ;" :3$< :; :3;! ; :3"; << :377

其 他 : :3!# 8 "3$# 9 "3!; :# "3$" ; "3;: 8 "3#$ 8; "378

不清楚 : :3!# : "3!< 8 "3:! ; "3:< : "3:" 8 "3#$ :8 "3!"

动物咬伤 # $3$9 :" !3<" :7 "39: !! "3"; # "3#: ! "37! 98 "3<<

扭 伤 : :3!# 7 :3;7 ;7 :3$! 77 !39" !8 !388 $ !3"$ :8# !3:7

绞 伤 : :3!# " "3"" :8 "378 :; "399 ; "3;: " "3"" 8! "37"

锐器伤 : :3!# " "3"" 8" :3!: :7 "3#: :" :3": ! "37! 7$ "3<:

合 计 #< :3!; 8;7 73;" !;#8 8$3#8 !::$ 883:# <$9 :73;; 8$7 93"8 98$9 :""3""

诊伤害发生的状况!为制定伤害预防控制策略提供

科学的依据&

! 对象与方法

#$% 调查对象 !""7 年期间!凡由于身体受到损伤

而首次到蓬莱市监测的 8 家综合性医院相关科室急

诊室就诊的伤害患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伤

害患者的一般信息(伤害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伤

害性质和医疗处理等方面&
%$" 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制定

的伤害登记报告卡! 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填写!
利用 1>?@A> 93" 设计的专用报告卡管理软件!录

入并校对资料!使用 *@** :83" 统计软件包分析&

5 结果

"$% 基本情况 !""7 年三所医院共收集合格伤害

报告卡 98$9 份!其中男性患者为 ;78# 人"#:3"7"$!
女性为 :$;< 人"!$3<7"$!性别比为 !3;7#:!平均年

龄为"893$$$:93;"$岁& 伤害患者的职业以农牧渔(
工人和学生为主! 分别占总数的 7:3<8"(8!3"<"和

$3"8"& 道路交通伤害为首要原因"8!38$"$!钝器伤

和跌落次之!分别为 !93$!"和 !93!:"&
"$" 伤害发生时间分布 对伤害发生的月份和时

间进行圆分布检验 B!C!结果显示)一年里伤害发生主

要集中在 $%:: 月 ; 个月"!D!!:3:#!!E"3""$’伤害

发 生 在 时 间 分 布 上 出 现 三 个 高 峰 !分 别 是 " &""%

’ &(((:"&""%::&""( 和 :7&""%:9&"" 点钟 8 个 时 段

"!D$<39!!!E"3"""$&
"$& 伤害发生的地点分布 发生于公路=街道的伤

害事件占首位";839;"$!其中 <$389"的伤害为道路

交通伤!其次分别是工作场所(家中(学校"!E"3""$&
"$’ 不同年龄组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将伤害患者

的年龄按 "%(7%(!"%(87%(7"%(97%岁分为 9 组!了

解不同年龄组的伤害原因分布情况!见表 :& 各年龄

组伤 害 原 因 构 成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7<#3<9!
!E"3""$!!7%岁和 87F岁组人群发生的伤害占总数

的 $:3<"G! 其 他 依 次 为 7"F岁 ":73;;"$(97%岁

"93"8"$(7%岁"73;""$’不同年龄组伤害发生 的原

因构成不同!"%!" 岁和 97F岁人群以跌落伤为主!
交通事故次之’!"%岁和 87%岁年龄组人群以交通事

故为主!其次为跌落和钝器伤&
"$( 不同职业的伤害发生原因分布 将伤害患者

职业分为工人(农牧渔(学生和其他四类!分析表明!
农牧渔人员和学生以道路交通伤害多见! 工人以钝

器伤为主& 不同职业人群的伤害发生原因构成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79$3:<!!E"3"""$!见表 !&
"$) 伤害的性质 从伤害发生的性质看!多数伤害

属于意外事故!占 <:3":"!其次为故意攻击性伤害

"#3$7"$和自我伤害":3::"$& 不同性别的伤害发生

性质不完全相同! 其中自我伤害女性所占比例比男

性高 ;3!!G! 而男性故意攻击性伤害人数是女性的

8377 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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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职业伤害发生原因

"#$%& ! "’& (#)*&* +, -./)0-&* -. 1-,,&0&.2 +(()3#2-+.*

原 因
工 人 学 生 其 他 总 计

人 数 构成比"!# 人 数 构成比"!$ 人 数 构成比%!$ 人 数 构成比"!$ 人 数 构成比"!$

交通事故 !$# 783"7 7998 8:3$: 778 !!3!! 77; "3;7 !":$ ;!3;$
跌 落 8;# !73;; #$! !;39$ !8# 8$379 !"$ "3!8 7:#8 !:3!7
钝器伤 <#: 8#3:; 9:8 7#3"7 #: 783$7 <# "3!# 7#7; !:3$!
刺 伤 7#< $3#8 7$# 93:8 ;# #3!7 8! "37" 889 :3<#
烧烫伤 !9 73!! $ "3!8 < 73#9 ; "3"" 89 "3#"
窒息=上吊 " "3"" ; "3"< " "3"" " "3"" ; "3"9
溺 水 7 "3"9 7 "3"; " "3"" " "3"" ! "3";
中 毒 8 "3!" $7 !388 # 73;: # "3"7 << 7399
其 他 7; "3:; 7: "38$ ; "39$ ! "3"" ;8 "39;
不清楚 ! "37" 9 "379 7 "37< 9 "3"7 7; "3!"
动物咬伤 7" "38< !< "3$# 7" 73<9 78 "3"7 :; "3<<
扭 伤 ## ;3#: 8" 73!7 $ 739: 7! "3"7 7;# !379
绞 伤 7: "3#$ 79 "389 " "3"" 7 "3"" ;! "39"

农牧渔

锐器伤 !! 73"# ;7 "3<; 7 "37< 8 "3"! 9$ "3<7
合 计 !"8< ;!3"< ;;7: 973<; 97; $3"; 9"$ #3<9 :;$: 7""3""

!"# 伤害发生的程度 将伤害严重程度分为轻度

"经处理后回家!预后良好$&中度"需住院治疗或留

观!但未造成残疾$&重度"影响生命体征!需进行抢

救或造成残疾$’ 结果显示!9;3#8!的伤害为轻度!
8837:!为中度!!37"!为重度伤害(

4 讨论

鉴于大多数中度和重度伤害患者往往首先被送

到医院急诊科>室?治疗!国外很多伤害监测系统都

在急诊科>室@建立和实施A;B( 虽然中国的疾病监测系

统对致死性伤害进行了监测! 但伤害给人们所造成

的多是非致死性的结果和暂时性或永久性失能 %损

伤&残疾#!而仅仅通过致死性伤害资料并不能反应

伤害的全貌!非致死性伤害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所带

来的损失和巨大负担不容忽视 A8B!因此 开展伤害监

测十分重要( 本文在蓬莱市 ; 所医院建立并开展伤

害相关急诊室监测! 结果显示当地伤害发生特点如

下)%7# 男性伤害患者明显高于女性! 平均年龄为

%;:3$$"7:38"#岁!发生伤害年龄主要集中在 !9#岁

和 ;9C岁组!占总数的 $73<"D!可见蓬莱市伤害主

要影响当地劳动人口的生活质量( 有关研究表明!
!""7 年山东省 !" 个疾病监测点居民死因资料分析

伤害死因上升至死因顺位的第 8 位 A9B!它已 给社会

及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伤害发生以当地农牧

渔&工人和学生为主!而农牧渔人员和学生以道路交

通伤害多见!工人以钝器伤为主( %;#伤害发生主要

集中在 $#77 月 8 个月! 这与汕头大学伤害预防研

究中心李丽萍等对伤害发生季节分析结果一致A:B(伤

害发生在时间分布上出现 ; 个时 段高峰! 分别 是

"$""#7$""&7"$""#77$"" 和 79$""#7:$"" 点钟! 并且

主要都是以交通事故为主! 第一个高峰是由于夜晚

能见度差和疲劳所致! 其余两个高峰可能由于当地

上下班高峰期所致( %8#伤害发生的原因)监测结果

发 现 ! 道 路 交 通 伤 害 为 当 地 伤 害 的 首 要 原 因

%;!3;$!#!钝器伤和跌落次之( 不同年龄组伤害发

生 的 原 因 不 同!"#!" 岁 和 :9C岁 人 群 以 跌 落 伤 为

主! 交通事故次之*!"#岁和 ;9#岁年龄组人群以交

通事故为主!其次为跌落和钝器伤(这提示交通伤害

已成为蓬莱市伤害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 蓬莱市道路交通伤害已严重威胁当

地居民的健康!特别是社会劳动人口!因此开展道路

交通伤害及其他伤害的预防控制工作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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