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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2年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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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2010—2022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特征，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防控提供参考。方

法 通过浙江省慢性病监测管理系统伤害子系统收集2010—2022年鄞州区6~17岁中小学生跌倒伤害首诊病例资料，描

述性分析跌倒伤害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发生时活动和临床特征等。结果 2010—2022年鄞州区共报告中小学生跌倒

伤害病例7 808例，占同年龄总伤害病例的45.72%；其中男生5 413例，女生2 395例，男女性别比为2.26∶1；以小

学生为主，4 302例占55.10%。2012—2022年女生、初中生和高中生跌倒伤害发生比例呈上升趋势（均P<0.05）。跌倒

伤害发生时间主高峰为9—11月，次高峰为5—7月，共4 510例，占57.76%。跌倒伤害发生地点主要为学校、家和街

道/城区，分别为2 680、2 343和2 247例，占34.32%、30.01%、和28.78%。跌倒伤害发生时活动主要为空闲时、运动

和学校活动，分别 3 490、2 861和 1 094例，占 44.70%、36.64%和 14.01%。伤害性质以软组织伤为主，6 224例占

79.71%；伤害部位主要为下肢、头部和上肢，分别为3 101、2 419和1 974例，占39.72%、30.98%和25.28%。伤害严

重程度以轻度损伤为主，5 896例占75.51%。结论 男生和小学生是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高危人群，学校是跌倒

伤害高发地点，应将学校作为重点干预场所，加强跌倒伤害防护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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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fall injuri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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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ll injuri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Ningb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2,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of fall injuri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Data of 6 to 17 year-old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initial diagnosis of fall injury from 2010 to 2022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jury Subsystem of Zheji⁃
ang Provincial Chronic Disease Surveillan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time, place, activity and clinical char⁃
acteristics of fall injury were analyzed using a descriptive method. Results Totally 7 808 fall injury cases among pri⁃
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reported in Yinzhou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22, accounting for 45.72% of the to⁃
tal injury cases in the same age. There were 5 413 boys and 2 395 girls, with a boy/girl ratio of 2.26∶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55.10%. The incidence of fall injuries among girl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showed increasing trends from 2012 to 2022 (both P<0.05). The primary peak of fall
injury was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and the secondary peak was from May to July, with 4 510 cases (57.76%).
The place of fall injury development mainly included schools (2 680 cases, 34.32%), homes (2 343 cases, 30.01%) and
streets/urban areas (2 247 cases, 28.78%). The activities at the time of fall injury mainly included leisure time (3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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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44.70%), sports (2 861 cases, 36.64%) and school activities (1 094 cases, 14.01%). Soft tissue injury w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6 224 cases, 79.71%). Lower limbs (3 101 cases, 39.72%), head (2 419 cases, 30.98%) and upper
limbs (1 974 cases, 25.28%) were the main injury sites. Mild injury was predominant (5 896 cases, 75.51%). Conclu⁃
sions Boys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high-risk groups of fall injury in Yinzhou District, schools are high-risk
places of fall injury. Schools should be regarded as key intervention places and health education on fall injury preven⁃
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 fall; injury

跌倒伤害是危害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

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有 25%~
52% 的儿童就诊和住院病例由跌倒引起，15 岁以下

儿童 50% 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由跌倒导致［1］。跌

倒是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非致命性伤害的首要原

因［2］，也是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第三位原因［3］。

2010—2020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跌倒伤害死因标化死

亡率呈上升趋势［4］。为保障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2021 年国务院发布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
2030 年）》［5］，提出减少儿童跌倒、烧烫伤和中毒等

伤害发生、致残和死亡作为儿童安全的主要目标之

一。本研究分析 2010—2022 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中小学生跌倒伤害特征，为防控中小学生跌倒伤害提

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10—2022 年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资料来

源于浙江省慢性病监测管理系统伤害子系统。

1.2 方法

收集 2010—2022 年鄞州区 3 家伤害监测哨点

医院（1 家城区监测点，2 家乡镇监测点）门/急诊

因跌倒伤害首诊的 6~17 岁中小学生病例资料，包

括基本信息、伤害事件、重点伤害类型和临床信

息等。描述性分析 2010—2022 年鄞州区中小学生

跌倒伤害病例的发生时间、地点、活动、伤害性

质、伤害部位和伤害严重程度等。跌倒指同一平

面的滑倒、绊倒和摔倒或从一个平面到另一个平

面的坠落［3］。

1.3 质量控制

哨点医院按照《浙江省医院伤害监测网络报告技

术规范》要求进行监测工作，伤害报卡在接诊病例

24 h 内由统一培训的医务人员完成填报，7 d 内哨点

医院完成一级审核并录入省伤害监测系统，再经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二级审核。上报伤害数据经过

省、市、区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审核和质控，漏

报率为 2.22%，错填率为 1.06%。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不服从

正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R）］

描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2010—2022 年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情况

2010—2022 年鄞州区共报告 6～17 岁中小学生

跌倒伤害 7 808 例，占同年龄总伤害病例的 45.72%；

其中男生 5 413 例，女生 2 395 例，男女性别比为

2.26∶1。年龄 M（QR）为 11.00（6.00）岁。小学生

4 302 例，占 55.10%；初中生 1 943 例，占 24.88%；

高中生 1 563 例，占 20.02%。城区 4 802 例，占

61.50%；乡镇 3 006 例，占 38.50%。2012—2022 年

鄞州区 6～17 岁中小学生跌倒伤害病例占同年龄总

伤害病例的比例总体无明显变化趋势（χ2
趋势=1.255，

P=0.263）；女生比例呈上升趋势 （χ2
趋势=8.985，P=

0.033）；初中生和高中生比例呈上升趋势 （χ2
趋势=

79.217，P<0.001）。见表 1。
2.2 跌倒伤害病例分布

2.2.1 时间分布

2010—2022 年每年均有跌倒伤害病例报告，每

年有 2 个高峰，主高峰为 9—11 月，2 330 例占

29.84%；次高峰为 5—7 月，2 180 例占 27.92%。2
月份跌倒伤害报告病例最少，321 例占 4.11%。

2.2.2 地点分布

中小学生跌倒伤害发生地点前三位为学校、家

和街道/城区，分别为 2 680、2 343 和 2 247 例，

占 34.32%、 30.01% 和 28.78%。男生跌倒伤害发

生在学校的比例较高；女生发生在家的比例较高。

不同性别、学段和城乡的中小学生跌倒伤害发生

地点构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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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2022 年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病例基本情况［n（%）］

Table 1 Information of fall injury cas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22[n(%)]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跌倒伤害病例

602（47.55）
371（40.90）
319（46.43）
506（48.56）
876（52.80）
505（37.80）
565（41.98）
655（47.60）
657（46.30）
780（48.21）
501（42.97）
780（48.30）
691（42.13）

性别

男

438（72.76）
270（72.78）
228（71.47）
348（68.77）
609（69.52）
359（71.09）
400（70.80）
445（67.94）
467（71.08）
527（67.56）
321（64.07）
525（67.31）
476（68.89）

女

164（27.24）
101（27.22）
91（28.53）

158（31.23）
267（30.48）
146（28.91）
165（29.20）
210（32.06）
190（28.92）
253（32.44）
180（35.93）
255（32.69）
215（31.11）

学段

小学

388（64.45）
228（61.46）
199（62.38）
334（66.01）
500（57.08）
297（58.81）
319（56.46）
352（53.74）
313（47.64）
411（52.69）
246（49.10）
366（46.92）
349（50.51）

初中

108（17.94）
69（18.60）
67（21.00）
96（18.97）

225（25.68）
123（24.36）
136（24.07）
166（25.34）
207（31.51）
229（29.36）
121（24.15）
219（28.08）
177（25.62）

高中

106（17.61）
74（19.95）
53（16.61）
76（15.02）

151（17.24）
85（16.83）

110（19.47）
137（20.92）
137（20.85）
140（17.95）
134（26.75）
195（25.00）
165（23.88）

表 2 2010—2022 年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发生地点［n（%）］

Table 2 Places of fall injuri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22 [n (%)]
组别

性别

男

女

学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城乡

城区

乡镇

学校

1 888（34.88）
792（33.07）

1 247（28.99）
740（38.09）
693（44.34）

1 505（31.34）
1 175（39.09）

家

1 545（28.54）
798（33.32）

1 569（36.47）
447（23.01）
327（20.92）

1 238（25.78）
1 105（36.76）

街道/城区

1 564（28.89）
683（28.52）

1 222（28.41）
609（31.34）
416（26.62）

1 780（37.07）
467（15.54）

运动场所

252（4.66）
61（2.55）

127（2.95）
102（5.25）
84（5.37）

145（3.02）
168（5.59）

其他

164（3.03）
61（2.55）

137（3.18）
45（2.32）
43（2.75）

134（2.79）
91（3.03）

χ2值

34.050

261.550

435.235

P值

<0.001

<0.001

<0.001

2.2.3 活动分布

中小学生跌倒伤害发生时活动主要为空闲时、运

动和学校活动，分别为 3 490、2 861 和 1 094 例，

占 44.70%、36.64% 和 14.01%。随着学段升高，学

校活动时发生跌倒伤害的比例增加（χ2
趋势=30.735，

P<0.001）。城区病例主要发生在空闲时；乡镇病例主

要发生在运动中。见表 3。

表 3 2010—2022 年鄞州区中小学生跌倒伤害发生时活动［n（%）］

Table 3 Activities at the time of fall injuri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22 [n (%)]
组别

性别

男

女

学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城乡

城区

乡镇

空闲时

2 332（43.08）
1 158（48.35）

1 995（46.37）
820（42.20）
675（43.19）

2 877（59.91）
613（20.39）

运动

2 095（38.70）
766（31.98）

1 578（36.68）
732（37.67）
551（35.25）

1 274（26.53）
1 587（52.79）

学校活动

736（13.60）
358（14.95）

514（11.95）
315（16.21）
265（16.95）

544（11.33）
550（18.30）

家务

29（0.54）
9（0.38）

21（0.49）
7（0.36）

10（0.64）

21（0.44）
17（0.57）

其他

221（4.08）
104（4.34）

194（4.51）
69（3.55）
62（3.97）

86（1.79）
239（7.95）

χ2值

34.080

41.574

1 227.220

P值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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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跌倒伤害临床特征

跌倒伤害性质以软组织伤为主，6 224 例占

79.71%；骨/关节损伤 1 379 例，占 17.66%；全身性

损伤 205 例，占 2.63%。伤害部位主要为下肢、头

部和上肢，分别为 3 101、2 419 和 1 974 例，占

39.72%、30.98% 和 25.28%。伤害严重程度以轻度损

伤为主，5 896 例占 75.51%；中度损伤 1 889 例，

占 24.19%；重度损伤 23 例，占 0.29%。

3 讨 论

2010—2022 年鄞州区报告 6~17 岁中小学生跌

倒伤害 7 808 例，占同年龄总伤害病例的 45.72%，

在伤害原因中顺位第一，与国内外研究［6-8］一致，可

能与未成年人协调性和空间感发育不成熟且活泼好动

有关。男生、小学生和城区学生跌倒伤害发生较多，

与既往研究结果［9-11］类似，可能与男女生性格行为

特点、身体运动神经发育完善程度和学生/家长就诊

意识强弱等存在差异有关［12-13］。女生、初中生和高

中生跌倒伤害病例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建议开展跌倒

伤害预防干预，应重视女生和高学段学生。

跌倒伤害主要发生在 9—11 月和 5—7 月，与上

学时间大致吻合。上学期间学生参加体育活动，下课

聚集玩耍、追逐嬉戏等，增加了跌倒伤害发生风险［14］，

提示应将学校作为预防学生跌倒伤害的重点干预场所。

有研究发现，环境温度与学生跌倒伤害发生率存在关

联，表现为倒 U 形曲线［15］。寒暑假温度较低或较高，

因而发生跌倒伤害的风险会相应较低。

学校是中小学生跌倒伤害发生最多的地点。研究

表明，操场、楼梯和走廊是学生跌倒伤害的高发地

点［16］，学校可采取及时维修受损地面、增加楼梯间

照明和设置防滑警示标识等措施改善校园环境。此

外，学校还需开展学生及家长预防跌倒伤害知识讲

座，可有效降低跌倒伤害发生率［17］。

中小学生跌倒伤害主要发生在空闲时，尤其是城

区学生，这可能是公共场所硬质光滑路面及台阶铺设较

多，中小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忽视路面情况导致。但乡

镇病例大多发生于运动中，其次为学校活动，最后为空

闲时。缺乏自我防护意识和技能是运动中受伤的主要原

因［18］，乡镇学校需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行为教育。

综上所述，鄞州区 6~17 岁中小学生跌倒伤害病

例以男生、小学生和城区学生为主，发生时间主要在

9—11 月和 5—7 月，学校是跌倒伤害高发地点。中

小学生跌倒伤害的防制工作应将学校作为重点干预

场所，落实学校安全制度，改善学校环境设施，加

强跌倒伤害防护健康教育，同时对女生和高学段学

生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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