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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儿童安全座椅配备及使用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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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 0~3岁儿童家用车儿童安全座椅配备及使用情况，为促进儿童乘车安全提供依据。方法 于 2024
年 5—7月在上海市黄浦区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0~3岁儿童父母亲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般人

口学信息、乘车出行情况、家用车儿童安全座椅使用情况和儿童安全座椅使用健康信念等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
归模型分析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514份，问卷有效率为 96.98%。调查父亲 122人，占

23.74%；母亲392人，占76.26%。年龄M（QR）为34.00（5.00）岁。配备儿童安全座椅446人，配备率为86.77%；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 169人，使用率为 32.88%。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1~2岁（OR=0.597，95%CI：
0.366~0.973）、出行频率 2~4 次/月 （OR=0.359，95%CI：0.213~0.607） 或≤1 次/月 （OR=0.384，95%CI：0.202~0.729）
和感知障碍得分高（OR=0.634，95%CI：0.486~0.827）的父母亲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例较低；儿童本市户籍（OR=
2.506，95%CI：1.356~4.633）、出行距离 5~<10 km （OR=1.887，95%CI：1.148~3.101；≥10 km （OR=2.319，95%CI：
1.355~3.967）、总是使用安全带（OR=2.342，95%CI：1.212~4.524）、感知易感性得分高（OR=1.392，95%CI：1.091~
1.778）和自我效能得分高（OR=1.413，95%CI：1.156~1.727）的父母亲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例较高。结论 家用车配

备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预防和减少0～3岁儿童交通伤害，建议加强宣传，提高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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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ility and use of child safety seats among children aged 0-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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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child safety seats among children aged 0-3 year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riding safety for children. Methods Parents of children aged 0-3 years in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Municipality, were recruited using the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May to July
2024.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family travel patterns, the use of child safety seat and related health beliefs were col⁃
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child safety seats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
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otally 51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6.98%.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122 fathers (23.74%) and 392 mothers (76.26%), with a median age of 34.00 (interquartile range,
5.00) years. There were 446 families equipping with child safety seats, accounting for 86.77%; and 169 families using
child safety seats, accounting for 32.88%.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rents who had chil⁃
dren aged >1-2 years (OR=0.597, 95%CI: 0.366-0.973), travelled 2-4 times per month (OR=0.359, 95%CI: 0.213-
0.607) or once per month or less (OR=0.384, 95%CI: 0.202-0.729), and scored high in perceived barrier (OR=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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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 0.486-0.827) were less likely to use child safety seats; the parents who had children with local household regis⁃
tration (OR=2.506, 95%CI: 1.356-4.633), travelled 5-<10 km (OR=1.887, 95%CI: 1.148-3.101) or ≥10 km (OR=2.319,
95%CI: 1.355-3.967), always wore seat belts (OR=2.342, 95%CI: 1.212-4.524), scored high in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OR=1.392, 95%CI: 1.091-1.778) and self-efficacy (OR=1.413, 95%CI: 1.156-1.727) were more likely to use child safe⁃
ty seats. Conclusions Equipping family cars with child safety seats and using them can prevent and reduce traffic inju⁃
ries among children aged 0-3 years.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publicity to promote the use of child safety seats.
Keywords: child safety seat; health belief; influencing factor

儿童道路交通伤害是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1-2］，我国每年有超过 2 万名儿童因机动车交

通事故受伤或死亡，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防止儿童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受伤的有效防护措施［3-4］。《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

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

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5］。调查显示我国 0~6
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仅为 17.3%，主要受到居住

地、父母亲文化程度和儿童年龄等影响［6］。本研究

于 2024 年 5—7 月在上海市黄浦区调查 0~3 岁儿童

家用车儿童安全座椅配备及使用情况，并分析儿童

安全座椅使用的影响因素，为推广儿童安全座椅使

用、促进儿童乘车安全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黄浦区 5
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6 个社区，每个社区随

机抽取 0~3 岁儿童且有家用车的父母亲为调查对象。

本研究通过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

（202106）。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的《上海市儿

童乘车现况调查问卷》开展面对面调查，该问卷通过

专家咨询和对儿童父母亲的定性访谈修改编制。问卷

内容包括：（1）一般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儿童年龄和儿童户籍等；（2）乘车出行情况，

出行距离、出行频率和安全带使用情况等；（3）儿童

安全座椅使用情况，儿童近 10 次乘坐家用车出行时

≥9 次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定义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4）立法知晓，指知晓儿童安全座椅已正式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5）儿童安全座椅

使用健康信念。

采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健康信念量表评估父母亲

对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健康信念。该量表基于健康信

念模式设计，涵盖感知严重性（3 个条目）、感知易

感性（4 个条目）、感知效益（3 个条目）、感知障碍

（5 个条目）、自我效能（3 个条目）和行动提示（4
个条目） 6 个维度，共 22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

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依次计 1~5 分

（感知障碍维度反向计分），总分 22~110 分，各维度

得分为各维度总分除以条目数。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846，KMO 值为 0.845。
1.2.2 质量控制

由经培训合格的社区医生现场审核问卷，发现

缺漏项或逻辑错误的问卷，及时与调查对象核实，并

补充、修正信息。调查后，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随机抽取 10% 问卷进行复核，双人录入数

据库。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3.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的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

用 χ2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儿童安

全座椅使用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 5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14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6.98%。调查父亲 122 人，占 23.74%；母

亲 392 人 ， 占 76.26%。 年 龄 M （QR） 为 34.00
（5.00）岁。男童 270 人，占 52.53%；女童 244 人，

占 47.47%。独生子女家庭 372 人，占 72.37%。文化

程度以大专/本科为主，396 人占 77.04%。家庭年收

入以>24 万元为主，308 人占 59.92%。出行距离

以≥5 km 为主，309 人占 60.12%。出行频率以 2~
3 次/周为主，251 人占 48.83%。总是使用安全带

432 人，占 84.05%。立法知晓 320 人，占 62.26%。

2.2 儿童安全座椅配备及使用情况

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446 人，配备率为 86.77%；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69 人，使用率为 32.88%。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和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年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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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3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Univariabl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child safety seats among children aged 0-3 years

儿童年龄/岁
0~1
>1~2
>2~3

儿童户籍

本市

非本市

儿童性别

男

女

独生子女家庭

是

否

父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大专/本科

硕士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万元

≤12
>12~24
>24

出行距离/km

89（52.66）
33（19.53）
47（27.81）

153（90.53）
16 （9.47）

89（52.66）
80（47.34）

131（77.51）
38（22.49）

7 （4.14）
132（78.11）
30（17.75）

6 （3.55）
46（27.22）

117（69.23）

169（48.99）
110（31.88）
66（19.13）

268（77.68）
77（22.32）

181（52.46）
164（47.54）

241（69.86）
104（30.14）

20 （5.80）
264（76.52）
61（17.68）

23 （6.67）
131（37.97）
191（55.36）

10.419

12.642

0.002

3.329

0.629

9.402

13.062

0.005

<0.001

0.966

0.068

0.730

0.009

0.005

项目
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

不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
χ2/t值 P值

<3
3~<5
5~<10
≥10

出行频率

几乎每天

2~3次/周
2~4次/月
≤1次/月

父母亲总是使用安全带

是

否

父母亲立法知晓

是

否

父母亲感知严重性得分

父母亲感知易感性得分

父母亲感知效益得分

父母亲感知障碍得分

父母亲自我效能得分

父母亲行动提示得分

17（10.06）
34（20.12）
68（40.24）
50（29.59）

27（15.98）
99（58.58）
27（15.98）
16 （9.47）

155（91.72）
14 （8.28）

119（70.41）
50（29.59）
4.27±0.88
3.96±0.88
4.20±0.87
2.70±0.74
3.92±1.02
3.70±0.89

73（21.16）
81（23.48）

118（34.20）
73（21.16）

25 （7.25）
152（44.06）
103（29.86）
65（18.84）

277（80.29）
68（19.71）

201（58.26）
144（41.74）
4.05±1.00
3.72±0.91
4.10±0.98
3.01±0.83
3.42±1.14
3.46±0.96

28.407

11.045

7.130

-2.482①

-2.829①

-1.045①

4.067①

-4.990①

-2.757①

<0.001

0.001

0.008

0.013
0.005
0.296

<0.001
<0.001
0.006

项目
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

不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
χ2/t值 P值

童户籍、家庭年收入、出行距离、出行频率、总是使

用安全带、立法知晓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父母亲感知严重

性、感知易感性、自我效能和行动提示得分高于不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的父母亲，感知障碍得分低于不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的父母亲（均 P<0.05）。见表 1。

2.3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以儿童安全座椅使用为因变量（0=否，1=是），

以儿童年龄、儿童户籍、家庭年收入、出行距离、出

行频率、总是使用安全带、立法知晓、感知严重性得

分、感知易感性得分、感知障碍得分、自我效能得分

和行动提示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逐步法，α 入=0.05，α 出=0.10）。结果显示，儿

童年龄>1~2 岁、出行频率 2~4 次/月或≤1 次/月和感

知障碍得分高的父母亲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例较低；

儿童本市户籍、出行距离≥5 km、总是使用安全带、

感知易感性得分高和自我效能得分高的父母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比例较高。见表 2。
3 讨 论

儿童安全座椅在儿童道路交通伤害中的防护作用

得到重视，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84 个国家制定了儿童

安全座椅相关的法律，部分国家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

率达到 80% 以上［7-8］。本次调查发现黄浦区 0~3 岁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为 32.88%，高于山东省青岛

市［9］、四川省绵阳市［10］和广东省汕头市［11］，可能与

城市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及上海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逐步实施有关。

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本市户籍、出行距离远、出

行频率高和总是使用安全带是 0~3 岁儿童安全座椅

使用的促进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12-15］相似。研究

发现，在低频率或短途出行时，父母亲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较少［13］，可能与父母亲认为出行风险较小有关。

总是使用安全带的父母亲通常具有更高的安全意识，

更加关注儿童乘车安全，使用儿童安全座椅［15］。此

外，>1~2 岁儿童的父母亲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例较

低，与苏慧佳等［16］研究结果相似，可能与儿童生长

发育造成现有的儿童安全座椅不再适用，而父母亲没

有购买或更新适宜的儿童安全座椅有关。

注：①为 t值，同列其他项为χ2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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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岁儿童安全座椅使用与儿童安全座椅使用健

康信念量表中的感知易感性、感知障碍和自我效能存

在统计学关联。父母亲感知易感性与儿童安全座椅

使用呈正相关，与李为翊等［17］研究结果一致。提

示父母亲感知易感性得分越低，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比例越低，可能与儿童父母亲认知水平低、儿童乘

车安全知识欠缺有关。父母亲感知障碍得分高是儿

童安全座椅使用的阻碍因素，主要原因可能是儿童

哭闹和担心儿童安全座椅质量等。父母亲自我效能

得分高是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促进因素，与孙亚茹

等［9］研究结果一致。父母亲自我效能指父母对自己

能够有效地执行与儿童安全相关行为的信心。当父

母亲相信自己能够正确安装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确保孩子乘车安全时，儿童安

全座椅使用率大幅提高。

父母亲选择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安全座椅，并延

长儿童在安全座椅上的时间，让儿童逐步适应儿童安

全座椅；社区加强科普宣传，纠正父母亲错误认知，

提高父母亲的感知易感性，同时通过社交媒体等方

式，向父母亲普及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和正确安装

方法等，降低父母亲感知障碍水平；政府和相关部门

应加强对儿童安全座椅市场的质量监管，确保产品符

合安全标准，增强父母亲对安全座椅使用认同感和信

心，从而提高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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