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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的相关行为!为预防和减少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提供依据"
方法 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城市和农村各选取 ! 所小学!中选学校的 !89 年级各抽取 $ 个班

级!以被抽取班级的全部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结果 共调查 !:!; 名小学生!小学生上学时最主要的

方式是步行#$94"<$% 在调查前的 %" = 内!被调查的小学生中有 !4:<经常用滑板或旱冰鞋在马路上

滑行!!4!<经常在马路上打闹嬉戏!>4?<经常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管理!#4;<经常过马路不走人行横

道!>94$<的小学生坐在汽车的副驾驶座时经常不系安全带" 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的发生率低年级

学生高于高年级学生@!A"4">B&除坐在机动车副驾驶室不系安全带外!其余不安全交通行为的发生率

男生均高于女生C!A"4">B% 小学生违反交通规则的最主要原因是怕上课迟到#$#4:<$!其次为随人群乱

穿马路#!>4?<$% 结论 应针对小学生伤害相关行为的特点开展教育!以减少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
关键词! 创伤和损伤&道路交通伤害&行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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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伤 害严重地威 胁着儿童的 生 命 与 健

康! 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 >!;$ 岁儿童的第 ; 位死

亡原因!仅在中国!每年就有近 ;9 """ 名 ;> 岁以下

儿童步行者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甚至死亡F;G%
为探索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伤害的有效方法!本

文作者于 !""9 年 > 月对宁波市两个县#区$的 $ 所学

校进行了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相关行为的调查%

? 对象与方法

%&" 对象 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城市#鄞州

区$和农村#宁海县$各选取 ! 所小学!从 $ 所小学的

!89 年级 #一年级小学生识字’ 书写和理解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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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小学生违反交通规则的主要原因

"#$%& ! ’#() *#+,&, -./ 0(,.$&1()2 34& 3/#--(* /+%& #5.)2 6+6(%,

主要原因

低年级组 高年级组 总 计

人 数
构成比

"8#
人 数

构成比

"8$
人 数

构成比

%8$

怕上课迟到 9:$ $#4; $#$ $<4" ==< $#4:
随人群乱穿马路 :% !!4< !=# !#49 %=" !;4<

合 计 $"< 9""4" :<# 9""4" 9%:; 9""4"

恣意表现自己 $" :4< :" :49 9%" :4%
其 他 <9 9:4: 9;= 9;4< !%# 9#4"

表 7 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相关行为发生率比较

"#$%& 7 8**+//&)*& .- /(,9 $&4#:(./, *.//&%#3&0 ;(34 /.#0 3/#--(* ()<+/(&, #5.)2 6+6(%, =

不安全行为
低年级组

"! >#;!!8$

高年级组

"! >!9=:!8$
!! 值 " 值

男

"!>9;9:!8$

女

"! >9$"!!8$
!! 值 " 值

经常在马路上滑旱冰 %4; !4= 94;= ?"4"; $4! 94; 9:4"% @"4"9
经常在马路上嬉戏打闹 !4! !4! "4"9 ?"4"; !4< 94= ;4%% @"4";
经常不遵守交通信号灯 =4# ;4; 94%< ?"4"; #4! $4$ 9"4"% @"4"9
经常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 <4# =4$ $4!: @"4"; <4" =49 %4:# @"4";
经常坐机动车副驾驶位置不系安全带 ;$4! ;#4% !49! ?"4"; ;;49 ;#4< !49! ?"4";

弱!故未被列入调查$各抽取 $ 个班级!以被抽取班

级的全部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 方法 制定统一的调查表! 由经过培训的专

业人员对学生进行集中讲解!然后由学生自填调查

问卷& 调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一般情况’道路交通

伤 害 发 生 的 时 间’地 点’活 动 以 及 天 气’照 明 等 情

况& 调查结束后资料经整理核对!采用 ABCD*E* %4"!
软件录入数据!通过对变量的输入限制和设置跳转

来进行质量控制& 数据录入后导出到+B++ 9%4"9 进

行整理分析&

> 结果

$#" 一般情况 $ 所小学共有 !:!9 名小学生参加

了调查!其中男生 9;9: 人!女生 9$"! 人!男女性别

比为 94"<!9(二至六年级分别占调查总量的 9%4$8’
9;4<8’!;4:8’!%4"8和 !94:8& 分析时!将二’三年

级归为低年级组!四’五’六年级归为高年级组&
$#$ 小学生上学 的交通情况 约有 $!4$8的 小 学

生上学时有人接送! 低年级小学生上学时有人接送

的比例";<4:8$高于高年级小学生"%;4:8$!且差别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9!94%$!"@"4"9$& 而无论低年

级组还是高年级组! 男女生接送情况之间差别均无

显著统计学意义& 小学生上学时最主要的方式是步

行"$=4"8$!其次为乘公共汽车"9<4$8$和乘家庭汽

车 "9#4;8 $& 低 年 级 小 学 生 乘 家 庭 汽 车 的 比 例

"!#4;8$远高于高年级小学生"9%4$8$& 约 <"8的学

生上学时单程时间在!" F’0 以内! 其中"9" F’0 和

9"#9: F’0 的约各占一半左右! 上学时单程时间在

!"#!: F’0 和!%" F’0 的分别占 9!4:8和 #4$8&
$#% 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相关行为 在调查前的

%" D 内!被调查的小学生中有 !4:8经常用滑板或旱

冰鞋在马路上滑行!!4!8经常在马路上 打闹嬉戏!
;4<8经常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管理!#498经常过马路

不走人行横道!另外!还有 ;=4$8的小学生坐在汽车

的副驾驶座时经常不系安全带&
!4%49 不同年级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相关行为发生

率比较 调查小学生过去 %" D 内的不安全交通行

为!分年级看!低年级学生的发生率一般比高年级学

生略高或基本持平! 除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的发生

率低年级学生高于高年级学生外! 其余不安全交通

行为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9&
!4%4! 不同性别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相关 行为发

生率比较 调查小学生过去 %" D 内的不安全交通

行为!分性别看!除坐在机动车副驾驶座不 系安全

带行为男’女生基本持平外!其余不安全交 通行为

的发生率男生均高于女生! 且差异均有 显著统计

学意义!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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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学 生 违 反 交 通 规 则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约 一

半 的 小 学 生 承 认 自 己 有 违 反 交 通 规 则 的 情 况!最

主 要 原 因 是 怕 上 课 迟 到"占 $#4:8$!其 次 为 随 人

群乱穿马路!占 !;4<8!见表 !&

? 讨论

%#" 小学生上学交通情况 宁波市的小学一般采

用就近入学的原则! 即在户口所在地附近的小学上

学!学校一般离住所较近!小学生步行上学为首选交

通方式& 但部分小学生因择校或户口与实际居住地

不一致导致住所与学校距离相对较远! 可能会采用

乘公共汽车’私家车或由父母骑车接送& 调查结果表

明!有 <"8左右的小学生步行或坐车"公交车或私家

车$上学!所以应特别关注小学生的步行安全和乘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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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重点加强与之相关的交通安全教育尤为重要"
"#$ 小学生不安全交通行为 经常用滑板或旱冰

鞋在马路上滑行# 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嬉戏打闹是

易发生交通伤害的不安全行为"儿童活泼好动!但由

于身心发育水平限制! 注意能力和判断能力不能正

确探测运动中的交通情况! 更不会估计来往车辆的

速度和距离的状态! 孩童的突发性行为往往使驾驶

员来不及采取紧急措施而造成伤害 8!9" 但从总体来

看!此类不安全交通行为发生率较低!分别为 !4:;
和 !4!;" 男生比例比女生高!这与男生较女生更活

泼好动有关"
遵守交通信号灯是最基本的交通安全常识!有

<4=;的小学生经常不遵守交通信号灯" 一些学生为

了赶时间# 或认为车辆不多较安全等原因而不顾交

通信号灯的指示" 男生比例高于女生可能与男生性

情急躁#爱冒险有关" 此外!小学生经常过马路不走

人行横道的比例为 #4>;!不走人行横道的原因可能

与不遵守信号灯相似!另外!人行横道设置不合理也

可能是原因之一"
有超过一半的小学生在乘坐有安全带装置的座

位时经常不系安全带! 汽车安全带乃是成本$效益

最佳的一种保护装置!能有效地减少事故死亡率 8!9!

中国 !""$ 年 < 月 > 日起施行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
也明确规定汽车的副驾驶室等安装安全带设施的位

置!乘坐人要系好安全带!但由于学生及学生家长安

全意识不强# 交警对此类违法的处罚力度不强等原

因!使得不系安全带的问题较为突出"
"%" 小学生违反交通规则的主要原因 小学生违

反道路交通规则的前二位原因为 ’怕上课迟到(和

’随人群乱穿马路(" 对于小学生来说按时上学十分

重要!为此!家长因督促和提醒孩子早起!并尽早出

门!避免为赶时间而发生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而随

人群乱穿马路也是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常见现象"
小学生有较强的模仿力!成年人违反交通规则!乱穿

马路!势必造成小学生的盲从!为使小学生树立良好

的交通安全意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家长及其他成

年人应在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方面作好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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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员学习和使用计算机的机会! 造成网络直报计

算机的使用率低,三是在调查中发现乡*镇+卫生院

每月报告传染病病例极为有限! 考虑或是当地传染

病发生率低,或是部分病例到大医院就诊,再有就是

对传染病发病的认知度不够"建议)培训网络直报人

员计算机操作知识,加强传染病报告条例的宣讲,发

挥一机多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不影响网络直报

的情况下! 网络直报计算机可以兼作办公自动化等

方面工作"充分发挥设备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提高网

络直报人员的计算机技能和业务水平"
*<+支持网络报告的配套#运转经费不足!特别

是通讯费用!难以长期保障网络直报"建议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给予支持,跟电信部门统一协商!出台相应

的政策文件统一解决"
!#& 项目执行经验与体会 对于在中国广大的#绝大

部分经济水平尚属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由国家级

启动!直接涉及金额 #""" 余万!最终覆盖 :";以上

的乡镇级医疗机构的项目尚不多见!难度很大!纵观

整个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总结"
*>+ 国家决策!统一实施设备招标采购!充分强

调了项目的深度与广度!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有限的

项目资金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高度重视! 加大管理力

度,各级项目执行部门认真负责!完成了大量细致翔

实的工作!为项目的实施创造了大量有利条件"
*%+ 在项目的立项#招标采购#设备分发验收#人

员培训#实际操作#督导评估等各个阶段!各级各部门

之间紧密配合!充分理解!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 此次装备项目的实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西部地区基层计算机设备缺乏的困难! 效果非常明

显!据 !""C 年底的数据表明!西部地区网络直报率

已达到 #>;!首次超过了中部地区" 但长期存在的

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信息化水平低下的人才匮

乏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大量具体#细

致的工作仍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予足够的

重视与扶持"
*<+ 此次项目的实施!历时 ! 年多!从中央到地

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显示了国家

对疾病预防与控制B特别是应对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决心!其意义与影响远远大于设备本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