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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家居用品安全隐患调查
———通过照片故事进行回顾性调查家居环境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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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我国 3 ～ 6 岁儿童主要意外伤害原因及其危险因素，总结安全检查原则以开展危险因

素排查的健康教育行为干预。方法 采用照片故事分享进行伤害回顾性调查方式，对伤害事件进行分类，并从

图文表述中梳理出该伤害事件中的危险因素。结果 3 ～ 6 岁儿童意外伤害的前 5 位原因为跌倒 /坠落 ( 25. 0% ) 、

烧伤 /电伤 ( 16. 7% ) 、锐器伤 ( 9. 1% ) 、溺水 ( 5. 0% ) 、中毒 ( 2. 6% ) 。窗台无护栏、浴缸水不及时排空、桌

角或家具棱角尖锐等为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 以危险因素为前提确定简单易行的安全检查原则，以排除

危险因素为目标，以行为改变为重点，从而达到预防儿童伤害发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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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afety hidden trouble of child home product safety: a retrospective survey on injury risks

through photo story sharing WANG Lin，CUI Min-yan. Safe Kids Worldwide，Shanghai 20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jor injuries types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ldren aged 3 to 6，and

develop behavior education intervention with safety check guid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injury survey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photo story telling． The injuries types were classified and risk factors were found by the photo and tables． Results

The major causes of injuries among children aged 3 to 6 were fall ( 25. 0% ) ，burn ( 16. 7% ) ，sharp injury ( 9. 1% ) ，

drowning ( 5. 0% ) and poisoning ( 2. 6% ) ． Window with no rails，bath tab without evacuation，home furniture with

fierce corners were the major risk factors．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imple safety check guides based on the

injury risk factors，and focus on behavior change for child injury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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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发布了《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1］，报

告指出: 儿童伤害是公共健康的一个主要问题，

需要紧急关注。每年约 95 万 18 岁以下的儿童青少

年死于伤害和暴力，世界各地每年有数以千万计

受伤儿童就医，往往留下终生残疾。报告同时认

为，伤害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可以被预防和

控制的［2］。我国 1 ～ 14 岁儿童中，意外伤害为其首

要死 亡 原 因［3］，占 儿 童 总 死 亡 的 31. 3%。超 过

60%的伤害发生在家中［2］，是儿童意外伤害发生

率最高的场所［2 － 4］。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于 2009 年

11 月在中国 14 个城市 5000 个家庭中开展了形式

为照片故事分享的回顾性调查，旨在了解儿童家

庭中各类伤害危险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全国 14 个城市中有 3 ～ 6 岁儿童的家

庭 2280 个。
1. 2 方法

1. 2. 1 抽样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城

市随机抽取 1 ～ 2 所幼儿园，抽中幼儿园的所有儿

童家庭均列入调查对象。
1. 2. 2 调查方法 以照片故事分享的形式做回顾

性调查，请家长回顾孩子在过去 1 年中印象最为深

刻的伤害事件，并通过文字表述事件的过程、分

享预防的行动，并辅以照片说明。所有照片故事

案例所涉及的伤害，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 ICD －
10) 对伤害事件进行分类［5］，并从图文表述中梳

理出该伤害事件中的危险因素［6］。照片故事通过

“儿童安全健康行动———明星妈妈评选”的形式在

所抽选的幼儿园征集，将设计好的 “明星妈妈”

活动纸分发到幼儿园。活动纸含所需收集的内容

版块和版块说明，并辅以照片故事案例，提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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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数据信息的一致性。
1. 2. 3 统计分析 从前 5 位伤害原因的照片故事

中，通过文字叙述和照片说明，梳理出各类伤害

主要危险因素，并根据 Haddon Matrix 确定危险因

素重要性排序［7］。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获取 2280 个有效样本，其

中男孩1300 名，女孩980 名，男女比例为1. 32∶ 1; 儿

童年龄 3 ～ 4 岁占 56. 4%，5 ～ 6 岁占 43. 5%。
2. 2 伤害原因及主要危险因素

2. 2. 1 主要伤害原因 在 2280 个有效的照片故事

样本中，前 5 位伤害原因依次为跌倒 /坠落 570 例

( 25. 0% ) 、烧 伤 /电 伤 380 例 ( 16. 7% ) 、锐 器 伤

207 例 ( 9. 1% ) 、溺水 114 例 ( 5. 0% ) 、中毒 59 例

( 2. 6% ) ，共计 1330 例，占全部伤害案例的 58. 4%。
2. 2. 2 前 5 位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见表 1。

表 1 前 5 位伤害原因的危险因素 n( % )

伤害原因 危险因素( 按重要性先后排序) 例数( % )

跌倒 /坠落 成人对孩子的看护间断 411( 72. 1)

窗台无护栏 407( 71. 4)

窗户无锁 274( 48. 0)

桌椅放置在阳台或窗边 301( 52. 8)

地面湿滑 200( 35. 1)

烫伤 /电伤
烹饪器具( 如电饭锅、电磁炉等) 表面
高温，放置在儿童可及处

241( 63. 4)

插头插座无盖板 230( 60. 5)

打火机等点火器具放在儿童可及处 194( 51. 0)

取暖器表面高温，无围栏 176( 46. 2)

电池或用电池的产品( 如剃须刀、遥
控器等) 儿童可及

87( 23. 0)

锐器伤( 割伤) 孩子赤脚行走 166( 80. 2)

碎玻璃( 孩子踩在碎玻璃上或摔倒在
碎玻璃上)

162( 78. 1)

桌角或家具棱角尖锐 161( 77. 6)

刀具儿童可及( 如剃须刀、刮眉刀、水
果刀等刀具)

128( 61. 8)

订书机、别针等文具随意摆放，儿童
可及

83( 40. 3)

溺水［8］ 孩子洗澡时，成人临时走开 97( 85. 2)

用完后，浴缸水不及时排空 86( 75. 1)

用水桶储水 73( 63. 7)

用完后，洗脸池水不及时排空 45( 39. 3)

用完后，马桶盖不及时关合 39( 34. 2)

中毒［9］ 洗涤剂、洁厕剂等放在饮料瓶中 41( 69. 8)

药物随处存放 32( 54. 1)

未清洗过的食物，放在儿童可及处 29( 49. 8)

药物未放在原包装内 26( 44. 5)

不当服用( 如成人药给儿童服用、过
量用药等)

23( 38. 4)

2. 3 排查伤害隐患，通过 5S 检查原则实施健康教

育干预 通 过 对 家 中 主 要 伤 害 危 险 因 素 的 梳 理

( 表 1 ) ，结合国外儿童家居伤害干预案例参考，总

结出的 5 条检 查 原 则。这 5 条 检 查 原 则 是: SEE

( 看，从儿童的视角审视物品) ，SIZE( 尺寸，越小的

孩子给越大的物品) ，STRING ( 绳，拉伸后的绳长

度不超过 22 cm) ，SURFACE( 表面，表面本身和表

面相关无隐患) ，STANDARD( 标识，符合相关安全

标准) 辅以图示和工具，指导家长对家中环境隐患

排查，提升其识险、排险能力( 表 2 ) 。

( 下转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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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和道路交通伤害为主，伤害干预的重点人群

应该放在男性、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同时，家

中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应该列入优先干预的项目，

而且从这 3 部分人群来看，也是最容易干预的。有

研究结果表明，伤害可以通过干预而减少［6］。建

议干预从两方面开展，首先加强安全知识宣传，

根据各种人群制定相应的宣传教育内容和方式，

把安全知识和伤害的危害告知大众，提高大众的

伤害预防知识和技能，让大众从知识→态度→行

为逐步转变。其次是改变引起伤害的环境，减少

伤害的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 罗卫平，刘来新，索菲娅，等． 新疆五县居民意外伤害死亡分析

［J］． 疾病监测，2008，23( 4) : 249．

［2］ 王声湧． 伤害的预防与控制［M］． 广州: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1: 29 － 31．

［3］ 贾尚春，金少华，谢建嵘，等． 安徽省 10 市( 县) 医院伤害监测结

果分析［J］． 安徽预防医学杂志，2006，12( 2) : 78 － 80．

［4］ 栗华，朱俊卿，孙纪新，等． 2004 年藁城城市医院就诊状况调查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5，13( 5) : 214 － 216．

［5］ 李丽萍，黄革，罗家逸，等． 医院急诊室的伤害监测情况分析

［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1，2( 4) : 257 － 260．

［6］ 卢关平，周春洪． 中小学生伤害干预措施的制定及其可行性研

究［J］． 疾病控制杂志，1999，3( 4) : 276 － 277．

［收稿日期］ 2012 － 02 － 16 ［本文编辑］


吕书红

( 上接第 290 页)

3 讨论

3. 1 以照片故事分享的形式做回顾性调查的利弊

分析 本课题通过照片故事分享的形式，请家长

回顾幼儿在过去的 1 年中所发生的印象最深的伤害

事件，用文字表述事件过程并辅以照片说明，这

种调查形式与问卷调查形式相比，优势在于有助

于梳理各类伤害危险因素，从而寻找行为干预重

点; 家长在回顾孩子伤害故事的同时，也学习了

怎样排查危险因素和改进方法; 不足之处是不利

于反映过去 1 年中所有伤害的发生情况，对伤害原

因的界定为存在一定的模糊概念。因此，采用问

卷式回顾性调查或检索文献方式，了解各种类型

伤害的发生现状，并结合照片故事分享形式，梳

理危险因素，寻找行为干预重点，两种形式结合

的调查将弥补各自劣势。

3. 2 简单易行的 5S 安全检查原则，辅以图示和工

具，有效指导家长行为，提升识险、排险能力

“儿童家居用品安全 5S 检查原则”是由全球儿童

安全组织加拿大首先提出的，本研究在综合梳理

各类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将 5S 检

查原则本土化，旨在指导家长的行为，提升家长

识险、排险能力，降低伤害的危险因素，从而达

到预防儿童伤害的目的。

综上所述，儿童家居用品安全的促进需要以

排查危险源为前提，以确立行为干预重点。在认

知建立和行为指导时，需要以简单易行的方法，

以伤害预防的策略为指导，以行为改变为重点，

以排除儿童危险因素为目标，从而达到预防儿童

伤害发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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