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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早在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其组织法中就提出

“健康是整个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同时也

指出“政府对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只有提供适当的卫生保健和社会措施，才能履行其职

责”。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关心学校卫生工作。1990年颁布的《学校卫生工作

条例》中就明确提出学校应加强对学生个人卫生、疾病防控、校园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管理；

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中发〔2007〕7号），要求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学校、家长都要共同做好并推动学校

卫生工作。青少年时期养成的健康危险行为会对长大成年后的行为方式和患病产生重要的影

响。因此，开展以学生人群为基础的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了解行为危险因素及主要的流行状

况和发展趋势，能够为制订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防治方案、相关政策和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

据，指导学生培养良好卫生行为，维持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对减少伤害、提高广大学生

健康水平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为了全面准确掌握广东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情况，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下，于2004年开始参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订的青少年健康危

险行为监测方案，2004年、2007年、2010年和2013年共开展了四次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

测。2013年监测在全省21个地级市的21个监测县（区）开展，对全省121所学校（初中42

所，高中43所，职业技术学校21所，大学15所）近25 000多名青少年进行了健康危险行为调

查。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问卷调查内容包括：饮食和运动锻炼相关行为，故意和非故意伤害

行为，吸烟、饮酒和吸毒等物质成瘾行为，电子游戏、网络成瘾、赌博等成瘾性行为，易导

致意外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性行为。调查结果数据处理主要对饮食、运动相关行为、伤害行

为、成瘾性行为和性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工作得到了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广

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的领

导与专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各地级市、监测县（区）各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大力支持，全省21个地级市和21个监测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学校的

工作人员参加了现场调查，顺利完成监测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2015年，广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组织了在学校卫生和艾滋病防控专业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编写了《青少年

健康危险行为与健康促进》。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望有关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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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一、监测目的

对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进行监测的目的，是了解广东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现状，及

其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生活现代化进程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为各地、

各级卫生教育部门制定预防青少年伤害和身心疾病的政策、方案、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建立一个覆盖广东省并与国际接轨的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体系，以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

二、调查对象和内容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初中、高中、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职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各年级在

校学生。

调查学生年级包括：（1）初中一至三年级；（2）高中一至三年级；（3）职校一至三

年级；（4）综合性大学一至四年级。

（二）调查内容

通过调查表和问卷进行调查，包括监测点学校基本信息调查表和学生行为调查问卷。

1. 监测点学校基本信息调查表。内容包括监测点各类型不同性质学校数和学生人数，纳

入抽样学校基本信息等。

2. 学生行为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和健康相关行为（包括：饮食相关行

为，运动情况，伤害相关行为，吸烟、饮酒，使用成瘾性物质、游戏机和网络、赌博，性相

关知识、态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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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样方法

（一）抽样原则

按照分层随机整体抽样方法，在监测点抽取不同学校类型，在抽样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

取一个班，整班学生参加调查。

（二）监测点

广东省共设立21个监测点，与2007年、2010年的监测点一致，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类（见

表1-1）。21个监测点共抽样调查121所学校，其中初中42所、高中43所、职校21所、大学15

所，抽样学校名单见表1-2。

表1-1  2013年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监测点

地区分类 监 测 点

城市 广州越秀、深圳福田、佛山禅城、中山、东莞、汕头金平、汕尾城区、云浮云城

农村
梅州五华、肇庆四会、江门台山、惠州博罗、清远英德、茂名化州、珠海斗门、湛江徐

闻、揭阳普宁、阳江阳春、潮州潮安、韶关南雄、河源连平

表1-2  2013年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抽样学校

地区 初中 高中 职校 大学

广州 豪贤中学、广州大

学附属中学

知用中学、广州市

第十六中学

天 河 区 职 业 高 级

中学

广 东 白 云 学 院 、 广 东 商 学

院、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暨南大学、广东药

学院、广州医学院

佛山 澜石中学、佛山市

第 三 中 学 （ 初 中

部）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

中 、 佛 山 市 第 三

中学

光明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深圳 上 沙 中 学 、 石 厦

中学

福田区外国语高级

中学、红岭中学

华强职业学校 深圳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云浮 高峰中学、邓发纪

念中学

田家炳中学、云浮

中学

云城区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

中学、中山市第一

中学

中 山 市 杨 仙 逸 中

学 、 中 山 市 第 二

中 学

中山市东凤镇理工

学校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东莞 东城佳华学校、东

莞中学（初中部）

光明中学、东莞中

学（高中部）

东 莞 市 经 济 贸 易

学 校

广东科技学院

汕头 碧华学校、汕头市

第十二中学

汕头市第六中学、

聿怀中学

金平职业技术学校 汕头大学

x03027-1.indd   2 2017-5-18   1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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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初中 高中 职校 大学

汕尾 香洲中学、田家炳

中学（初中部）

文 昌 学 校 （ 高 中

部 ） 、 新 城 中 学

（高中部）

汕尾市技工学校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五华 华 民 中 学 、 兴 华

中 学

安 流 中 学 、 水 寨

中 学

华城职业中学 　

四会 东城中学、四会中

学（初中部）

华侨中学、四会中

学（高中部）

四会中等职业学校 　

台山 越华中学、学业初

级中学

更开中学、华侨中

学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

术学校

　

博罗 园 洲 中 学 、 实 验

学 校

杨 桥 中 学 、 华 桥

中 学

华洋科技职业技术

学校

　

英德 大湾中学、华粤中

英文学校

英 西 中 学 、 英 德

中 学

英 德 市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化州 官桥镇官桥初级中

学 、 化 州 市 第 一

中 学

化州市实验中学、

化州市第二中学

化 州 市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斗门 莲洲镇横山中学、

斗门区实验中学

斗门区和风中学、

珠 海 市 斗 门 第 一

中 学

斗门区新思维职业

学校

　

徐闻 海安中学、徐闻县

第一中学

徐闻县第二中学、

徐闻中学

徐闻县职业高级中

学

　

普宁 军埠镇陇头中学、

华美实验学校

城 东 中 学 、 华 侨

中 学

普 宁 市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阳西 儒 洞 中 学 、 方 正

中 学

阳西县第二中学、

阳西县第一中学

阳东县第一职业技

术学校

　

潮安 浮洋中学、潮安县

实验学校

古 巷 中 学 、 宝 山

中 学

潮 安 区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南雄 新城王锦辉中学、

南 雄 市 第 一 中 学

（初中部）

南 雄 市 第 一 中 学

（高中部）、南雄

中学

南 雄 市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连平 上坪中学、连平第

一初级中学

隆街第二中学、连

平中学

河源理工学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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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量

各监测点抽取初中、高中学校各2所、职校和大学（大学在城市）各1所，每个年级抽取

1个班，每班至少50人，人数不足增加班数，整班学生参加。每个监测点设计调查初中生300

人，高中生300人，职校学生300人，大学生文科、理科各300人（区监测点没有大学由所在

市提供）。因此，城市监测点需要调查1500人（初中、高中、职校各300人，大学600人），

农村监测点需要调查900人（初中、高中、职校各300人），全省共需要调查23 700人。实

际完成调查25 477人，获得有效问卷25 463份，有效应答率为99.8%；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

1.00∶1.12。

四、质量控制

为保证调查质量，本次监测制订了统一的质量控制方案，质量控制贯穿于调查前、调查

中、调查后的全过程，包括人员培训、抽样、现场调查阶段和资料录入整理的质量控制。

 （一）调查前的质量控制

调查前加强与广东省教育厅的沟通，得到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保证抽样资料的

准确性和调查顺利。统一印刷问卷。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选择

负责、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为调查员，集中监测点骨干统一培训，监测点骨干再对现场调查人

员进行二级培训，确保调查员明确调查目的、意义和方法以及统一指标含义。做好学校、

老师和同学的动员及组织工作，充分调动调查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调查过程规

范、统一。

（二）现场调查的质量控制

各监测点调查人员由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组成，分工明确，严格按照监测方案要求组织

实施调查。学生均采取自填、匿名的方式完成调查问卷，填写问卷时无班主任老师在场，对

学生填写资料保密。调查当日及时检查问卷填写情况，如果有错项、漏项，及时纠正。现场

调查结束后，调查员要立即整理调查表，再次核查问卷是否有缺失。第一天调查后，现场负

责人要及时召开总结会，总结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各监测点建立复查制度，复查比例为

3%。广东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在每个调查点的首次调查现场进行督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资料录入整理的质控

回收调查表后，专人负责核对和管理。剔除应答字迹潦草和应答项目缺失20%以上的不

合格调查问卷。各监测点安排专人对调查表信息按广东省疾控中心提供的录入程序（数据

库）进行双录入工作。数据录入完成后上报广东省疾控中心，由广东省疾控中心进行验收、

审核、汇总和整理。

五、统计方法

监测报告采用描述性分析，按性别、城乡和学段分层分析。对调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以城市为单位，在抽取的每一个城市中，根据学校类型和性别对所有学生进行分类，将

每一层的学生数与该市对应层的学生总数进行对比，得到每一位学生的权重，从而进行标准

化。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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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口学特征

（一）样本的地区、性别、学段构成情况

实际完成调查25 477人，获得有效问卷25 463份，调查样本城乡信息缺失349人，户口所

在地信息缺失439人。调查对象39.0%为城市学生，61.0%为农村学生。户口所在地为本省的

占92.6%（其中为调查所在市的占66.3 %、省内的占26.3 %），外省占6.9%，其他占0.5%。

调查对象中男生12 029人，占47.2%；女生13 434人，占52.8%，性别缺失值14人。学段

分布：初中6577人，占25.8%；高中7137人，占28.0%；职校5865人，占23.1%；大学5884

人，占23.1%。

各类学校学生调查样本构成见图1-1和表1-3。

表1-3  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调查样本的城乡、性别、学校类型分布

学校

类型

城市 农村
男生 女生 合计*

男生 女生 合计 男生 女生 合计

初中 1230 1095 2325 2273 1979 4252 3503 3074 6577

高中 1271 1439 2710 2209 2218 4427 3480 3657 7137

职校 905 1298 2203 1561 1790 3351 2466 3088 5554

大学 1067 1495 2562 1352 1932 3284 2419 3427 5846

合计 4473 5327 9800 7395 7919 15 314 11 868 13 246 25 114

图1-1  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调查样本户口所在地情况

注：“*”表示合计数据剔除城乡、性别缺项，大学城乡分类以学生上大学前居住地为准。

x03027-1.indd   5 2017-5-18   15:45:01



6

青
少
年
健
康
危
险
行
为
与
健
康
促
进

（二）样本代表性

为了保证监测样本的全省代表性，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点遍及全省21

个地市，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各学校类型学生数。监测样本容量和抽样概率见表1-4。

监测样本与2013年全省各学校类型学生构成情况见图1-2。

表1-4  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样本容量和抽样概率

学校类型 全省学校总数 设计学校样本数 抽样概率 调查样本数 调查概率

初中 3351 42 1 : 80 40 1 : 80

高中 1015 42 1 : 24 41 1 : 24

职校 745 21 1 : 35 21 1 : 35

大学 138 8 1 : 9 15 1 : 7

注：全省数据来自广东省2013学年、2014学年教育事业统计简报。

图1-2  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样本与全省学生学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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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伤害行为

一、定义

1. 非故意伤害行为：骑自行车违规，步行违规，非安全场所游泳，非安全场所滑冰。

骑自行车违规：包括双手离把，攀扶其他车辆，互相追逐、打闹，逆行，带人，闯红

灯、乱穿马路六项，以上六项任何一项回答“是”者定义为该学生骑自行车违规。

非安全场所游泳：是指没有成人陪同或该场所没有救生员，或者在标有“此地禁止游

泳”“非游泳区”等字样的游泳池、江河、池塘等场所游泳。

非安全场所滑冰：是指没有成人陪同或该场所没有救生员，或者在标有“禁止滑

冰”“非滑冰区”等字样的游泳池、江河、池塘等形成的冰面滑冰，非旱冰。

2. 故意伤害行为：受欺侮，学校安全没有保障，打架，不良情绪，有意伤害自己，自

杀，离家出走。

受欺侮：指被调查者受到他人言语或行为上恶意的、不礼貌的取笑或攻击，感到不愉快

或厌恶，心灵或肉体受到创伤。包括被别人恶意取笑，被勒索财物，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

之外或完全不被理睬（被孤立），被威胁和恐吓（言语和行动），被打、踢、推、挤或关，

被开色情玩笑或做色情动作（性骚扰）。不包括善意的玩笑或动作。

学校安全没有保障：指学生在学校或上下学途中经常或总是被欺侮、威胁或攻击，感到

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而不敢上学。

不良情绪：孤独，学习压力大导致心情不愉快（以下简称“心情不愉快”），失眠，

抑郁。

有意伤害自己：如用烟头烫、用刀片割伤、用头撞墙等。

自杀：有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曾多次自杀，在有自杀意念、计划或自杀时

没有寻求帮助。

离家出走：有离家出走意念、离家出走计划，曾离家出走。

3. 其他危险行为：可能导致严重伤害的故意和非故意伤害行为：（1）不走楼梯，而

是沿扶手向下滑；（2）翻栏杆、墙头、校门等障碍物；（3）在楼梯上追逐打闹、互相推

搡；（4）攀爬屋顶、爬树或其他危险地方；（5）为了逞能而做危险动作；（6）在玩滚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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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冰、滑板车等时不戴护具；（7）携带棍棒、刀具、鞭炮等危险物品；（8）使用危险方

法放鞭炮，或和同伴互相扔鞭炮玩；（9）食用陌生人给的食物或饮料；（10）误服药品；

（11）被约会对象殴打；（12）不按规范操作电器。初中学生出现以上1至11项中至少1项、

高中学生出现以上3至12项至少1项为统计对象。

严重伤害：指由于外伤，必须得到医生或护士的治疗，或者至少一天不能上学或参加

运动。

4. 伤害行为报告率：发生骑自行车违规、步行违规、非安全场所游泳，非安全场所滑

冰、受欺侮、学校安全没有保障、打架、不良情绪、有意伤害自己、自杀、离家出走、其他

危险行为其中一项的学生人数/调查的总学生人数×100%。

5.  伤害发生率：过去一年中发生严重伤害的学生人数/该时期调查的总学生人数

×100%。

二、应答情况

实际回收问卷25 477份，本部分有效问卷25 423份（99.8%）。其中城市13 086人

（51.5%），乡村12 028人（47.3%），缺失311人（1.2%）。男女学生分别为12 000人

（47.2%）和13 411人（52.7%），缺失14人（0.1%）。初中生6561人（25.8%），高中生

7159人（28.2%），职校生5838人（23.0%），大学生5867人（23.1%）。

第一节  伤害危险行为

一、非故意伤害行为

2013年广东省有47.2%的学生报告非故意伤害行为，农村和城市分别为52.4%和42.5%，

农村高于城市；男女生分别为53.0%和41.9%，男生高于女生；不同学校类型学生的报告率

差别较大，最高为职校生（52.1%），最低为大学生（39.1%）（图2-1和附表2-1、附表

2-2）。与2007年和2010年相比，2013年学生非故意伤害行为报告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城

市、农村、男生和女生均呈下降趋势（图2-2和附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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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时的过去一个月中，有83.0%的学生以自行车为主要代步工具，有38.6%骑自行车

的学生曾有骑自行车违规行为。报告率农村和城市分别为43.0%和34.6%，农村高于城市；男

女生分别为42.9%和34.7%，男生高于女生；不同学校类型学生的报告率差别较大，最高为初

中生43.5%，最低为大学生31.5%（图2-1和附表2-1、附表2-2）。

骑自行车违规各项报告率排列前三位为骑自行车带人、骑自行车逆行、骑自行车双手

离把，分别为29.4%、11.2%、11.0%；骑自行车逆行和闯红灯、乱穿马路报告率城市高于农

村，其余项农村高于城市；各项违规行为报告率男生均高于女生；与2007年和2010年相比，

2013年青少年骑自行车双手离把与闯红灯、乱穿马路报告率呈上升趋势；攀扶其他车辆、互

图2-1  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非故意伤害行为报告率

图2-2  2007年、2010年和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非故意伤害行为报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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