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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 0 ) 6岁残疾儿童抽样调查

罗仕兴  李祖铭  陈光勇  陈英  蔡桂兰  刘子云  张桂荣  罗润庶

≈摘要 目的 了解贵阳市 ) 岁儿童残疾情况 ∀方法 选择 个街道计 名 ) 岁儿童为框架 随机整群抽取

名儿童为调查对象 采用 年残疾人抽样调查使用标准进行测查 ∀结果 贵阳市 ) 岁儿童残疾率为 与全国总体残疾

率 及吉林四平市等 个地区相仿 ° 高于天津和平区等 个地区 ° ∀各类型残疾率分别为 智力残疾

!综合残疾 !肢体残疾 !视力残疾 !精神残疾 !听力残疾 其中智力残疾和视力残疾高于全

国总体水平 ° ∀结论 残疾的发生与部分疾病有密切关系 儿童家庭经济困难 !父母文化素质低下 !未接受过学前教育等

因素与残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 专业机构康复和社区康复相结合 是残疾儿童康复的主要形式 ∀

≈关键词 儿童 贵阳 残疾 抽样调查

Σαµ πλινγ συρϖεψ οφ 0 ) 6 ψεαρσ ολδ δισαβλεδ χηιλδρεν ιν Γυιψανγ ΛΥΟ Σηι2ξινγ , ΛΙ Ζυ2 µινγ , ΧΗΕΝ Γυανγ2ψονγ , ετ αλ. Γυιψανγ

∆ισαβλεδ Περσονσ. Φεδερατιον , Γυιψανγ , Γυιζηου , Χηινα

[ Αβστραχτ] Οβϕεχτιϖε × ∏√ ) ∏ Μετηοδσ )

√ ∏√ Ρεσυλτσ × 2

∏ ∏

∏ ≥ ≤ ° ∏ ¬ ∏ × ∏ 2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2

× ∏ ∏

[ Κεψ ωορδσ] ∏ ∏√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本文著录格式  罗仕兴 李祖铭 陈光勇 等 贵阳市 ) 岁残疾儿童抽样调查≈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

作为全国 ) 岁残疾儿童抽样调查的组成部分

我们于 年 月 日 ) 月 日对贵阳市云岩区

的 名儿童进行了调查 了解其听力 !视力 !智力 !

肢体和精神方面的残疾情况 ∀

1 资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选择贵阳市云岩区 12 个街道 9 145

名 0 ) 岁儿童为抽样调查框架 从中随机整群抽取

名为检测对象 ∀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内容  按照5全国 ) 岁残疾儿童抽样

调查工作手册6规定填写表格 统计数据 ∀框架儿童年

龄以 年全国人口普查为依据 采用本次全国儿童

作者单位 贵州贵阳市 贵阳市残联 罗仕兴 !李祖铭 !陈

光勇 !陈英 !蔡桂兰 贵州贵阳市 贵阳市云岩区残联 刘子

云 !张桂荣 贵州贵阳市 贵阳市精神病康复医院 罗润庶 ∀

作者简介 罗仕兴 2 男 贵州贵阳市人 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精神

病防治与康复 ∀

调查的人口结构为标准化人口 计算标准化残疾率 ∀

1 2 2 筛查和诊断的一致性  按各种残疾类别分组

各组分别选择 名儿童为筛查和诊断对象 做一致率

计算 并采用 值计算 去除机遇一致率 ∀结果总

筛查率 ° 总诊断一致率

° 其中 精神残疾筛查一

致率 ° !诊断一致率

智力残疾筛查一致率 °

!诊断一致率 ° 肢

体残疾筛查一致率 ° !诊断

一致率 视力残疾筛查一致率

!诊断一致率 听力残疾筛查

一致率 !诊断一致率 ∀

1 2 3 复查  在已筛查为阴性的儿童中按 5 随机抽

取 名进行再筛查 诊断为非病例中随机抽取 名

进行再诊断 均未发现假阴性病例 ∀已诊断病例进行

再诊断 未发现假阳性病例 ∀漏筛 !漏诊和误诊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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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残疾发生率  在 4 999 名 0 ) 岁儿童中 共发现

例残疾 残疾率为 与全国残疾发生率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标准化残疾率

为 与各调查地区的标准化残疾率比较 高于天

津和平区 !江苏常州市 !甘肃白银市

!天津大港区 !江苏仪征县

和贵州桐梓县 均为 ° 与吉林四平

市 !吉林辽东县 !甘肃定西县

!河南漯河市 !河南华西县

相似 均为 ° 也与 年全国残疾调查时

贵州 ) 岁儿童残疾率 相似 ° ∀

2 2 各类残疾率  智力残疾率最高 以下依次为综合

残疾率 !肢体残疾率 !视力残疾率 !精神残疾率 !听力残

疾率 ∀视力残疾率和智力残疾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听力残疾率 !肢体残疾率 !精神残疾率 !

综合残疾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性差异 °

见表 ∀

与其他调查地区的各类残疾率相比 听力残疾率

低于吉林四平市和河南漯河市 ° 视力残疾

率与各地相仿 ° 智力残疾率低于吉林辽东

县 ° 高于吉林四平市 !江苏常州市 !甘肃白

银市 !天津大港区 !贵州桐梓县和甘肃定西县 °

肢体残疾率高于天津和平区和吉林辽东县 °

综合残疾率低于吉林辽东县 高于江苏仪征

县 ° 见表 ∀
表 1  贵阳市与各地区的各类别残疾率比较(例/ %)

地区 听力残疾 视力残疾 智力残疾 肢体残疾 精神残疾 综合残疾

贵阳市

天津和平区

吉林四平市

河南漯河市

江苏常州市

甘肃白银市

天津大港区

吉林辽东县

河南华西县

江苏仪征县

贵州桐梓县

甘肃定西县

  注 与贵阳市比较 ° ∀

2 3 综合性残疾  14 例综合残疾儿童中 多为 )

种残疾合并存在 ∀所有综合性残疾儿童都合并有智力

残疾 与全国其他 个地区综合残疾儿童

合并智力残疾的现象相一致 ° ∀

本组综合残疾儿童以智力残疾合并肢体残疾为多

以下依次为智力残疾合并精神残疾 !智

力残疾合并视力残疾 !听力 !肢体残疾合并智力

残疾 和肢体 !精神残疾合并智力残疾 ∀

2 4 不同性别 !年龄残疾率  在 名儿童中 男性

人 残疾 人 残疾率 女性 人 残

疾 人 残疾率 ∀男女残疾率无显著性差异

° ∀

本组 ) 岁儿童中 各年龄段都有残疾儿童 与

全国的各年龄残疾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见表 ∀

2 5 家庭经济状况与残疾  本组调查对象中 年人均

收入 ) 元的家庭为多数 占总户数的

占残疾儿童的

高出年人均收入 元以上的家庭 个百分

点 ° ∀此外 年人均收入 )

元家庭的儿童残疾率为 高于年

人均收入 元以上家庭的儿童残疾率

° 提示贫困对残疾有一定的影

响 值得进一步研究 ∀

表 2  贵阳市与全国各年龄段儿童残疾率比较

年龄 岁
全国残疾数

残疾率

贵阳市残疾数

残疾率
°

2 6 父母亲文化程度与残疾  本组资料中 母亲文化

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儿童残疾率为 高

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

父亲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儿童残疾率为

也高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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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学前教育与残疾  本组学前教育适龄儿童 2 423

人 其中接受学前教育 人 有残疾 人 残疾率

未接受学前教育 人 有残疾 人 残疾率

高于接受学前教育者 ° ∀

2 8 疾病与残疾  95 例残疾儿童中 能明确疾病致残

的有 例 占 ∀ 例中 孕期感染及分娩损伤所

致者最多 以下依次为脑部疾病和脑

损伤 !先天性疾病 !

精神疾患 而感觉器官剥夺 !小儿截肢 !

地方病 !周围神经损伤最少 均为 ∀疾

病所致残疾中 以产前 !产时窒息 !脑炎 !脑病 !脑损伤

致智力残疾 脑瘫致肢体残疾 儿童孤独症致精神残疾

为多 ∀

2 9 康复现状与需求  95 例残疾儿童中 采用家庭康

复占 !医院治疗和其他方式康复 !普通机构

康复 !特殊机构康复 ∀而残疾儿童家长希望的

康复形式为 特殊机构 !家庭康复 !医院治疗

!普通机构 !其他 ∀提示被调查对象对专

门的康复机构有所渴望 特别是对特殊机构的需求是

现状的 倍 采用其他形式康复从 下降至

家庭康复从 下降至 ∀虽然残疾儿童家长希

望的康复形式与现时采用的形式有较大差别 但仍有

的残疾儿童有家庭康复需求 ∀

从调查反映的情况看 需要到特殊机构康复的主

要是智力残疾 需要家庭康复的也主要

是智力残疾 其次是精神疾病残疾

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仍主要是肢体残疾

∀

3 讨论

3 1 本调查结果显示 贵阳市 ) 岁儿童残疾率

与全国总体水平 ≈ 和贵州省

年调查的儿童残疾率 ≈ 无显著性差异 与国

内其他地区也无显著性差异 ∀

但在各类型残疾中 智力残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也高于吉林四平市 !江苏常州市 !甘肃白银市 !天津大

港区 !贵州桐梓县和甘肃定西县 ∀智力残疾在本次调

查中例数最多 而且其他 个调查地区中除吉林四平

市 !贵州桐梓县和甘肃定西县外 天津和平区 !河南漯

河市 !江苏常州市 !甘肃白银市 !天津大港区 !吉林辽东

县 !河南华西县和江苏仪征县等 个地区及全国总体

的各类残疾类型中 亦以智力残疾例数最多 因此 对

智力残疾应予以高度重视 ∀

根据本调查结果推测 贵阳市 ) 岁的 万儿

童中 年人口普查数 罹患残疾者为 )

人 ≥° 可信度 ∀

3 2 残疾的预防和康复  1981 年 11 月 12 日 在里兹

堡召开的国际会议制定了 / 残疾预防的里兹堡宣

言0≈ 把儿童遭受残疾损害列为主要预防对象 并对

小儿麻痹症 !麻疹 !破伤风 !百日咳和白喉等疾病进行

全球性预防性疫苗接种 ∀我国承诺在 年消灭小

儿脊髓灰白质炎 ∀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小儿麻痹后遗

症 表明我国消灭小儿脊髓灰白质炎的目标已经实现 ∀

但本组资料提示 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儿童致残的主

要因素 ∀这些因素有孕期感染 !分娩损伤 以及脑部疾

病和脑损伤等 此外 家庭经济收入少 !生活贫困 !父母

文化程度低 !得不到学前教育等因素与残疾的发生有

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 在开展残疾预防和康复工作时

应提倡婚前检查 加强孕期保健 控制有遗传性疾病人

群的生育 进行婴幼儿定期检查与早期干预 对缺碘人

群进行补碘 以预防智力残疾的发生 ∀中国残联5康复

训练与服务/十五0实施方案6中要求对智力残疾儿童

开展运动 !感知 !语言交流 !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六个

方面的能力训练 在幼儿园 !特殊教育机构 !社区和家

庭实施 以此提高智力残疾儿童的补偿能力 ∀这些措

施对残疾儿童的康复与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残疾儿童康复的方式应根据残疾的致残因素及康

复的条件确定 ∀本次调查显示 患儿家长多希望到专

门机构康复 这是一种积极的需求观念 但目前只有少

数人能够如愿以偿 因为需要高额的费用 ∀为解决这

一矛盾 减轻政府负担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社

区训练残疾人0办法≈ 使多数残疾人与康复结缘 尤

其是慢性病致残的精神残疾 !智力残疾 以及部分肢体

残疾者首先得到更多的实惠 亦缓解了康复机构不足 !

资金缺少的困难 ∀此外 形成社区卫生网络后 可开展

卫生咨询 !康复训练 方便残疾人 方便残疾儿童家庭

深受欢迎 ∀但社区康复技术资源比较缺乏 仅限于简

单的 !非特殊条件的康复服务 需要专门康复机构的指

导和支持 一些技术要求较高 !难度较大的康复项目仍

需在专门的康复机构中才能完成 因此 机构康复与社

区康复相结合是残疾人康复的主要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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