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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镇江城区在校小学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的患病率以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

样调查方法, 对镇江市 3 698 名在校儿童的父母进行基本情况问卷调查及D SM 2Ì ADHD 量表诊断, 计算ADHD 的患病率, 并

对影响因素进行 ς2 检验及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镇江市城区小学生ADHD 患病率为 6. 54%。男生患病率为 9. 14% , 女生患

病率为 4. 01% , 两者差别有显著性 (ς2= 34. 933, P < 0. 001) ; 4 个城区患病率之间差别无显著性; 各年级患病率差异无显著性。

L ogist ic 回归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父母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家庭环境和周围环境、儿童脾气性格及低出生体质

量等因素对ADHD 患病率有明显影响。结论: 镇江市儿童ADHD 患病率较高, 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不存在城区和年级差异,

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家庭因素对ADHD 的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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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p idem io logy of at ten t ion2deficit hyperact ivity diso rder (ADHD ) in pup ils of Zhen2
jiang u rban districts. M ethods: Q uest ionnaire w as designed and emp loyed fo r paren ts of 3 698 pup ils at schoo ls in Zhen jiang

u rban districts. ADHD w as diagno sed acco rding to the in ternat ionalD SM 2Ì scale. D ifferencesw ere determ ined by Q i2square

test and m ult ip 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P revalence of ADHD w as 6. 54% in pup ils of Zhen jiang u rban districts, and

w as 9. 14% in m ale pup ils and 4. 01% in fem ale. T here w as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betw een 2 gender group s (ς2= 34. 933, P <

0. 001). N o difference w as found among differen t grades. M ult ip 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ed that the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paren ts, paren ts educat ion at t itude to ch ildren, fam ily back ground, character of ch ildren and body m ass at b irth con tribu ted

to p revalence of the disease. Conclusion: O verall p revalence of ADHD is 6. 54% in pup ils of Zhen jiang u rban districts. T he

incidence in m ale pup ils is sign ifican t h igher than that in fem ale, and no difference is found among differen t districts and

schoo l grades. Fam ily facto rs, especially paren t param eters and character of ch ildren are clo sely related to p revalence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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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 t ten t ion2deficit hyperac2
t ivity d iso rder, ADHD ) 是常见的儿童神经精神发

育障碍性疾病之一, 该病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

活动过度和冲动行为等特征, 常导致患儿在认知、行

为上存在许多异常, 给家庭、学校带来许多困难。同

时, 如果患儿得不到及时治疗, 到成年后 10% 文化

水平低于正常同龄者, 11% 有易激动、自大和自卑等

情绪障碍。很多国家进行过多次儿童ADHD 的流行

病学调查, 现患率在国家、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这可

能由于调查设计、诊断标准和调查对象的差别不同

所造成。为了解镇江城区小学生ADHD 的患病情况

及其影响因素, 以便为卫生部门掌握小学生健康素

质状况和进一步的防治工作和教育提供客观参数依

据, 我们于 2002 年 3 月至 2003 年 3 月间, 对在校小

学生中ADHD 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02 年 3 月至 2003 年 3 月间镇

江城区在校小学生共 43 417 名, 从每个城区中随机

抽取 2 所学校, 按年级分层, 以班为单位对 3 810 名

学生进行调查。

1. 2　调查方法　对小学生的父母亲进行面对面问

卷调查, 内容包括: (1) 儿童基本情况, 包括儿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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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家庭住址、父母年龄、父母文化程度、父母

职业、父母教育态度、儿童出生史、喂养史、母孕期情

况、家庭中患病史、家庭环境、周围环境、儿童的脾气

性格等。(2)ADHD 诊断量表, 采用国际通用的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 (D SM 2Ì ) 的有

关诊断标准[ 1 ]。(3)瑞文智力测定, 对ADHD 诊断量

表结果阳性小学生进行, 以排除精神发育迟缓等疾

病。

1. 3　质量控制　 (1)问卷信度考核: 随机抽取 30 名

家长在填写问卷 1 周后, 要求重新填写同一份问卷,

前后发放调查表的人亦不同。对前后两次问卷的内

容进行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为 0. 901, 表明该问卷有

较好的时间信度。 (2)资料收集质量控制: 由专科医

务人员 6 名和记录员 3 名组成调查小组, 进行统一

培训, 明确职责和分工, 统一调查项目的填写标准和

方法。在进行全面调查前, 先在一所小学进行预调

查, 以论证设计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及时发现问题,

修正设计方案。全面调查时, 每组要设专人对现场调

查资料进行审核验收, 每天要随机抽取 10% 的调

查表进行审核复查 , 以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与正确

性。

1. 4　统计学处理　SPSS 10. 0 建库并进行数据分

析, 计算ADHD 的患病率, 并用 ς2 检验进行不同组

间率的比较,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

用L ogist ic 回归法。

2　结　果

2. 1　ADHD 患病率情况　发放问卷 3 810 份, 收回

有效问卷 3 698 份, 回收率 97. 06% , 其中男生 1 827

人, 女生 1 871 人, 年龄 7～ 12 岁。调查中检出 242

名患儿, 总患病率为 6. 54% , 其中男生ADHD 患病

率 为 9. 14% (167ö1 827) , 女 生 为 4. 01%

(75ö1 871) , 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ς 2 = 36. 933, P <

0. 001) ; 4 个城区 S1、S2、S3、S4 的小学生ADHD 患

病率分别为 6. 14% (51ö830)、6. 47% (65ö1 004)、

6. 59% (62ö940) 和 6. 93% (64ö924) , 各区间患病率

差别无显著性 (ς2= 0. 45, P > 0. 05) ; 一到六年级小

学 生 ADHD 患病率分别为 5. 76% ( 35ö608 )、

5. 56% ( 33ö594 )、 7. 00% ( 49ö700 )、 6. 97%

(46ö660)、7. 72% (44ö570)、6. 18% (35ö566) , 各年

级患病率差别无显著性 (ς 2= 3. 14, P > 0. 05)。

2. 2　单因素L ogist ic 回归分析　分类变量按表 1

赋值, 分类变量和连续型变量采用单因素L ogist ic

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子为儿童性别、低

出生体质量、儿童脾气性格、父亲和母亲职业、父亲

和母亲文化程度、父母关系、父母教育态度和家庭周

围环境 (表 1)。

表 1　镇江城区小学生AD HD 患病影响单因素分析

Tab 1　Preva lence of AD HD in pup ils with single

factor ana lysis in Zhen j iang urban d istr icts

Facto rs ς2 P

Gender (fem ale= 0, m ale= 1) 27. 322 0. 000

Ch ild age (year) 0. 173 0. 678

Body m ass at b irth (m ökg) 7. 627 0. 006

A ge of father (year) 0. 077 0. 781

Education of fathera 97. 618 0. 000

O ccupation of fatherb 3. 914 0. 000

A ge of mo ther (year) 1. 942 0. 164

Education of mo thera 99. 396 0. 000

O ccupation of mo therb 90. 625 0. 000

Feeding m annerc 5. 233 0. 264

A rea of house (A öm 2) 0. 674 0. 412

Character of ch ildd 147. 422 0. 000

Paren t’s att itude tow ard educatione 114. 655 0. 000

Paren ts relat ionsh ip f 35. 283 0. 000

Fam ilial environm entg 60. 540 0. 000

　a: M aster= 0, bachelo r= 1, graduate of 32year co llege= 2, sen io r

h igh schoo l = 3, jun io r h igh schoo l and p rim ary schoo l = 4; b:

Cadre= 0, business m an= 1, wo rker and farm er= 2, free of job= 3; c:

M ilk from mo ther= 0, m ilk from bag = 1, m ix ture breeding = 2; d:

O bey= 0, impatien t= 1, lo isy= 2; e: strict= 0, indulged= 1, discrim i2

natied= 2, abused and beaten= 3, instructed= 4; f: Peacefu l= 0, com 2

mon= 1, divo rced= 2; g: Peacefu l= 0, no isy= 1, common= 2

2. 3　多因素L ogist ic 回归分析　对表 1 中有显著

性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 ogist ic 回归分析, 有统

计学意义的因子有儿童性别、出生体质量、放纵和歧

视两种教育态度、家庭安静和家庭吵闹、儿童急躁和

吵闹、父母关系一般或离异 (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以国际通用的《美国精神障碍疾病诊断

和统计手册》第 4 版 (D SM 2Ì ) 中相关标准为诊断

标准, 发现镇江城区小学生中ADHD 的患病率为

6. 54% , 略高于美国和德国的ADHD 现患率 3%～

5% , 同时也在我国 ADHD 现患率 3%～ 10% 范

围[ 2 ]。

ADHD 患病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

镇江城区小学生男生患病率为9. 1 4 % , 女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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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镇江城区小学生AD HD 患病影响多因素分析

Tab 2　M ultiple factor ana lysis of AD HD

in pup ils in Zhen j iang urban d istr icts

Facto rs B sxθ W ald ς2 P OR

Gender - 1. 056 0. 271 15. 155 0. 000 0. 348

Body m ass at b irth - 1. 462 0. 476 9. 430 0. 002 0. 232

Education att itude

　 Indulged 4. 237 0. 999 17. 975 0. 000 69. 208

　D iscrim inated 3. 434 1. 217 7. 968 0. 005 31. 012

Fam ily environm ent

　Peacefu l 1. 456 0. 695 4. 391 0. 036 4. 288

　N o isy 3. 567 1. 461 5. 957 0. 015 35. 395

Character of ch ild

　 Impatien t 2. 085 0. 527 15. 632 0. 000 8. 048

　N o isy 3. 141 0. 715 19. 278 0. 000 23. 118

Paren ts relat ionsh ip

　N o rm al 0. 761 0. 333 5. 230 0. 022 2. 140

　D ivo rced 1. 495 0. 740 4. 085 0. 043 4. 460

4. 01% , 男女患病率之比为 2. 23∶1, 这与国内报道

男女患病率在普通人群中比例为 3∶1 接近, 低于国

内杜亚松等[ 3 ]对 6 911 名 7～ 16 岁城乡儿童和少年

3. 6∶1 的调查结果。国内外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因素

是导致男生发病率高于女生的主要原因[ 4 ]。ADHD

患病率在本市各区间差异无显著性。不同年龄小学

生的患病率也无差别, 说明年龄对小学生ADHD 发

病无影响。

　　在L ogist ic 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经多因素分

析, 结果显示儿童性别、出生体质量低、放纵和歧视

两种教育态度、家庭安静和家庭吵闹、儿童急躁和吵

闹、父母关系一般或离异是儿童ADHD 发病的影响

因素。M ick 等[ 5 ]观察发现在低出生体质量儿童中

ADHD 发生率比正常出生体质量高出 3 倍, 这和我

们的结果都显示低出生体质量是ADHD 患病的危

险因素。父母教育态度、家庭环境和父母关系等家庭

因素对儿童ADHD 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6 ] , 本研究结

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父母教育儿童的态度不能采取

放纵 (OR = 69. 208) 或歧视 (OR = 31. 012) , 这是

ADHD 显著的危险因素, 儿童的心理行为个性处于

塑造和形成阶段, 他们需要父母亲的指导和耐心教

育, 父母亲对他们的关心程度和教育方法对儿童的

健康成长、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等都有明显的关系。

家庭环境和父母亲关系的不良常常会造成小儿心理

行为问题[ 7 ] , 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 其中家庭吵

闹的环境对儿童ADHD 影响较大 (OR = 35. 395)。

因此, 教育父母采取良好的教育态度、建立和谐的家

庭环境对预防儿童ADHD 有着明显的意义。儿童的

脾气性格直接影响到儿童个性特点的形成和发展,

儿童不良的脾气性格常表现为情绪不稳定、自信心

不足、自卑、不善于交往和偏于内向[ 7 ] , 长此以往会

造成身心疾病。我们结果显示无端吵闹 (OR =

23. 118)、做事急躁 (OR = 8. 048) 的儿童可能比依从

性好的儿童更容易出现ADHD , 因此对于上述性格

的儿童更应得到父母、老师的关心和教导。

本次调查了解到了镇江城区小学生ADHD 的

患病率, 并认识到家庭教育和环境、儿童脾气性格等

是儿童发生ADHD 非常重要的因素, 将为儿童AD 2
HD 的诊断、治疗、预防以及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

提供资料, 对保障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提高人口素

质有实际意义。

[参 考 文 献 ]

[ 1 ]　Am erican P sych iatric A ssociation. D iag nostic and sta tistica l

m anua l of m en ta l d isord ers[M ]. 4th ed. W ash ington: Am erican

P sych iatric A ssociation, 1994. 1002105.

[ 2 ]　陶国泰. 儿童少年精神医学[M ].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172228.

[ 3 ]　杜亚松.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性别差异[J ]. 国外医学·精神病

学分册, 1998, 25 (3) : 159.

[ 4 ]　Greenh ill L , F indling R. A double2blind, p lacebo2contro lled

study of modified2release m ethylphenidate in ch ildren w ith at2

ten tion deficit hyper2activity diso rder[J ]. P ed ia trics, 2002, 109

(3) : E392E47.

[ 5 ]　M ick E, B iederm an J , P rince J. Impact of low birth w eigh t on

atten tion2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 rder[J ]. J D ev B ehav P ed i2

a tr, 2002, 23 (1) : 16222.

[ 6 ]　L andgraf J , R ich M. M 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ch ildren w ith

atten tion2deficitöhyperactivity diso rder and their fam ilies: de2

velopm 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too l[J ]. A rch P ed ia tr A d o2

lesc M ed , 2002, 156 (4) : 3842391.

[ 7 ]　吴　虹, 金星明.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 儿童的个性特点

及心理治疗[J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2, 10 (2) : 1262127.

[收稿日期 ]　2004204230　　 [修回日期 ]　2004208231

[本文编辑 ]　孙　岩

·0421·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04 年 11 月, 第 25 卷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