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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运动损伤调查浅析

张 霞 夕己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对���名 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
，
大学生体育运动损伤率高达��

�

��
，
发生

的高峰期在第 �学年
。

主要原因是不重视运动前的准备活动
，
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

差
。

进行运动安全教育和科学锻炼指导， 加强 易伤部位和相衬薄弱部位的报炼
，
增

强杭运动 负荷的能力， 开设运动保健课程 ， 建立业余体育裁，��组织 ， 做好运动场地

设施的安全监骨
。

这就是预 防运动损伤的基本措施
。

关键词 大学生� 体育活动， 损伤� 预防�卫生�� 运动医学

中图分类号 ����� ��一�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
。

增强学生体质是体育区别于学

校其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

近些年来
，
高等学校的体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但对

体育运动中所发生的运动损伤的注意和预防
，

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

由于在体育运动过程中
，

忽视运动损伤的预防
，

缺乏具体可行的预防措施
，

从而发生了各种程度不等的运 动 损 伤 事

故
。

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
，

也削弱了大学生坚持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
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
。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大学生运动损伤事故类型及发生原因
，

提出

预防的措施
，

是本文的目的
。

� 调查对象

以浙江林学院�以下称我院���
，
��和��级���名学生为普查对象

，

其中男生���人
，

女生

���人
。

查明损伤总数���人次
。

� 结果分析

�
�

� 表 �表明
，
我院学生运动损伤率比较高

，
受伤人数占被调查数的��

�

��
，
其中��级尤为

严重
，
占总损伤人数的��

�

��
。

�
�

� 运动损伤的多发期在第 �学期
，
占总受伤率的��

�

���表 ��
。

�
�

� 运动损伤大多妙发生在课外体育锻炼和球类比赛中
。

这两项分别占损伤总数的��
�

��和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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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级受伤人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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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八��介一�
‘�月住���八

�人

几一‘份曰�，�
�

匕口�吮曰�����������

男女
级

，上
�

合计 占调查总数 ��
�

�

表 � 各学期受伤人傲统计

����� � �����
�� ������� ��

��������� ���������

学 年 学 期 受伤人数 占总受伤率��

��
�

�

艺�
。

�

�
�

� 运动损伤程度
�
轻度损伤�一般功能不

受影响
， �周内恢复

，
能继续正常参加体育

锻炼者����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
。

中度

损伤�部分功能受到影响
， �周内恢 复

，
尚

能参加一般性锻炼者���例
，
占总损伤 数 的

��
�

��
。

较重损伤 �局部功能障 碍
， �个月

内恢复
，
影响学习

，
中断锻炼者���� 例

，
占总

损伤数的�
�

��
。

严重损伤�停止体育锻炼 �

� �个月以上
，
影响学习时间较长者��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
。

�
�

� 据统计
，
在田径

、

球类
、

武术等 �� 项

运动项目中
，
各类运动损伤占总损伤比例为

�

田径��
�

��
，
体操 �

�

��
，
球类 ��

�

��
，
武

术�
�

���表 ��
。

表 � 不同运动项 目损伤人数统计

����� � ������� ������� ��

��������� �����， ������

项 目 人 数 损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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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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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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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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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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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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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唱，三尸�乙���哎
��弓内�弓�‘���孟

第 �学年

第 �学年

第 �学年

�学期

�学期

�学期

�学期

�学期

�学期

于卜

三级跳远

不同场所受伤人教统计

立 定 跳

标 枪

铅 球

杠杠巧球球球球重术他双篮排单技足网举武其体操球

表 �

����� ������� ������� ��

���������������

损 伤 发 生 场 所

径会
动

田运
对 象

体育课 课外活动 球类比赛

��级

��级

��级

合 计

占总受伤率��

�

�

�

��

� ��

� ��

�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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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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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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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月�力�
������

�
�

� ��
�

� �
�

�

��

��
�

� 合 个�
·

���

�
�

�

�
�

�

�
�

�

���

�
�

� 按身体损伤部位分
，
下肢部位占��

�

��
，
上肢部位占��

�

��
，
躯干部位占�

�

��
，
头部

占��
�

��
。

受伤部位基本遍布全身
，
但以蹂关节的损伤次数最多

，
达��人次

，
占损伤总数的

��
�

��， 其次是手指关节和大腿肌�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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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身休部位摄伤人教统计
����元����� ����� ������� ����， ������

损 伤 部 位 人 数 百分比�� 运 动 项 目 及 人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足球 �人
，
篮球 �人

篮球 �人

武术 �人
，
足球 �人

，

足球 �人
，
篮球 �人

武术 �人
，
篮球 �人

篮球 �人
，
体操 �人

田径 �人
，
休操 �人

，

田径 �人
，
休操 �人

田径 �人
，
足球 �人

田径 �人
，
体操 �人

，

足球 �人
，
篮球 �人

，

排球 �人
，
武术 �人

，

武术 �人
，
举重 �人

田径 �人
，
篮球 �人

，

足球 �人
， 田径 �人

篮球 �人
， 田径 �人

田径��人
，
篮球 �人

，

田径 �人
，
体操 �人

田径 �人

田径 �人
，
篮球�人

篮球 �人

���丹心��

举重 �少
、

头躯部干

足球 �人
，
网球 �人

休操 �人
，
网球 �人

，
举重 �人

田径 �人
，
足球 �人

，
其他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足球 �人腿腿

头眼脸牙鼻脚腰肩臂肘腕指臀

大小

上胶

足球��人
，
体操 �人

膝裸足恤麟

肢

合 计 ��� ���

�
�

� 从运动损伤种类和性质区分
�
关节损伤��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
。

软组织损伤��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
。

血管损伤��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 。

骨折 �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
。

其他�混合型���例
，
占总损伤数的��

�

���表 ��
。

� 运动损伤原因浅析

运动损伤的原因有多种
，
但概括起来讲

，
主要有两种

。

第 �种是参加运动前
，

不注意做

准备活动
，
仓促上阵所致

。

学生们进入高校后
，
学习

、

生活环境变了
，
学校给学生们提供了

远优越于中学时期的体育运动条件
。

而强烈的求知欲
，
高昂的体育兴趣和热

�

清
，
竞争的好胜

心理
，

加之急于求成的盲目性
，
使他们极易忽略运动前的充分而又科学的准备活动

，

缺乏体

育运动的安全知识和保护意识
，
结果势必碎不及防

，
造成运动过程中的伤害事故

。

譬如有相

当一部分学生不懂得循序渐进的科学锻炼原则
，
认为只要有力气就行

，
根本不会想到

，
充分

地做些运动前的准备活动
，
舒展灵活筋骨

，
预热相对体温

，
逐步加大身体运动负荷

，
能起到

积极保护身体各部位安全的作用， 有的甚至误以为做运动前的准备活动纯粹是浪 费 消 耗 体

力
，
浪费时���

。

据统计
，
由这一类原因而引起损伤的有��例

，
占损伤总数的��

�

��
。

很显然
，

由于学生在参加体育课和田径运动会时
，
都在教师的指导下做好了运动前的准备活动

，

所以

发生运动损伤的比例为最低
。

相反
，
课外活动时的损伤发生率为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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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 � 运 动 损 伤 种 类 及 部 位

������������ ������� ������� ����� ��� �����
�� ����� ������

合计上 肢 下 肢头 部 孤 干 上 肢

种 类

———
头 眼 鼻 牙 脸 脚 硬 肩 有 肘 腕 指 拼 大腿 小腿 膝 蹂 足 成 弧

百分比

�

折裂骨 骨骨铭

……
，�

，上众︸盛任�
‘��︸，占的舀，二

�昌，二一�

�，��月���月��

，止��口�，生

关 脱 位

关节炎

节 韧 带

软组 肌 肉

织 肌 健

血 牙出血

鼻出血

管 眼出血

其 他

合 计

�� � ��

�

��

��

�� ��

��� ���

第 �种原因是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差
。

从人体运动角度讲
，

良好健壮的身体是抗运动负

荷的根本条件
，
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是达到有效运动的重要保证

。

调查所表明的学生运动损

伤发生的高峰期在第 �学年的结论正说明了这一点
。

第 �学年的新生
，
在中学时期

，
大多是

学习上的尖子
，
为了能如愿跨进大学校门

，

奋力拼搏
，
日夜苦读

。

学校为了提高本校的升学

率
，
教师为使自己的学生能进入大学的殿堂

，
也是快马加鞭

，
一个劲加码

，
从而造成了这些

学生体力精力上的过量耗损
。

他们中的许多
，
为抓主课

，
中断了体育课和经常性的体育锻炼

，

有的甚至在中学阶段几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体育教学
，
特别是来自山区

、

农村的学生
，
生

活水平偏低
，
食物营养不足

，
而且还受到学校体育运动设施条件差的制约

，

其身体素质和体

育运动技能普遍较差
。

进入大学的第 �年
，
尚处于身体的恢复和运动技能的补课阶段

。

这时

发生较多的运动损伤就势所难免了
。

据统计
，
这一类损伤有��例

，
占损伤总数的��

� 。�
。

� 预防运动损伤的措施

�
�

� 在体育教学中
，
要加强体育运动的安全保护教育和科学锻炼指导

。

体育课教 学 是体育

教师根据人的运动生理心理特点和规律
，
动作由易到难

，
技术由简单到复杂

，
运动量由小到

大
，
渐进的科学指导下的学习锻炼过程

。

可这些常识大多数学生并不一定懂得和理解
。

为了

使这种科学的锻炼方法
、

过程和原理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里
，
而被学生理解接受并自觉运

用于平时的业余体育活动中
，
体育教师应该给学生讲解清楚

，
使学生知其所以然

，
既懂得原

理又掌握其方法
。

譬如在讲解投掷动作要领时
，
既要讲动作要领

，
运动技巧

，
以获得理想的

投掷距离， 也要提醒投掷运动时
，
容易出现的损伤事故

，
及怎样进行有效预防

，
使其建立科

学锻炼和预防保护的意识
。

‘ �

� 加强身体易损伤部位和机能薄弱部位的锻炼
，
以提高其抗损伤能力

。

人的身体素质有其

所强也有其所短
。

不同的运动项目对人体不同部位的负荷力也各不相同
，
因而

，
就运动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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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总是存在着运动项目的强弱项和易伤部位

。
因此

，
我们应该在推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锻炼

的同时
，
还应根据学生身体素质状况的差异

，
因人施教

，

有组织有计划有监督地开展专项素

质锻炼
。

譬如加强对普遍较弱
、

损伤较频的躁关节和腿部肌肉力量的训练
，
以提高关节的稳

定性
、

协调性和抗拉耐力
。

�
�

� 必须做好运动场地和器材的完好养护安全监督工作
。

对体育场地特别是硬质场地要经常

性地进行及时清理和维修
，
有条件的要逐步更新改造

。

�
�

� 开设运动保健课程
，
讲授与运动损伤有关的常识

、

预防的方法及因人而异进行锻炼提高

的道理
，
使新生入校后不久

，
大规模参予体育活动前

，

就有充分的思想物质准备
，

加强自我

保健意识
，
以避免盲目锻炼而造成的危害

。

�
�

� 组织
、

培训
、

建立学生业余体育裁判队伍
，
这既能适应群众性体育运动开展的需要

，
又

能保证体育活动的有序和规范
。

各项体育竞赛要尽可能做到都有裁判执裁
，

使各竞赛者都能

在裁判的监督下
，
严格自觉遵守规则

，
以减少盲目混乱造成的冲撞事故的发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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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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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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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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