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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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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彦萍!女!北京市人!主要从事传染病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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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农村地区病毒性肝炎知识"

态度和行为调查分析

苏彦萍"刘秀军"王宝兰"唐一清

摘要!9目的9了解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地区人群对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为病毒性肝炎健康教育提供依

据' 方法9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8A 岁以上人群!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9$$J 名被调查者中对病毒性

肝炎甲&乙型肝炎$甲肝&乙肝%疫苗和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在 A%48_ a#=4#_之间!文化程度与肝炎知识了解呈正相

关!在行为上无差异' 农民的甲&乙肝疫苗和传播途径知晓率低于其他人群' #J4!_的人希望了解肝炎防治知识'

甲&乙肝疫苗的接种率为 8!4#_!未接种的主要原因有不知道有疫苗或接种地点$=%4=_%和无人组织或通知接种

$8L4=_%' 结论9目前通州区农村地区人群对肝炎防治知晓率距离 !"8" 年工作目标有一定差距' 应针对不同人

群采用不同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群对肝炎的认知度和疫苗接种率'

关键词!9病毒性肝炎( 知识&态度和行为( 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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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病毒性肝炎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

!""= 年 $ 月由北京市卫生局牵头在全市自然人群

中开展病毒性肝炎的血清学感染状况调查!并对 8A

岁以上人群开展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调

查' 现将北京市通州区自然人群病毒性肝炎知识&

态度和行为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6对象与方法

8489调查对象9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

.北京市自然人群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设

计方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北京市

8J 个区$县%分为郊区&市区两部分' 通州区作为郊

区代表之一!按照距离县城的远近将每个行政区依

次编号!输入BX1)/表格!在电子计算机中产生随机

数!随机选择排在前 ! 位的作为调查村' ! 个调查

村共需调查 A"" 人!调查以家庭为单位随机抽取年

龄在
"

8 岁的自然人群!包括户口不在本地!但在本

地居住超过半年的暂住人口' 对 8A 岁以上的人群

开展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

84!9调查方法9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经调查对象

知情同意后!按照统一调查问卷!对每个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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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个案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肝炎患病

史!肝炎疫苗接种情况!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

84%9统计学分析9本次调查采用B3'&*O*%48 软件

建立调查数据库!平行双录入数据!并经逻辑检错

无误' 数据采用 +;++ 8"4" 软件进行分析'

84$9质量控制9各调查单位严格按方案随机抽取(

由经统一技术培训的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对调

查时不在现场的人员!选择恰当时机进行回访!提

高应答率(采用双录入法核查数据的准确性'

@6结果

!489调查人群一般特征9! 个调查村均为农村地

区!8A岁以上人群分布在 JL户!共 $L%人!失访 8=人!

失访率为%4$_' 收集$AL份问卷!合格问卷$$J份!合

格率为 #J4"_' 各年龄组比例为 8A a岁组$J4L_%!

!" a岁组$884$_%!%" a岁组 $8%4=_%!$" a岁组

$!!4=_%!A" a岁组$!$4%_%!=" a岁组$8A4$_%' 男&

女性分别占 $=4=_和 A%4%_(汉族占 ##4=_(文化程度

依次为文盲$=4#_%!小学$8L4!_%!中学$L!4A_%!

大专以上$%4%_%' 职业分布分别为农民$L84#_%!

工人$884$_%!学生$J4L_%!服务人员$!4A_%!干

部$84J_%!医护人员$"4L_%!其他人员$%48_%'

!4!9农民和其他职业人群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

行为调查9调查人群中分别有 =J48_和 LL4=_的

人群知道有病毒性甲&乙型肝炎$甲肝&乙肝%疫苗!

对甲肝的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在 A"_左右!其中认为

可经食物传播的为 A%48_!吃未熟水产品增加感染

机会的为 A!4"_!认为共用餐具传播甲肝的为

=L4#_'##4J_的调查者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

%84"_的人有喝生水的习惯!8L4#_的人生吃瓜果

不洗' 在乙肝传播途径方面!乙肝患者的配偶对有

必要预防的应答率较高为 #=4#_!认为乙肝能由孕

妇传给胎儿和会经血液传播的知晓率分别为=#4#_

和 L84!_' 有 L#4!_的调查者介意与肝炎患者或

携带者一起工作或生活!#J4!_希望了解肝炎防治

知识' 认为甲肝危害更大的比例为 !%4L_!乙肝危

害更大的比例为 $$4$_' 见表 8'

农民在知道有甲&乙肝疫苗和甲&乙肝的传播

途径方面的知晓率低于其他职业人群' 介意与肝

炎患者或携带者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比率高于其他

人群' 在饮生水习惯&饭前便后洗手习惯&生吃瓜

果不洗&是乙肝患者的配偶有必要预防及希望了

解肝炎防治知识方面农民与其他职业人群应答率

差别不大'

!4%9不同文化程度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调

查9在知道甲&乙肝疫苗及相应的传播途径方面不

同文化程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饭前便后洗

手习惯&生吃瓜果不洗习惯&希望了解肝炎防治知

识及介意与肝炎患者在一起等行为不同文化程度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6农民和其他职业人群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比较

S(1$#?6=.&L("%*.'.'>7!(1.,+5%"($;#L(+%+%*1#+2##'0("&#"*('-.+;#"L#.L$#

问卷项目$8%

农民$" c%!!%

人数 构成比$_%

其他职业$" c8!=%

人数 构成比$_%

调查人数$" c$$J%

人数 构成比$_%

知道有甲肝疫苗 8#L =84! 8"J JA4L %"A =J48

甲肝可经食物传播 8AL $J4J J8 =$4% !%J A%48

有饮生水习惯 #J %"4$ $8 %!4A 8%# %84"

有饭前便后洗手习惯 %!8 ##4L 8!= 8"" $$L ##4J

生吃瓜果不洗习惯 =" 8J4= !" 8A4# J" 8L4#

吃未熟水产品增加感染甲肝机会 8A= $J4$ LL =848 !%% A!4"

共用餐具能传播甲肝 !8% ==48 #8 L!4! %"$ =L4#

乙肝能由孕妇传给胎儿 !8$ ==4A ## LJ4= %8% =#4#

知道有乙肝疫苗 !%A L%4! 88! JJ4# %$L LL4=

乙肝会经血液传播 !8$ ==4A 8"A J%4% %8# L84!

配偶有乙肝有必要预防 %8" #=4% 8!$ #J4$ $%$ #=4#

希望了解肝炎防治知识 %8L #J4$ 8!% #L4= $$" #J4!

介意与肝炎患者在一起 !=$ J!4" #8 L!4! %AA L#4!

甲&乙肝哪个危害更大$回答甲肝% L8 !!4" %A !L4J 8"= !%4L

甲&乙肝哪个危害更大$回答乙肝% 8%J $!4# =8 $J4$ 8## $$4$

99注#$8%问卷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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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不同文化程度病毒性肝炎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比较

S(1$#@6=.&L("%*.'.'>7!(1.,+5%"($;#L(+%+%*0."+;#L#.L$#2%+;-%00#"#'+#-,/(+%.'($$#5#$

问卷项目
文盲$" c%8%

人数 构成比$_%

小学$" cLL%

人数 构成比$_%

中学$" c%!A%

人数 构成比$_%

大专及以上$" c8A%

人数 构成比$_%

!值

知道有甲肝疫苗 $ 8!4# %# A"4= !$J L=4% 8$ #%4% "4""

甲肝可经食物传播 % #4L %" %#4" 8#= ="4% # ="4" "4""

有饮生水习惯 $ 8!4# !" !=4" 88! %$4A % !"4" "4"$

有饭前便后洗手习惯 %8 8""4" L= #J4L %!A 8""4" 8A 8""4" "48L

生吃瓜果不洗习惯 $ 8!4# 8$ 8J4! =" 8J4A ! 8%4% "4JA

吃未熟水产品增加感染甲肝机会 % #4L %8 $"4% 8JJ AL4J 88 L%4% "4""

共用餐具能传播甲肝 A 8=48 $$ AL48 !$$ LA48 88 L%4% "4""

乙肝能由孕妇传给胎儿 L !!4= $= A#4L !$# L=4= 88 L%4% "4""

知道有乙肝疫苗 = 8#4$ A% =J4J !L% J$4" 8A 8""4" "4""

乙肝会经血液传播 A 8=48 $8 A%4! !A# L#4L 8$ #%4% "4""

配偶有乙肝有必要预防 != J%4# LA #L4$ %8J #L4J 8A 8""4" "4""

希望了解肝炎防治知识 !# #%4A L= #J4L %!" #J4A 8A 8""4" "48%

介意与肝炎患者在一起 !$ LL4$ =$ J%48 !AJ L#4% # ="4" "4=A

甲&乙肝哪个危害更大$回答甲肝% 8 %4! 8# !$4L J8 !$4# A %%4% "4"$

甲&乙肝哪个危害更大$回答乙肝% $ 8!4# !L %A48 8=! $#4J = $"4" "4""

!4$9甲肝及乙肝疫苗接种率及未接种原因分析

$$J 人中回答接种过甲肝或乙肝疫苗的 AJ 人!占

8!4#_!回答未接种过或不清楚的分别为 %$= 人和

$$ 人!占 LL4%_和 #4J_' 对未接种原因主要有#

不知道有疫苗或接种地方的 !!" 人!占 =%4=_(无

人组织或医院无通知要求接种的 =8 人!占 8L4=_(

自己注意卫生不会感染的 !# 人!占 J4$_(没必要

注射 !! 人!占 =4$_(其他原因 8$ 人!包括害怕打

针&不相信疫苗&价格贵&担心疫苗副作用&无时间

注射及不愿意接种!占 $4"_'

A6讨论

通州农村地区 8A 岁以上人群对甲&乙肝相关知

识和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在 A%48_ a#=4#_之间!在

甲肝传播途径方面有半数以上的人群不清楚!乙肝

可以经血液传播的知晓率为 L84!_!但仍有 L#4!_

的人介意与肝炎患者或携带者一起工作或生活!文

化程度的不同表现在肝炎相关知识的了解方面有

差异!学历高者知晓率高于学历低者!但在具体防

病行为上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人群对肝炎病毒引

起的疾病和预防途径方面缺乏全面的认识' 在

.!""=I!"8" 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中

要求到 !"8" 年!人群乙肝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J"_以上!目前通州区仍需加大宣传培训力度!通过

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提高群众对病毒性肝炎知识

的知晓率' 有 #J4!_的人希望了解肝炎防治知识!

说明目前肝炎等方面的知识在群众中是有需求的'

针对不同知识层面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低学历者着

重在疾病基本传播途径方面!对高学历者要通过适

当方式引导他们的行为!把掌握的知识转化成正确

的行动' 只有真正全面了解了肝炎的传染性和传

播途径!转变对肝炎患者或携带者的态度!才能改

变不良行为'

目前预防病毒性肝炎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接种甲

肝或乙肝疫苗!通州区成年人调查接种率为 8!4#_!

而不知有疫苗或接种地点的比例为 =%4=_!无人组织

或通知接种的比例为 8L4=_' 说明现阶段人们并没

有主动接种疫苗的意识!而是处于被动等待状态' 因

此应加强肝炎相关知识的宣传!改善人们对甲&乙肝

疫苗接种的态度'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实施新生

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同时!对其他人群也进行乙肝疫

苗接种!人群?T(2F携带率&急性乙肝发病率和?T5

感染率均明显下降)8*

' 蒋德勇等)!*通过对成年人接

种乙肝疫苗成本0效益分析表明!成年人接种乙肝疫

苗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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