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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岭南师范学院大学生对乙型肝炎"乙肝#相关防治知识$态度$行为的掌握情况!为大学生

健康保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随机抽取
!

个年级大学生
!#1

人!其中男生
$/"

人!女生
#11

人!采用匿名方式填

写问卷调查%结果
!

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为
>:9$0_

!其中乙肝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女生高于男生!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

$

"9"$

#%对待乙肝行为态度中!男生知晓率高于女生!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19$/

!

!

$

"9"$

#%乙肝基本知识和预防知识中男$女生间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大四学

生乙肝基本知识知晓率高于大一学生!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

$

"9"$

#%大四学生乙肝传播途

径知晓率高于大一学生!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

$

"9"$

#%大四学生乙肝预防知识知晓率高于大

一学生!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

$

"9"$

#%对待乙肝的行为态度大四和大一学生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9":

#%城镇学生乙肝传播途径知晓率高于农村学生!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0

!

!

$

"9":

#%在乙肝基本知识$预防知识$对待乙肝的行为态度上!城镇和农村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结论
!

大学生对乙肝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但知识结构不全面!不同年级男女学生及不同地域学生的乙肝防治认知

态度行为各有差异!应该进一步普及宣传乙肝相关知识!增加健康教育课堂!加强大学生对乙肝的预防保健意识!消

除大学生对乙肝的歧视%

#关键词$

!

乙型肝炎&

!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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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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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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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是由乙肝病毒$

,2V

%引起的,以肝脏病

变为主并可引起多种器官损害的传染性疾病)我国是
,2V

感染高发区#约有
$9#

亿人携带
,2V

)各省之间差异很大)

最高是广东省#达
$>90/_

*

$

+

)乙肝的传染源主要是乙肝患者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I(?L<AFG

!

U6Q?MI?B#"$:

!

V6A9$#

!

U69#$

"

基金项目!岭南师范学院
#""/

年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l;"/#1

%)

!!

作者简介%谌捷#女#副主任技师#本科#从事临床医学检验工作)



和乙肝表面抗原$

,2H+

O

%携带者#其中以慢性乙肝患者和

,2H+

O

携带者最为重要)本校
#""0

$

#""/

年
,2V

检测率为

$!9"_

*

#

+

)近几年国家为了照顾
,2V

感染者的权益出台了

相关政策#不再把乙肝检测作为体检项目#也不拒绝肝功能正

常的/病毒携带者0入学及就业$相关专业及岗位除外%#但并不

等于这一部分/病毒携带者0就是安全的#因为慢性乙肝携带者

中肝组织正常者占
$"_

#轻微病变占
$$9:_

$

!09#_

*

1

+

#这意

味着
,2V

仍然存在潜在危害)因此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乙肝

相关知识调查#针对他们出现的健康问题进行有针对性解决处

理#并提高乙肝的预防保健意识#对降低
,2V

的传染率及发

病率有重要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9$

!

调查对象
!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岭南师范学

院
#""0

$

#"$$

级
$

$

!

年级各随机抽取
#

个班级#共
0

个班

级#

!:"

人#收回有效答卷
!#1

份#共中男生
$/"

份,女生
#11

份#城镇学生
0!

份,农村学生
11/

份#大一学生
$">

份,大二学

生
$"!

份,大三学生
$$"

份,大四学生
$"#

份)

$9/

!

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由学生独立完成#并收回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乙肝基本知识,乙肝传播

途径,乙肝预防知识,对待乙肝的行为态度)

$9'

!

统计学处理
!

用
)3))$>9"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数据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9$

!

基本情况
!

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
>:9$0_

#其中

男生知晓率
>19$%_

#女生知晓率
>%91/_

#女生略高出男生

19#1_

#大四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
01911_

#高于大一学

生的
%%91%_

)城镇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
>%9$/_

#农村

学生知晓率
>!9/1_

#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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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认知及相关态度情况(

&

&

_

')

问卷内容 女生$

#11

人% 男生$

$/"

人% 合计$

!#1

人%

%

#

3

基本知识

!

什么是乙型肝炎病毒
$%1

$

%/9/%

%

$$!

$

%"9""

%

#>>

$

%:9!0

%%

!

乙肝是否传染
##!

$

/%9$!

%

$>:

$

/#9$$

%

1//

$

/!911

%

!

乙肝能否治愈
$/0

$

0!9/0

%

$:!

$

0$9":

%

1:#

$

019##

%

!

乙肝患者和携带者的区别
$1#

$

:%9%:

%

>%

$

!"9""

%

#"0

$

!/9$>

%

!

乙肝需要检查的项目
$>:

$

>:9$$

%

$:#

$

0"9""

%

1#>

$

>>91"

%

!

易转化肝硬化,肝癌的概率
$$>

$

:"9#$

%

0#

$

!19$%

%

$//

$

!>9"!

%

!

平均认知率
$%0

$

>#9$"

%

$#%

$

%%91#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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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途径

!

血液,性,母婴医源性传播
$0%

$

>/901

%

$#$

$

%19%0

%

1">

$

>#9:0

%

!

共牙刷,口杯,剃刀等用具
#"/

$

0/9>"

%

$!#

$

>!9>!

%

1:$

$

0#9/0

%

!

纹身,打耳洞,性行为,输血
#":

$

0>9/0

%

$1#

$

%/9!>

%

11>

$

>/9%>

%

!

日常接触如握手,接吻,拥抱
$0$

$

>>9%0

%

$!0

$

>>90/

%

1#/

$

>>9>0

%

!

平均认知率
$/:

$

019%/

%

$1%

$

>$9:0

%

/9"#

$

"9"$

预防知识

!

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最好方式
#"!

$

0>9::

%

$:#

$

0"9""

%

1:%

$

0!9$%

%

!

乙肝疫苗是否终身免疫
$0#

$

>09$$

%

$11

$

>"9""

%

1$:

$

>!9!>

%

!

乙肝疫苗的正确接种方法
$/0

$

0!9/0

%

$!0

$

>>90/

%

1!%

$

0$90"

%

!

健康人接种是否一定产生抗体
$>:

$

>:9$$

%

$!$

$

>!9#$

%

1$%

$

>!9>"

%

!

平均认知率
$/"

$

0$9::

%

$!!

$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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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乙肝的行为态度

!

介意与乙肝携带者共餐
$>$

$

>191/

%

$%1

$

0:9>/

%

11!

$

>09/%

%

!

乙肝携带者学习,工作,就业
$>:

$

>:9$$

%

$>>

$

/19$%

%

1:#

$

019##

%

!

同宿舍有乙肝携带者是否歧视
$1/

$

:/9%%

%

$%$

$

0!9>!

%

1""

$

>"9/#

%

!

平均认知率
$%#

$

%/9:1

%

$%>

$

0>90/

%

#19$/

$

"9"$

!

总平均认知率
$>0

$

>%91/

%

$1/

$

>19$%

%

/9/

!

乙肝基本知识
!

男,女学生乙肝基本知识知晓率分别占

%%91#_

,

>#9$"_

#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

&

"9":

%#见表
$

)大一与大四学生乙肝基本知识比较#大一,

大四学生乙肝基本知识知晓率分别占
:>9/!_

,

>09!1_

)大

-

0>$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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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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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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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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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乙肝基本知识知晓率高于大一学生#两者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9"%

#

!

$

"9"$

%#见表
#

)城镇和农村学生乙

肝基本知识知晓率分别占
>"9#!_

,

%/9"1_

#两者之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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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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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认知及相关态度情况(

&

&

_

')

问卷内容
大一

$

$">

人%

大二

$

$"!

人%

大三

$

$$"

人%

大四

$

$"#

人%

合计

$

!#1

人%

%

#

!

基本知识

!

什么是乙型肝炎病毒
:>

$

:19#>

%

%/

$

%%91:

%

>%

$

%/9"/

%

>:

$

>19:1

%

#>>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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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是否传染
/"

$

0!9$$

%

$""

$

/%9$:

%

$"/

$

//9"/

%

$""

$

/09"!

%

1//

$

/!911

%

!

乙肝能否治愈
>:

$

>"9"/

%

0!

$

0"9>>

%

/>

$

009$0

%

/%

$

/!9$#

%

1:#

$

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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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患者和携带者的区别
!1

$

!"9$/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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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

:/

$

:>9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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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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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需要检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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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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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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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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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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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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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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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转化肝硬化,肝癌的概率
1!

$

1$9>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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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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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远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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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男生易受伤,输血,卫生习惯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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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染色体有关#研究还在探讨中)大四学生掌握乙肝传

播知识情况高于大一学生)城镇学生乙肝传播知识知晓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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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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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较为忽视#生活细节上较女生轻视#在对待乙肝的行为

态度上更易做到包容,理解)有些学生对乙肝知识认识不够#

对
,2V

持有恐惧和歧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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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与周绍英等报道相

一致)说明被调查学生普遍存在对
,2V

的知识认识不全面#

易造成偏见与误解)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本校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略低

于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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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中要求的居

民乙肝知识总知晓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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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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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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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认知水平低下必然导致大学生
,2V

防治措施不当#也

导致大学生对
,2V

携带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

,2V

防治

知识的知晓率可直接影响到其发病水平*

0

+

)乙肝高发年龄为

#"

$

!:

岁#大学生正处于发病高发年龄段*

/

+

#高校又是大学生

生活学习的集中地方#人群密度大#生活在集体宿舍#学生之间

交往频繁#有些学生卫生习惯差#健康意识淡薄#增加了传染病

的传播概率)我国
>"_

以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学

校#

0"_

以上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传染病流行事件*

$"

+

#

目前国内外没有根治乙肝的特效药物#接种乙肝疫苗是我国预

防和控制乙肝流行的最关键措施#我国从
$//#

年
$

月
$

日起

就推广乙肝疫苗的接种#并把工作纳入计划免疫管理范畴#易

感染者均可接种)

现在大学生正面临着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的时代#

很多学生更重视知识技能的发展#忽视自身健康问题#认为年

轻身体能过度透支#确不知过度劳累是诱发乙肝的最重要原

因)因此大学生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合理饮食#有规律的生

活起居#不熬夜#不喝酒#不抽烟#加强体育锻炼#改善卫生条件

及不良卫生习惯)此次调查的大学生均为师范类学生#他们作

为未来的教师#有着育人传授知识的作用#他们熟悉,掌握了乙

肝相关知识#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孩子及周边的人群#起到扩

大宣传预防
,2V

知识的力度)

学校是进行健康教育的最好场所#对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及传染病知识的宣传#有利于在学生中更好地普及预防
,2V

的知识#减少
,2V

的发生,发展#降低
,2V

的发病率#减轻因

感染
,2V

而造成的经济负担)调查的学生中对乙肝知识有

一定的了解#但整体情况不全面,系统#需要彻底纠正大学生对

乙肝知识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强调预防保健在大学生中的重要

性)消除对乙肝携带者的歧视#让更多的乙肝人群能在正常的

学习生活中得到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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