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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校新生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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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高校一年级新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现状及防治知识获取途径情况!为今后有效开展学校结核病

防治健康教育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
!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重庆市
-

所高校
-.'

名一年级新生进行结核防治相关知识问卷调查%

结果
!

所有调查对象对结核病防治的核心信息总的知晓率偏低!为
'-,+(7

!对结核病知识的认知不够全面%对于肺结核的传播

途径&主要症状&免费诊断及治疗政策的知晓水平较低!分别为
).,('7

&

-.,$'7

&

+-,.$7

和
+',.$7

!其知识主要来源途径为电

视&医生&报纸&宣传单&与同学聊天%结论
!

相对于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

$

).&.

年$规定的全民结核病知识知晓率到
).&.

年达到
/.7

!重庆市高校新生结核病防治知晓水平亟待提高!针对其薄弱环节!需加强宣传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

关键词"结核#治疗#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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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

病)目前中国的结核病疫情依然十分严重#据全国法定传染病

报告'

&

(

#近几年来结核病发病数始终居于甲*乙类传染病的前

)

位#并且有逐年上升趋势)控制结核病的关键是结核病患者

的早期发现*规范治疗'

)

(

)低患者发现率是制约中国结核病防

治规划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

+

(

)其中结核病防治知识的

知晓率低是其影响因素之一)因其是以呼吸道传播为主#对群

居人群危险性较大)近
&.

余年来中国部分省市学校发生多起

结核病暴发流行'

-#'

(

)高校属于学生人群较密集的场所#了解大

学生对结核病防治的相关知识知晓现况#对制订高校结核病防

治策略和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对重庆市
-

所大学的一

年级新生进行了结核病防治知识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重庆

市
-

所高校的一年级新生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

名)发放问

卷调查表共
-.'

份#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7

)

@,A

!

方法
!

参考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社会评价有关问卷和国

内有关结核病知识调查表'

(#/

(

#自行设计问卷#并多次修正)采

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内容包括
+

个部分!一般情况*对肺结核病

的认知情况*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识情况)由调查员说明调

查意义和目的#被调查对象独立填写调查问卷#并当场交回

问卷)

@,B

!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

)

周后随机抽取其中
&..

名学生#

由另一调查员对其进行重新调查#问卷的重测客观信度为各核

心知识点的
1

I

BFDJF<

相关系数
8

在
.,6..'

$

.,$..'

#且各

指标
!

值均小于
.,...&

#内在信度
%D9<GFCA\5=E

I

AF`

.,6()

#折半信度
1

I

BFDJF<#YD9H<

系数
.,/((

#显示该问卷有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核病疫情预测研究及软件实现.资助项目$

+./6)&(.

&%重庆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计

划资助项目$

%1*%

#

)..$YY'-&'

&)

!

#

!

通讯作者#

*BE

!$

.)+

&

(/-/')'$

%

0#JF:E

!

@

:

;

:<

M

F

"

5:<F,C9J

)



良好的信度%问卷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都能够满足符合专家

和公众的共识#结构效度是通过对
&)

个核心知识点进行因子

分析#共提取
-

个公因子#共能够解释总体方差的
(),)+7

#且

所有指标在相应因子上的因子负荷大于
.,-.

#也显示该问卷

有良好的效度)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I

:8F>F+,.

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

利用
1=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一般人口学特征采用
F @̂

及构成比作描述性分析#对于性别及居住地对知晓率的影响采

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一般人口学特征
!

本次共调查
-.'

名学生#收回有效卷

+$$

份#其中男生
))-

名$

'(,&-7

&#女生
&6'

名$

-+,/(7

&%年

龄
&(

$

)-

岁#平均$

&$,6&^&,.(

&岁)其中汉族
+((

名

$

$&,6+7

&#家庭居住城镇的
&/)

名$

-',(&7

&)

A,A

!

总知晓率
!

总的结核病知识知晓率简称总知晓率#其计

算公式为!总知晓率
`

2

$答对题数
Z

答对的人数&

$问题数
Z

总人数&

Z&..7

'

$

(

)

本次调查总知晓率为
'-,+(7

#其中男生总知晓率为
'),)+7

#

女生总知晓率为
'-,.)7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来自城镇学生的总知晓率为
'',+)7

#

来自农村学生的总知晓率为
'-,)$7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6

#

! .̀,-&'(

&)

A,B

!

主要知识点知晓率
!

多数被调查对象$

//,))7

&听说过

肺结核病)对于肺结核病的主要症状*传播途径#被调查对象

的知晓率分别为
-.,$'7

和
(6,)'7

#但对于哪些措施能防止

肺结核病传播的知晓率只有
).,('7

)在就诊治疗方面#有

$/,)$7

知晓治愈肺结核病的关键措施#即-尽早治疗*遵照医

嘱*按时服药*完成治疗*减轻工作*注意休息*增加营养.)有

-',+(7

知道自己所在县$区*市&里有结核病防治机构#对于如

果出现了咳嗽*咳痰
)

周以上或咳血时#只有
&$,.'7

的被调

查对象选择到疾病控制中心或结核病防治所)被调查对象对

免费诊断*治疗政策的知晓率也偏低#分别为
+-,.$7

和

+',.$7

#见表
&

)

表
&

!!

重庆市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问题 知晓人数 知晓率$

7

&

听说过结核病吗
+')

!

//,))

肺结核病有没有传染性
)$(

!

6-,&$

肺结核病的主要症状
-.6

"

-.,$'

哪些因素会引起肺结核病
'66

"

(6,)'

哪些措施能防止肺结核病的传播
&6/

"

).,('

肺结核病能治愈吗
)--

!

($,+)

治愈肺结核病的关键措施
($.

"

$/,)$

知道县$区*市&里有结核病防治机构

$防疫站&吗
&/&

!

-',+(

知道国家对肺结核病患者或可疑症状者的

免费诊断政策吗
&+(

!

+-,.$

知道国家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免费治疗政策吗
&-.

!

+',.$

若出现了咳嗽*咳痰
)

周以上或咳血时#

你应该怎么办
6(

!

&$,.'

家人*亲友得了肺结核病#你应该怎么做
)(-

!

((,&6

!!

"

!所在选项为多选题#对应的知晓人数为人题数#即答对题数
Z

答对人数)

A,C

!

结核病防治知识来源途径
!

被调查对象对结核病症状的

知晓主要来源途径排在前
'

位的是电视*报纸*聊天*医生*宣

传单%对治愈结核病的关键措施的知晓主要来源途径排在前
'

位的是电视*医生*报纸*宣传单*聊天%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

晓主要来源途径排在前
'

位的是电视*报纸*医生*宣传单*聊

天#见表
)

)

表
)

!!

结核病防治知识的来源途径情况%

& +̀')

&

选项
结核病的症状

&

$

7

& 顺位

治愈结核病措施

&

$

7

& 顺位

结核病防治知识

&

$

7

& 顺位

医生
&(&

$

-',6-

&

- &-6

$

-&,6(

&

) &$'

$

'',-.

&

+

电视
)/'

$

/.,$6

&

& &/+

$

'&,$$

&

& )//

$

/&,/)

&

&

村广播
+-

$

$,((

&

&& &/

$

',&&

&

&+ -&

$

&&,('

&

&&

收音机
'+

$

&',.(

&

$ -&

$

&&,('

&

$ /&

$

)+,.&

&

6

报纸
)&+

$

(.,'&

&

) &-)

$

-.,+-

&

+ )-.

$

(/,&/

&

)

聊天
&('

$

-(,//

&

+ $6

$

)6,'(

&

' &('

$

-(,//

&

'

宣传单
&-$

$

-),++

&

' &.6

$

+.,-.

&

- &$-

$

'',&&

&

-

公路或墙体标语
$$

$

)/,&+

&

6 (.

$

&6,.'

&

6 $&

$

)',/'

&

/

黑板报
+$

$

&&,./

&

&. )'

$

6,&.

&

&. -&

$

&&,('

&

&&

村民大会
&)

$

+,-&

&

&+

!

+

$

.,/'

&

&) &-

$

+,$/

&

&+

大型宣传活动
&+)

$

+6,'.

&

( $+

$

)(,-)

&

( &-&

$

-.,.(

&

(

结核病患者
$$

$

)/,&+

&

6 '+

$

&',.(

&

/ ()

$

&6,(&

&

$

其他
)6

$

6,(6

&

&) ))

$

(,)'

&

&& -'

$

&),6/

&

&.

A,F

!

结核病患者家属及邻居对肺结核病患者的态度
!

在全部

听说过肺结核病的调查对象中有
).,-'7

的学生周围有比较

熟悉的肺结核病患者)在-患者家属对肺结核病患者的态度.

情况调查中#有
'(,$-7

的人选择-更加关心体贴患者.#

)',..7

选择-没有什么变化.#

&&,&&7

选择-不愿意接触.#

(,$-7

选择-不知道.%在-邻居及社区居民对结核病患者的态

度.调查中#有
)(,+$7

选择了-更加关心体贴患者.#有

)$,&67

选择了-没有什么变化.#

+/,/$7

选择-不愿意接触.#

','(7

选择-不知道.)

B

!

讨
!!

论

B,@

!

结核病相关知识的总知晓率偏低#对结核病知识的认知

不够全面
!

1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

$

).&.

年&2中规定!

-全国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到
)..'

年达到
(.7

#到
).&.

年

应达到
/.7

.的目标'

&.

(

)重庆市
-

所高校一年级新生的总知

晓率为
'-,+(7

#明显低于1规划2要求的目标#相对于近期成

都地区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的
(.,-7

也较低'

&&

(

)

在核心知识知晓情况调查中#在-哪些措施能防止肺结核病的

传播.和肺结核的主要症状方面#被调查对象的知晓率较低#分

别为
).,('7

和
-.,$'7

#容易导致结核病患者不能及早到结

核病防治机构进行规范诊治#为结核病的传播流行提供了可

能)因此在以后的宣传教育中#可对其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

宣传)

B,A

!

对专门机构及免费诊治政策的了解程度低
!

国家对结核

病患者提供免费检查和抗结核治疗#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负

担#让更多的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结核病患者能够有效的利用结

核病卫生服务'

$

(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只有
-',+(7

的知道自

己所在县$区*市&里有结核病防治机构)其次在调查-如果出

现了咳嗽#咳痰
)

周以上或咳血时#你应该怎么办.时#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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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的人选择去到疾病控制中心或结核病防治所#由此可

见#结核病诊治的卫生宣传力度不大#健康教育不到位#防治知

识知晓率低#有病盲目相信大医院#而不是去结核病防治专门

机构)在-国家有无免费检查*诊断与治疗政策.方面#被调查

对象的知晓率低#分别只有
+-,.$7

和
+',.(7

#如果不了解国

家减免政策#很多经济负担较重的患者#无法负担诊疗费用#决

定不就诊而拖延治疗#导致病情恶化#为结核病的控制工作增

加困难)因此#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结核病患者的发现

率及就诊率#对控制传染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B,B

!

关于结核病相关知识获取的来源途径
!

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对象对核心信息来源途径排在前
'

位的是电视*报纸*

医生*宣传单*聊天#与成都市大学生获取结核病防治信息途径

基本一致'

&)

(

)电视*报纸所占比例最高#提示电视*报纸以其

覆盖面广*可信度高*通俗易懂的特点#容易被学生所接受#成

为信息最主要的来源途径)而宣传单所占比例稍微小一点#但

是其具有专业的#针对性较强的优点#也是一种较好的获取知

识的途径)聊天作为主要信息来源途径之一#作为结核病健康

教育的三级目标人群的学生#居住相对集中#接触密切#特别是

向家庭和社会的辐射面大'

&+

(

)此外亦可将广播*网络*专题讲

座*书籍杂志等作为有益的补充#提高结核病知识知晓率)因

此#可以选择学生作为重点#利用多种有效的传播手段开展学

校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及

患者的发现率#从而促使肺结核病患者能及时就诊*早期发现

和规范治疗'

&-

(

#减少传染和发病#最终达到控制结核病的

目的)

B,C

!

关于对结核病患者的态度
!

在对患者家属对肺结核病患

者的态度中#在邻居或社区居民中仍然还是有近半数的人

$

+/,/$7

&不愿意与患者接触#这些都是由于大众对肺结核病

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偏低#对结核病缺乏正确认识#所以会一定

程度上不愿意与患者接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的加强结核病

防治知识的普及#消除大众对结核病的恐惧#给予患者心理上

的支持#增强患者治疗信心'

&'

(

#从而利于结核病患者早日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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