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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疫苗复种意识与认知状况$方法
!

对承德市
')C)

名乙型肝炎病

毒感染的高危人群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有效答卷
')F)

份!

*':2G[

的人不知道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乙型肝炎疫

苗!

2):))[

的人不知道乙型肝炎疫苗需加强免疫注射!

C':GF[

的人认为不能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的最主要原因是对

复种知识不了解$乙型肝炎患者家属'血站血库及化验室人员'血液科经常输血的患者乙型肝炎疫苗愿意复种率与临床一线医务

人员愿意复种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

#$结论
!

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措施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高危人群进行乙

型肝炎疫苗复种!加强免疫注射预防乙型肝炎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促使他们不断了解和认识乙型肝炎疫苗复种在预防乙型肝炎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增强其加强免疫注射的自觉性!有效降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高危人群的乙型肝炎的发病率!提高群众的身体

健康水平$

关键词"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疫苗!乙型(感染(高危人群(加强免疫(认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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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是目前中国流行最广泛且危害最严重的一种传

染病'目前#尚无根治乙型肝炎的特效药物#通过主动免疫方

式预防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控制乙型肝炎发生最科学*经济和

有效的手段(

'

)

'由于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的高危人群较

其他人群接触
\;̂

的机会多#所以#比一般人群更有可能感

染
\;̂

#对高危人群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可有效

预防
\;̂

感染#而且成本效益明显'本研究对承德市部分

\;̂

感染的高危人群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预防乙型肝

炎相关知识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健康教

育#提高
\;̂

感染高危人群的加强免疫预防的自主性#有效

降低
\;̂

感染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的发病率'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承德市部分医院临床一线医务人员
4&)

名#乙型肝炎患者家属
4G)

名#血站*医院血库及化验室等经常

接触血液的工作人员
'C)

名#血液科经常接受输血或血液制品

的患者
&))

例等
\;̂

感染的高危人群
')C)

名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选择
'G

岁以上人群$

'G

岁以下人群尚未成年#

思想不成熟#答卷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影响结果的真实性%#既

往和目前无精神疾病及意识障碍#无理解力*记忆力和定向力

等认知障碍#自愿参加本次调查'其中男占
*G:'&[

#女占

(':GG[

'共发放调查问卷
')C)

份#有效答卷
')F)

份#有效

率为
CG:'F[

'

@:A

!

方法
!

采用统一问卷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自行设计问

卷#问卷项目有#$

'

%一般情况!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

庭的人均月收入等&$

&

%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相关问题!乙型

肝炎疫苗加强免疫相关知识*复种态度*影响乙型肝炎疫苗复

种因素'问卷要求受试者在
'(/86

内填写完成#由调查者现

场收回'

@:B

!

统计学处理
!

调查数据采用
TRKIO

录入#

-,--'4:)

统计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检验#以
A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承德市
\;̂

感染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认知

状况调查结果
!

在
')F)

份有效答卷中#临床一线医务人员

4'G

份#乙型肝炎患者家属
4F)

份#血站*血库*化验室人员
'GF

份#血液科经常输血的患者
'C(

份'

\;̂

感染高危人群对乙

型肝炎疫苗复种认知状况回答正确率见表
'

#临床一线医务人

员与其他调查对象乙型肝炎疫苗复种意识及愿意复种率比较

G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承德市
\;̂

感染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认知状况问卷调查结果及统计

问题 答案 回答人数$

[

%

您了解乙型肝炎吗.

5

了解
4CG

$

4F:&)

%

9

不了解
2F&

$

2&:G)

%

您知道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病吗.

5

知道
G&4

$

F2:C&

%

9

不知道
&*F

$

&4:)G

%

您知道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吗.

5

知道
2&'

$

(G:4&

%

9

不知道
**C

$

*':2G

%

您知道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

因此需定期复查
\;̂ $#

#根据需要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加强针吗.

5

知道
*&G

$

*):))

%

9

不知道
2*&

$

2):))

%

您了解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加强针预防乙型肝炎的有关信息吗.

5

了解
4*&

$

4':C2

%

9

不了解
F&G

$

2G:)*

%

您希望了解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预防乙型肝炎的有关信息吗.

5

希望
CF'

$

C):F(

%

K

不希望
CC

$

C:&(

%

您以后能定期复查
\;̂ $#

#根据需要复种乙型肝炎疫苗加强针吗.

5

能
G(G

$

G):'C

%

9

不能
2(

$

2:)F

%

K

需要进一步考虑
'*F

$

'4:F*

%

如果您觉得不能定期复查
\;̂ $#

根据需要复种乙型肝炎疫苗加强针#是出于什么原因.

5

对复种并不了解
CG4

$

C':GF

%

9

经济原因
(&

$

*:G2

%

K

其他原因
4(

$

4:&F

%

见表
&

'

A:A

!

承德市
\;̂

感染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疫苗复种意识调查

结果
!

见表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感染高危人群对乙

型肝炎疫苗复种认知状况不容乐观#调查对象中有
*':2G[

的

人不知道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2):))[

的人不知道乙型肝炎疫苗需加强免疫注射#对乙型肝

炎疫苗复种知识并不了解占
C':GF[

#成为不能复种原因中最

主要因素'有
C):F([

的被调查者希望了解乙型肝炎疫苗复种

的有关信息'这一结果表明#

\;̂

感染高危人群有相当部分

人对乙型肝炎疫苗复种信息处于无知状态#由于高危人群较其

他人群接触
\;̂

的机会多#所以比一般人更有可能感染

\;̂

#对高危人群适时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可以

有效预防
\;̂

感染#因此#在
\;̂

感染高危人群中加强乙型

肝炎疫苗复种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刻不容缓#对降低人群乙型

肝炎的发病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
&

!!

临床一线医务人员与其他调查对象乙型肝炎疫苗

!!

复种意识及愿意复种率比较(

%

%

[

&)

意愿
乙型肝炎

患者家属

血站*血库*

化验室人员

经常输血的

患者

临床一线

医务人员

愿意根据需要复种
4)G

$

G4:&*

%

'2)

$

G(:(2

%

'))

$

(':&G

%

&C)

$

C':'C

%

需要考虑
*'

$

'':)G

%

'F

$

C:)C

%

22

$

44:G(

%

&4

$

F:&4

%

不愿意复种
&'

$

(:2G

%

')

$

(:4(

%

&C

$

'*:GF

%

!

(

$

':(F

%

(

&

C:(' 4:G( ')(:2*

A ):)(

$

):)(

$

):)(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大多数人愿意根据需要复种乙

型肝炎疫苗#愿意复种率均大于
(':))[

#临床一线医务人员

乙型肝炎疫苗愿意复种率最高#为
C':'C[

'乙型肝炎患者家

属*血站*血库及化验室人员*血液科经常输血的患者乙型肝炎

疫苗愿意复种率与临床一线医务人员愿意复种率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A

$

):)(

%'调查结果提示对各类
\;̂

感染高

危人群加强乙型肝炎免疫预防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教育#特别

是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知识的健康教育非常必要#对加强他们的

复种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B

!

讨
!!

论

\;̂

感染是涉及全球性的卫生健康问题(

&

)

#目前#全球约

有
4:(

亿
\;̂

携带者#每年约有
'))

万人死于
\;̂

感染相

关的疾病(

4

)

#乙型肝炎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要加强控制最终

消灭的传染病(

*

)

'中国是乙型肝炎的高度流行区#

\;̂

总感

染率为
(F:2)[

#

\;E"

1

阳性率为
C:F([

(

(

)

#是中国公共卫生

的一个严重问题(

2

)

#中国
\;̂

无症状携带者可能超过
':&

亿(

F

)

#每年因乙型肝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42))

亿元人

民币(

G

)

#

\;̂

感染是危害中国公众的主要健康问题(

C

)

'乙型

肝炎目前缺乏根治方法#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预防
\;̂

感染

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降低继发性肝硬化和肝癌的有效措

施(

')

)

#成人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

'中国卫生部
&))2

年
'

月发布了0

&))2

%

&)')

年全国乙

型肝炎防治规划1#明确中国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对象主要是新

生儿#其次为幼儿和高危人群(

'&

)

'大量临床资料表明乙型肝

炎疫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生物制品#全程免疫接种后保护性抗

体抗
$\;E

的阳转率在
C):))[

以上(

'4

)

'但是#乙型肝炎疫苗

接种后产生的抗
$\;E

滴度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

需要定期复查
\;̂ $#

#根据复查结果需要及时复种乙型肝炎

疫苗#才能有效阻止
\;̂

的感染'中国
'CC&

年将新生儿乙

型肝炎疫苗初次接种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

)

#但乙型肝炎疫苗

复种不属于国家计划免疫范畴#属于公民的个人行为'由于高

C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危人群较其他人群接触
\;̂

的机率多#所以#比一般人群更

有可能感染
\;̂

#对高危人群根据需要加强免疫注射乙型肝

炎疫苗可有效预防
\;̂

感染#而且成本效益明显'

本次调查显示#由表
'

可知承德市
\;̂

感染高危人群对

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预防乙型肝炎相关知识的认知状

况了解不容乐观#有
*':2G[

的人不知道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

的方法是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2):))[

的人不知道乙型肝炎疫

苗需加强免疫注射#有
C):F([

的被调查者希望了解乙型肝炎

疫苗复种的有关信息'不能定期复查
\;̂ $#

根据需要复种

乙型肝炎疫苗加强针原因中#对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知识并不了

解占
C':GF[

#成为不能复种原因中最主要因素'因为经济原

因#担心检查和接种的费用的占
*:G2[

#成为不能复种原因中

第
&

位因素'因此#对
\;̂

感染高危人群加强乙型肝炎预防

及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预防乙型肝炎相关科普知识的

宣传教育#增强预防的自觉性#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倡高危人群

复种乙型肝炎疫苗#使其体内经常保持有效的抗
$\;E

滴度#真

正达到预防乙型肝炎的目的'同时在促进复种因素中#经济的

保障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承德市是中国北方的中小城市#

地处山区#卫生条件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一部分调查者认为

检查和接种的费用会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而不愿复种#因此#

建立和完善乙型肝炎疫苗复种加强免疫注射费用按适当比例

予以报销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促进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的重要

内容之一'相信随着人们对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知识的深入了

解及中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公民愿意根据需要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复种#从而推动乙型肝炎

免疫预防工作的发展#有效地阻止乙型肝炎在人群中的流行#

降低乙型肝炎的发病率#提高本市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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