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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商学院大学生乙型肝炎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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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某高校商学院大学生对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知识认知、态度、行为状况，为制订出合理有效的预防和健康

教育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该校商学院５４８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被调查大学生对乙肝防治核

心知识总知晓率为８１．８１％，各知识点知晓率为５４．５６％～９５．４４％。女生总知晓率（８２．４５％）比男生（８０．６９％）高（χ
２＝５．５３６，

犘＝０．０１９）。三、四年级学生总知晓率（８３．１３％）比一年级学生（７９．４４％）高（χ
２＝１７．２４７，犘＝０．０００）。大部分学生（７８．８３％）持

正确态度对待乙肝患者，电视（７５．５５％）为最常用的乙肝知识来源途径。结论　学校应加强对乙肝防治的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学

生对乙肝的认识，消除乙肝歧视，提高学生的防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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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是由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感染引起

的以损害肝脏为主的、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传染病，至今

尚无令人满意的治疗药物和方法［１］。我国是乙肝病毒感染高

发区，乙肝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居各类传染病前列［２］。高校人群

密集，学生生活接触比较密切，容易发生传播［３４］。为了解广东

药学院商学院大学生对乙肝相关知识的认知、态度、行为情况，

以制订出合理有效的预防和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本研

究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对该高校商学院部分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年级为单位随机抽４个系，再从每个系中

随机抽取１０个班级共５７２名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

５７２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４８份，有效回收率９５．８０％。

１．２　方法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编制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乙肝知识掌握情况、态度和行为调

查、乙肝知识获得途径４个方面
［５１１］。经预调查后，以班级为

单位在教室发放问卷，要求学生匿名独立完成，并在规定的时

间内收回。现场调查过程由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负责组织

与质量监督。调查内容有一般人口学特征；总知效率［总的乙

肝知识知晓率简称总知晓率，总知晓率＝Σ（答对题数×答对

的人数）／（总题数×总人数）×１００％
［１２］］；主要知识点知晓情

况；对乙肝的态度行为；乙肝知识来源及需求。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所有数据录入和核

对完成后，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描述性分析、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统计检验水准为α＝

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共调查了５７２名学生，收回有效

问卷 ５４８ 份，其 中 男 生 １９８ 名 （３６．１３％）；女 生 ３５０ 名

（６３．８７％）。年龄１７～２４岁，平均（２０．７０±１．４２）岁。家庭居

住城镇为２７１名（４９．４５％），居住农村的２７７名（５０．５５％）；大

一学生１３５名（２４．６４％），大二学生１４８名（２７．０１％），大三学

生１３５名（２４．６４％），大四学生１３０名（２３．７２％）。

２．２　总知晓率　本次调查总知晓率为８１．８１％，女生总知晓

率比男生高，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来自城镇

学生和来自农村学生的总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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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三、四年级学生总知晓率比一年级学生（７９．４４％）高，

两者差异具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某高校商学院大学生性别、生源地及年级

　　　对乙肝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组别 知晓（狀） 不知晓（狀） 知晓率（％） χ
２ 犘

性别 ５．５３６ ０．０１９

　男 ３３５５ａ ８０３ ８０．６９

　女 ６０６０ １２９０ ８２．４５

生源地 ２．３８６ ０．１２２

　城镇 ４６２４ １０６７ ８１．２５

　农村 ４７９１ １０２６ ８２．３６

年级 １７．２４７ ０．０００

　一年级 ２２５２ ５８３ ７９．４４

　三、四年级 ４６２６ ９３９ ８３．１３

　　ａ：３３５５为男性知晓的总题数，即Σ（男性答对题数×男性答对的

人数），表中其他数据统计方式相同。

２．３　主要知识点知晓情况　５４８名被调查者乙肝知识知晓率

为５４．５６％～９５．４４％，乙肝一般知识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不

是乙肝患者”、“无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可能传播乙肝”、

“大三阳与小三阳在传染性上有区别”、“慢性乙肝可能发展为

肝硬化或肝癌”知晓率较低，分别为 ７２．０８％、６１．３１％、

６４．２３％和６９．７１％，在传播途径与非传播途径知识方面，除了

“蚊虫叮咬不能传播乙肝”（５４．５６％）、“乙肝病毒在拥挤环境中

不会通过空气传播”（７０．９９％）这两个知识点知晓率较低以外，

其他知识点知晓率较高，分别有９５．４４％、９３．６１％、８４．３１％、

８６．５０％、９０．６９％的被调查者选择“接受输血及血液制品”、“共

用注射器、针头”、“共用牙刷、食具或剃须刀”、“不用安全套性

交”、“母亲传给婴儿”可能会传播乙肝，９５．０７％被调查者认为

“握手”不会传播乙肝。女生对乙肝主要传播途径（性传播和母

婴传播）知晓率（８９．１４％ 和 ９３．１４％）比男生（８１．８２％ 和

８６．３６％）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５．８０９，犘＝０．０１６；χ

２＝

６．８８６，犘＝０．００９）。

２．４　对乙肝的态度行为调查　在对待作为乙肝患者或病毒携

带者的宿舍成员的态度调查中，７８．８３％的学生选择正面态度

“主动关心他／她，自己也做一些防范措施”，１６．０６％学生选择

“无所谓，生活照旧”，４．５６％学生选择“远离他／她，不与他／她

密切接触”，０．５５％学生选择回答“故意疏远他／她，将其逼出寝

室”，这说明大部分学生持正确态度对待乙肝患者，但大学校园

里对乙肝患者的歧视仍然存在，这可能与他们对乙肝病毒的传

播途径缺乏了解有关。在“如果你是乙肝患者或乙肝携带者，

你会告诉别人吗”调查中，１３．６８％学生采取隐瞒的态度，

１７．８８％的学生选择对大家公开信息，６８．４３％学生选择“只告

诉熟悉亲朋好友”，选择非公开的态度会对学校的防治乙肝工

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并且增加乙肝传播的机会。

２．５　乙肝知识来源及需求　被调查对象关于乙肝知识的来源

途径从高至低顺序为：电视（７５．５５％）、报刊杂志（７２．２６％）、朋

友或同学（６５．３３％）、网络（６４．６０％）、广播（４１．２４％）、讲座

（１．２８％）。

３　讨　　论

乙肝是一种传染性较强、发病比较普遍的传染病，对乙肝

知识的掌握程度可直接影响其发病水平［１３］。调查表明广东药

学院商学院学生对乙肝的预防保健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各个知

识点认知度差异大，学生乙肝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这与以往类

似调查结果相符［１４１５］，说明在校期间学校对学生的乙肝防治

知识的教育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调查显示，大众传媒在乙肝预

防知识宣传普及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但通过讲座获得乙肝知

识的学生仅为１．２８％，这也反映了学校健康教育存在薄弱

环节。

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人群，高校应采取综合预防管理措

施，积极开展健康教育。为此建议应做好以下几点：（１）对各年

级学生都应开展防治乙肝的健康教育，入学后就开始进行最

好，内容要全面和深入，包括一般知识、传播途径、预防知识；

（２）重视知识与心理的结合教育，针对大学生的不良心理问题

开展咨询工作；（３）可以采取各种生动活泼有趣的形式进行健

康教育，包括广播、讲座、板报等，从而提高大学生的自我保健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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