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回收#急诊病历未丢失)为地震伤在急诊的抢救处理留下了

宝贵的研究资料)另外#在地震期间#为保证非地震伤员的就

诊#本科启用第二分诊台#即在第二分诊台开始为非地震伤患

者进行分诊救治#每天完成上百人的分诊#实行双轨制管理#保

证其他急诊患者就诊#受到非地震患者及家属的称赞)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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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首届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建设高层论坛公布的数

据#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

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
)2%%

亿元#占

中国
4\S

的
);

'

$

(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大量的事实证明#很多居民在突发事

件发生时#由于缺乏正确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而导致受到二

次伤害或者不能及时自救)为此#作者通过调查试图分析社区

居民卫生应急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期望为相关

部门制定健康教育策略提供相关数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以重庆市渝中区为背景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方法进行调查#该区共划分为
$1

个街道#

$%(

个社区居委

会#常住人口为
)2

万)先抽取七星岗*解放碑*菜园坝*大坪和

朝天门
2

个街道作为调查范围#然后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1

个

社区#每个社区随机抽取
/0

名#共
/0%

名社区居民在
1%$'

年

'

"

2

月进行问卷调查)

@&A

!

方法
!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怀远县疾控中心网站

卫生应急相关知识调查问卷'

1

(自行设计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

/0%

份问卷#剔除不合格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

份#问卷有效

率为
()&0';

)

@&B

!

调查内容
!

本次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

情况%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知晓情况%不同人群卫生应急科普知

识知晓率情况%应对卫生应急事件的行为形成率%卫生应急科

普知识来源途径情况)

@&F

!

统计学处理
!

回收问卷在进行核准后#利用
3

G

#\ECE'&%

软件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用
8S88$'&%

软件进行相关的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准
"

<%&%2

#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位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分布情况如下)其中男
01)

名$

21&);

&#女
'/0

名

$

0-&0;

&#

$

1%

岁
$'1

$

$)&';

&#

%

1%

"

0%

岁
02)

名$

2)&';

&#

%

0%

岁
111

名 $

1-&0;

&)小 学 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1

名

$

$)&';

&#中学
'))

名$

02&1;

&#大专及以上
'$1

名$

'/&2;

&)

A&A

!

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知晓情况
!

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

识的知晓率不高#

$$

个基本卫生应急相关知识问题项目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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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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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正确回答率为
))&2);

#正确回答人数!交通事故电话
'20

名$

0'&-%;

&#呼吸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211

名$

)0&)0;

&#消化

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221

名$

)-&();

&#病死禽畜处理方法
0(/

名$

)$&$$;

&#化学中毒处理方法
12/

名$

'$&(%;

&#食物中毒

处理方法
02)

名$

2)&'%;

&#毒气*化学品泄漏正确逃生方法

1/$

名$

'0&)(;

&#放射性事故应急处理
121

名$

'$&$%;

&#地

震应 对 知 识
)%)

名 $

-0&2%;

&#水 灾 应 对 知 识
-%1

名

$

/)&();

&#火灾应对知识
)(%

名$

/2&'';

&)

A&B

!

不同人群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知晓率情况

A&B&@

!

不同性别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正确回答率的比

较
!

在社区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相关问题中总体正确回答率男

性$

-$&/%;

&高于女性$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1)0

#

!

#

%&%2

&#具体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男女正确回答率见

表
$

)

表
$

!!

不同性别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

!!

正确回答率的比较$

;

%

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类别
性别

男 女
!

1

!

交通事故电话
0'&)) 1/&$' $'&2$

#

%&%$

呼吸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1&)/ ))&/% '&(2

#

%&%2

消化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 )-&(- 2&%'

#

%&%2

病死禽畜处理方法
)1&'1 2(&-- '&//

#

%&%2

化学中毒处理方法
'%&(( $-&$( $/&)(

#

%&%$

食物中毒处理方法
)$&(- 2%&%% $%&2)

#

%&%$

毒气*化学品泄漏逃生方法
2(&$) 2%&%% 0&'$

#

%&%2

放射性事故应急处理
0%&/2 1%&'$ 1%&$2

#

%&%$

地震应对知识
-2&/) -1&(( '&2)

%

%&%2

水灾应对知识
/%&/2 /%&)' %&)/

%

%&%2

火灾应对知识
-(&00 -)&12 1&%2

%

%&%2

A&B&A

!

不同年龄层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正确回答率的

比较
!

社区居民小于或等于
1%

岁*

%

1%

"

0%

岁*

%

0%

岁各年

龄组的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总体正确回答率分别为
22&(';

*

--&0$;

*

2/&-2;

$

!

1

<$2&$%

#

!

#

%&%2

&#且在不同项目中不同

年龄组之间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的正确回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1

)

表
1

!!

不同年龄层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

!!!

正确回答率的比较$

;

%

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类别
年龄组$岁&

$

1%

%

1%

"

0%

%

0%

!

1

!

交通事故电话
1'&%/ 00&00 2(&'/ $''&%%%&%$

呼吸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2 )(&$% 0$&)- 20%&%%%&%$

消化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2 )(&-( 0-&11 20%&%%%&%$

病死禽畜处理方法
)2&'/ )2&)' 2-&/$ 20%&%%%&%$

化学中毒处理方法
'%&-- '0&-1 1/&$' $'2&%%%&%$

食物中毒处理方法
'/&0) ))&)- 0)&// $'2&%%%&%$

毒气*化学品泄漏逃生方法
0)&$2 )2&1/ 2'&$' $'2&%%%&%$

放射性事故应急处理
'%&-- ')&$$ $)&)- $'2&%%%&%$

地震应对知识
)'&-0 -(&() -2&/( (02&%%%&%$

水灾应对知识
-/&0) //&)$ /0&'- )-2&%%%&%$

火灾应对知识
-/&0) /(&(0 -)&12 )-2&%%%&%$

A&B&B

!

不同文化程度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正确回答率

的比较
!

社区居民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总体

正确回答率分别为!小学及以下$

')&20;

&#中学$

21&$-;

&#大

专及以上$

-'&();

&)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其卫生应急科

普知识正确回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1%&12

#

!

#

%&%2

&#

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卫生应急相关知识项目正确回答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不同文化程度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

!!!

正确回答率的比较$

;

%

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类别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

1

!

交通事故电话
12&%% '2&-$ 0/&%2 1/&%$ %&%$

呼吸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0%&)' 2$&-( -$&11 '1&2) %&%$

消化道传染病应对知识
2)&12 2/&(' -)&-2 20&1$ %&%$

病死禽畜处理方法
'$&12 )1&2% )%&%0 $'&2) %&%$

化学中毒处理方法
12&%% 1/&2- 0-&10 '2&%% %&%$

食物中毒处理方法
12&%% '0&1( )1&%% ''&(' %&%$

毒气*化学品泄漏逃生方法
12&%% 1/&1( 2)&%% '2&%% %&%$

放射性事故应急处理
2&%% $0&1( 0%&%% '0&12 %&%$

地震应对知识
2$&-( )'&1- /1&2- 02&%% %&%$

水灾应对知识
/2&%% /%&%% //&1% $2&)0 %&%$

火灾应对知识
)-&2% /%&%% /)&%% 1)&(/ %&%$

A&F

!

应对卫生应急事件的行为形成率
!

在0与家人讨论如何

应对灾害事件1选项中
)2&'%;

$

21(

"

/$%

&的社区居民表示很

少与家人讨论#

1%&)$;

$

$)-

"

/$%

&的表示经常与家人讨论#

$0&%-;

$

$$0

"

/$%

&的居民表示从不讨论)在0是否与家人进行

过逃生演练1行为中
/1&'2;

$

))-

"

/$%

&的社区居民表示没有

进行过逃生演练#只有
$-&)2;

$

$0'

"

/$%

&的社区居民进行过

逃生演练)0如果要为突发的灾害事件提前做准备#家庭需要

做哪些准备,1中大部分居民都认为需要多种应对方案#见

表
)

)

表
)

!!

社区居民应对灾害事件不同准备方案的比较$

;

%

应对灾害事件不同准备方案 需要 不需要 不知道

了解居住地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
/-&0 2&( )&-

制定家庭逃生计划
/0&0 /&( )&-

准备逃生物品
/0&0 /&( )&-

进行逃生演练
/'&- $%&0 2&(

A&G

!

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来源
!

''&);

的社区居民获得卫生应

急科普知识途径为电视#

'$&%;

的社区居民通过网络获得卫生

应急科普知识#见表
-

)

表
-

!!

获取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的途径

获取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的途径
,

应答次数$

;

&应答人数$

;

&

电视
20) ''&) )-&(

收音机
01 1&) 2&1

报纸*杂志
121 $2&2 '$&'

家人*朋友口传
$(1 $$&/ 1'&(

网络
2%0 '$&% )1&-

医疗卫生部门
(% 2&2 $$&1

B

!

讨
!!

论

!!

通过卫生应急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的卫生应急能力#能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提高其及时*有效的现场自救和

互救能力#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不良影响)为了减少卫生应急

事件对人们的伤害#提高社区居民卫生应急应对能力#结合调

-%%'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查结果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B&@

!

引导社区居民正确了解平时很少接触的突发事故的应急

处理
!

社区居民对卫生应急科普知识问题总体正确回答率为

))&2);

#说明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的掌握情况不理想)

其中居民对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及经常宣传的卫生应急科普

知识掌握情况较好#但对一些平时很少接触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尽如人意)其中0放射性应急处

理1*0如果误食农药或其他有毒化学物品#正确处理方法1*0毒

气*化学品泄漏正确逃生方法1等项目回答正确率较低#与李莉

等'

'

(

1%$%

年对四川城乡居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调查

分析中显示的一样)分析原因!这部分卫生应急状况在社区居

民的日常生活中较少发生#并且居民较少接触放射性事故应急

处理#误食农药或其他有毒化学品处理#毒气*化学品泄漏逃生

方法等相关知识)只有
0'&-%;

社区居民表示在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时应该拨打急救电话
$11

#说明居民对交通事故急救电

话的知晓率不高)

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加强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的相关教

育#引导社区居民正确了解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特别是一些平

时很少接触的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理)

B&A

!

针对不同人群的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教育工作#偏重点应

有所不同
!

国内现有的文献报道显示地区*职业*年龄*文化程

度*个人经历灾害情况等因素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水

平'

0.-

(

)本文调查发现#经
!

1 检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对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的正确回答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或较小的

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正确回答率相对较低#分析原因!

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其应急科普知识正确回答率较好#原因是

大多数男性喜欢了解不同的知识#视野更广)文化程度较低*

年龄较大或较小这部分居民受年龄*文化程度等的限制#理解

能力相对较差#自我保健意识比较弱#所以获取卫生应急科普

知识的主动性就比较差#对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正确回答率也就

较低)

因此#社区在进行卫生应急科普知识相关教育时#针对不

同人群的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教育工作#偏重点应有所不同#对

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者要注意采取通俗*可行的宣传方

法及时*准确地将核心信息传播给公众#最大限度地满足低文

化程度民众的信息需求)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各种原因#

在突发事件中防护能力相对较差#所以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及幼

托机构应急健康教育#适时开展卫生应急知识竞赛*科技夏令

营*专题讲座等#使其逐步掌握预防*避险的基本技能知识#逐

步把自救逃生演练纳入学校安全教育计划中)注重对女性群

体的卫生应急科普知识教育)

B&B

!

提高社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应用的有效率
!

调查结

果显示#

)2&1;

的社区居民表示很少与家人讨论如何应对灾害

事件#说明社区居民在如何应对灾害事件的重视程度不够)当

问及是否进行过逃生演练时#只有只有
$-&/;

的社区居民进

行过逃生演练)因此#有必要提高社区居民对卫生应急事件的

重视程度#保证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对卫生应

急事件有高度的认识并保持一定警惕性)同时树立起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信心#并且定期进行逃生演练#提高社

区居民卫生应急科普知识应用的有效率)

B&F

!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确实提高社区居民应对突发

公共事件的能力
!

''&);

的社区居民获得卫生应急科普知识

的途径为电视#

'$&%;

的社区居民通过网络获得卫生应急科普

知识#

$2&2;

的社区居民通过报纸*杂志获得#其他是通过医疗

卫生部门*收音机获得)说明社区居民获得卫生应急科普知识

的途径主要是电视和网络)

应用电视*互联网覆盖面广的特点#由专业人士及时提供

准确的卫生应急相关知识#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卫生应急科普

知识的知晓率)

同时社区应该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

健康教育#确实提高社区居民应对卫生应急事件的能力)包括

以下几点#$

$

&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现场专题宣传活动和卫生应

急知识讲座)组织有关医生参加卫生应急管理的现场宣传#在

宣传点设置宣传栏*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标语*发放相关宣

传资料#大力开展公共卫生安全知识进社区活动)$

1

&定期开

展健康教育宣传会议#并向居民宣传卫生应急方面的知识#在

社区树立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宣传0尊重生命#

热爱生活1的理念#普及基本的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技能)

$

'

&结合普法*依法行政等宣传活动#宣传普及有关应急管理的

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公众的法制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综合素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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