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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结核病防治知信行现况,为制订学校结核病防治策略提供理论

依据,为今后评价健康教育效果提供基线资料。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抽取10所学校的3
 

056名学生进行调查。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χ2 检验。多个样本率间

的多重比较采用χ2 分割法。结果 中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74.03%,不同户籍、年级和是否接受过

健康教育的学生总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愿意了解有关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和参加结核病相关

宣传活动的学生分别占97.16%和96.08%;41.42%的学生选择更关心结核病患者,更关心患者态度持有率在

不同性别、学校性质和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生对结核病总体正向

行为率为79.85%,不同学校性质、年级和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学生结核病总体正向行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偏低,正向态度和行为持有率有待进一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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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about
 

tuber-
cul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mong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chool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baseline
 

data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future.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by
 

ourselves.The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on
 

3
 

056
 

students
 

extracted
 

from
 

10
 

schools.The
 

SPSS18.0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χ2
 

test
 

on
 

the
 

data.The
 

multiple
 

comparisons
 

among
 

multiple
 

sample
 

rates
 

adopted
 

the
 

χ2
 

division
 

method.
Results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knowledge
 

among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74.03%.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among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s,grades
 

and
 

whether
 

receiving
 

the
 

health
 

education.The
 

students
 

willing
 

to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bout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tuberculosis
 

related
 

publicity
 

activities
 

accounted
 

for
 

97.16%
 

and
 

96.08%
 

respectively.41.42%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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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e
 

more
 

care
 

for
 

the
 

TB
 

patients.The
 

attitude
 

holding
 

rate
 

of
 

more
 

care
 

for
 

the
 

patient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school
 

natures
 

and
 

whether
 

receiving
 

the
 

health
 

education(P<0.05).The
 

overall
 

positive
 

behavior
 

rate
 

of
 

the
 

students
 

to
 

tuberculosis
 

was
 

79.8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positive
 

behavior
 

rate
 

of
 

tuberculosis
 

among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chool
 

natures,grades
 

and
 

whether
 

receiving
 

the
 

health
 

education(P<0.05).Conclu-
si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among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is
 

low,and
 

the
 

holding
 

rates
 

of
 

posi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tuberculosis;middle
 

school
 

students;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结核病报

告》[1]显示,2018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约1
 

000
万,其中小于15岁的儿童占11%。据《全国传染病网

络直报系统》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
2015年,学生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自

2016年起学生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又有回升。结核病

的控制与公众结核病防治知识、信念和行为有密切关

系,拥有较高知晓率的学生更有可能及时发现结核

病,提高结核病的治愈率[2-3]。知信行水平较低是健

康状况不佳、卫生保健使用效率低、疾病筛查率低和

疾病预防行为不良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4]。《“十三

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5]中提到,到2020年,学生

体检结核病筛查比例要明显提高,公众结核病防治核

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5%以上。为了解深圳市宝安区

中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信念和行为现状,为制订学

校结核病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为今后评价结核病

防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效果提供基线资料,本研

究对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结核病防治知信行现状进

行了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深圳市宝安区87所普通中学在校初一、高一

年级和4所职业技术学校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
行结核病防治知信行现状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宝安区随

机抽取公、民办初中、普通高中学校各2所,每所学校

在新生中分别随机抽取5个班级为调查对象;另随机

抽取公、民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各1所,全部新生为

调查对象。根据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宣传核心知识

(2017版)、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2019
版)和2006年全国公众结核病防治知识、信念、行为

调查问卷等,自行设计针对学生的结核病防治知识信

念行为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含一般情况、对结核病

的知晓情况、与结核病相关的态度、与结核病相关的

行为等部分。调查时采用无记名方式由学生自行填

写问卷,并当场回收。

1.2.2 指标定义

总知晓率:所有调查对象回答正确的条目数之和

与总条目数之比。总条目数为9条核心知识乘以问

卷总数。总知晓率=∑每个调查对象正确回答知识

条目数/(问卷数×9)×100%。核心知识全部知晓

率:全部正确回答9条核心知识的被调查对象人数/
调查人数×100%。单一知识知晓率:正确回答某一

知识的被调查对象人数/调查人数×100%。态度持

有率:持有某种态度对象数/调查人数×100%。行为

持有率:持有某种行为对象数/调查人数×1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录入,
并核查比对。采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描述和χ2 检验。多个样本率间的多重比较采

用χ2 分割法。如无特殊说明,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

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学校10所,调查学生3
 

056名,收回

有效问卷2
 

959份,有效应答率96.83%。其中,男
1

 

680名,女1
 

279名,年龄10~18岁。汉族2
 

855名

(96.49%);深圳户籍学生1
 

066名(36.03%);公办学

校学生1
 

492名(50.42%);初一年级学生972名

(32.85%),普通高一年级950名(32.11%),中职高

一年级1
 

037名(35.05%)。
2.2 结核病核心知识知晓情况

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

为74.03%,其中“充足的睡眠、合理膳食、体育锻炼可

增强对结核菌的抵抗力”知晓率最高(91.55%),“国
家对肺结核的检查和治疗有免费政策”知晓率最低

(52.48%)。9条核心知识全部知晓率为14.97%;有
0.44%调查对象对9条核心知识全部回答错误;回答

正确5条及以上的学生占87.12%,见表1。
对不同性别、户籍、学校性质、年级和是否接受过

健康教育等学生总知晓率进行比较,发现深圳户籍学

生总知晓率高于非深圳户籍学生;接受过相关健康教

育的学生总知晓率高于未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学生;不
同年级之间总知晓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普通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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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总知晓率最高(77.15%),初一年级学生知晓 率最低(70.14%),见表2。

表1  结核病核心知识知晓情况表

条目 答对人数(n) 答错人数(n) 知晓率(%)

肺结核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慢性传染病 2
 

301 658 77.76
 

肺结核病主要通过咳嗽、打喷嚏等产生的飞沫传播 1
 

674 1
 

285 56.57
 

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或咯血,应该怀疑得了肺结核 1
 

979 980 66.88
 

开窗通风可以降低肺结核的传播风险 2375 584 80.26
 

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掩口鼻,戴口罩可以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2
 

331 628 78.78
 

充足的睡眠、合理膳食、体育锻炼可增强对结核菌的抵抗力 2
 

709 250 91.55
 

诊断为肺结核应当主动向学校报告,不隐瞒病情、不带病上课 2
 

596 363 87.73
 

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可以治愈 2
 

196 763 74.21
 

国家对肺结核的检查和治疗有免费政策 1
 

553 1
 

406 52.48
 

合计 19
 

714 6
 

917 74.03

表2  不同类别人群应答核心知识情况表

类别
总答对

题数(n)
总答错

题数(n)
总知

晓率(%)
χ2 P

性别 0.428 0.513

 男 11
 

216 3
 

904 74.18

 女 8
 

498 3
 

013 73.83

户籍 7.313 0.007

 深圳户籍 7
 

195 2
 

399 74.99

 非深圳户籍 12
 

519 4
 

518 73.48

学校性质 0.972 0.324

 公办 9
 

905 3
 

523 73.76

 民办 9
 

809 3
 

394 74.29

年级a 114.919 <0.001

 初一 6
 

136 2
 

612 70.14

 普通高一 6
 

596 1
 

954 77.15

 中职高一 6
 

982 2
 

351 74.81

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 339.060 <0.001

 是 13
 

857 4
 

026 77.49

 否 5
 

857 2
 

891 66.95

  a:不同 年 级 之 间 总 知 晓 率 的 两 两 比 较 采 用 χ2 分 割 法(α=
0.012

 

5),分析发现任意两组之间总知晓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2.3 结核病相关态度

2.3.1 主动寻求结核病知识的态度

2
 

959名调查对象中,97.16%的调查者愿意了解

有关预防结核病的知识,96.08%的调查者愿意参加

结核病相关的宣传活动。
2.3.2 对周围患者的态度

2
 

959名调查对象中有239名对结核病患者态度

做了回答,其中更关心患者的学生占41.42%,与患者

保持正常来往的学生占11.30%,41.84%的学生会与

身边的结核病患者保持一定距离,5.44%的人选择与

其断绝来往。
不同类别比较发现,更关心患者态度持有率男性

高于女性,公办学校学生高于民办学校学生,接受过

相关健康教育的学生高于未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的

学生,见表3。
2.4 结核病相关行为

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对结核病总体正向行为率

为79.85%。其中有93.17%的学生如果得了肺结核

会报告学校,87.73%的学生会主动向家人和朋友宣

传防治肺结核的相关知识,仅58.63%的学生曾主动

了解过有关肺结核的知识。
不同类别正向行为比较发现,公办学校学生正向

行为持有率高于民办学校学生;普通高一年级正向行

为持有率最高,为83.02%;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的学

生高于未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的学生,见表4。

表3  不同类别学生态度情况表

类别
更关心患者

[n(%)]

其他

正常来往(n) 保持一定的距离(n) 断绝来往(n) 合计[n(%)]
χ2 P

性别 5.513 0.019

 男 68(47.55) 15 52 8 75(52.45)

 女 31(32.29) 12 48 5 65(67.71)

户籍 1.266 0.261

 深圳户籍 49(45.37) 9 43 7 59(54.63)

 非深圳户籍 50(38.17) 18 57 6 81(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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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不同类别学生态度情况表

类别
更关心患者

[n(%)]

其他

正常来往(n) 保持一定的距离(n) 断绝来往(n) 合计[n(%)]
χ2 P

学校 4.106 0.043

 公办 68(46.58) 10 60 8 78(53.42)

 民办 31(33.33) 17 40 5 62(66.67)

年级 5.447 0.066

 初一 16(29.63) 9 25 4 38(70.37)

 普通高一 18(37.50) 8 19 3 30(62.50)

 中职高一 65(47.45) 10 56 6 72(52.55)

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 4.116 0.042

 是 70(46.36) 11 61 9 81(53.64)

 否 29(32.95) 16 39 4 59(67.05)
 

表4  不同类别学生正向行为比较情况表

项目 正向行为持有[n(%)] χ2 P

性别 0.052 0.819
 

 男 4
 

020(79.76)

 女 3
 

068(79.96)

户籍 0.007 0.934
 

 深圳户籍 2
 

555(79.89)

 非深圳户籍 4
 

533(79.82)

学校 11.853 0.001
 

 公办 3
 

639(81.30)

 民办 3
 

449(78.37)

年级 58.644 <0.001
 

 初一 2
 

196(75.31)

 普通高一 2
 

366(83.02)

 中职高一 2
 

526(81.20)

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 215.087 <0.001
 

 是 5
 

020(84.21)

 否 2
 

068(70.92)
 

3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结核病防治

知识总知晓率为74.03%,高于金昌市中学生结核病

防治核心信息总知晓率(64.37%)[6]和厦门市湖里区

高一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60.50%)[7],但
与《“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中提到的“到2020
年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5.00%以

上”还存在一定差距[5]。虽然我国早已将结核病防治

知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和“全
国结核病防治规划”,但仍有研究表明,大部分在校学

生未接受过相关的健康教育[8]。学校是一个人群高

度密集的场所,学生生活、学习大多在室内,中学生又

处于结核病高发年龄[9],一旦校内出现传染源,若无

早期发现和控制,极易导致校内交叉感染,造成聚集

性疫情。2006-2017年,全国共报告学校结核病聚集

性疫情约80起,并呈递增趋势[10]。结核病防治知识

知晓率不仅关系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和治疗,也关系健

康人群,特别是易感人群的自我保护。为更好地控制

结核病蔓延,国家对肺结核的检查和治疗设有免费政

策,然 而 知 晓 该 政 策 的 人 仅 占 本 次 调 查 人 数 的

52.48%。此外,不同类别学生分析发现,在校学生结

核病知晓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高,这可能跟高年级

学生受教育程度更高,理解能力更强有一定关系,这
也与周榕榕等[11]的研究相符。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

的学生总知晓率较未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的学生高,进
一步说明了开展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与有效

性。特别是要针对“肺结核相关免费政策、肺结核的传

播方式和可疑症状”等知晓率较低的知识进行宣传教

育。
从学生对结核病防治态度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在

主动寻求肺结核知识上持有积极的态度,这为对其进

一步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这也与陈盛玉[12]的研究

相符。然而,研究发现,更多的学生对结核病缺乏正

确的认识,害怕接触结核病患者,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当代社会,结核病患者受社会歧视的现 象 较 为 普

遍[13];而对结核病传染性的恐惧是造成对结核病患者

歧视的主要原因[14]。研究表明,学生在经过健康教育

后,更多地倾向于帮助患者,远离及害怕传染的比例

降低[12,15]。因此,加强结核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结核病的传染性,消除对结核病患者的

歧视已迫在眉睫。
在结核病防治行为上,调查显示,针对“如果得了

肺结核会报告学校”大多数学生持有正向行为,与江

坤洪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87.73%的学生会主动传

播肺结核防治相关知识,远高于普通民众[8]。学生群

体不仅年轻富有活力,对事物充满激情,且有一定的

文化水平,能够成为优秀的社会传播者。因此,卫生

健康部门应和教育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广大

学生团体的作用,多方式引导学生发挥能动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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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卫”联动,开展校内、校间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传播

活动,扩大结核病防治知识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但值

得注意的是,学生会主动学习肺结核相关知识的行为

较少。在正向行为持有率方面公办学校学生高于民

办学校学生,高年级学生高于低年级学生,接受过相

关健康教育的学生高于未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的学

生。这提示,需重点加强民办学校结核病防治的宣传

教育活动,并转变宣传模式,可以考虑与学校团委、学
生会、志愿者协会等组织一起合作,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主动性。
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在校中学生分

布集中,能接受的知识层次基本一致,又便于组织,有
利于在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健康教育“K-A-P”模型

表明知识和信念是改变行为的基础,提高结核病防治

知识水平可以影响其结核病的防治信念,从而有助于

健康行为的形成[17]。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对结核病

防治知识知晓水平较好的高年级学生,持有正向的结

核病防治行为状况也更好。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探索

建立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长效机制,创新开展形式多

样的结核病健康教育,如利用新媒体传播、情景模拟

角色扮演、同伴教育、学生志愿服务实践等,尤其重视

学生结核病认知的薄弱环节,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需

要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结核病健康教育。让学生寓

教于乐,更好地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

结核病防治的认知和态度,最终在行为上做出积极的

改变。
另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因多种

因素限制未能扩大调查样本数量和范围,期望在后续

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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