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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居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和满意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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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重庆市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和满意度,为进一步提高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提供参考依据和对策。方法 于2020年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调查重庆市居民

1
 

924例,选用自制的《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和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匿名调查。结果 1
 

924例调查

对象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知晓率为16.22%,各单项服务项目中,知晓率最高的是儿童健康管理

(87.53%),知晓率最低的是中医药健康管理(5.61%);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满意度为82.59%,
各满意度调查条目中,对“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便利程度”满意度最高(87.54%),而对“服务人员的服务技

术水平”满意度最低(75.23%);总体知晓情况与总体满意情况呈正相关(rs=0.28,P<0.01)。结论 重庆市

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和满意度低,建议采取措施提高重庆市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关键词]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满意度;重庆

[中图法分类号] R1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1)21-3732-04

Survey
 

study
 

on
 

awareness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of
 

Chongqing
 

residents
 

on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TAN

 

Tao1,DENG
 

Yu2△,PNEG
 

Bin3

(1.Chongqing
 

Health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enter,Chongqing
 

401120,China;
2.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Section
 

of
 

Prevention
 

Medicine,Chongqing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ollege,Chongqing
 

401331,China;3.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Section
 

of
 

Health
 

Statistics,
Public

 

Health
 

College,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of
 

Chongqing
 

residents
 

on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and
 

strategy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Methods 
 

A
 

total
 

of
 

1
 

924
 

residents
 

in
 

Chongqing
 

City
 

were
 

surveyd
 

by
 

adopting
 

the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in
 

October
 

2019.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n
 

residents'
 

aware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was
 

used
 

for
 

anonymous
 

investigation.
Results Among

 

1
 

924
 

respondents,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the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
 

items
 

was
 

16.22%.In
 

each
 

single
 

service
 

item,the
 

highest
 

awareness
 

rate
 

was
 

the
 

children's
 

health
 

management
 

(87.53%),and
 

the
 

lowest
 

awareness
 

rate
 

w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management
 

(5.61%).
The

 

total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
 

items
 

was
 

82.59%.Among
 

all
 

items
 

of
 

the
 

satisfaction
 

survey,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
 

conveniece
 

degree
 

for
 

obtaing
 

the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
ices

 

"
 

was
 

the
 

highest
 

(87.54%),whil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service
 

technology
 

level
 

of
 

service
 

person-
nel"

 

was
 

the
 

lowest
 

(75.23%).The
 

total
 

awaren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s=
0.28,P<0.01).Conclusion The

 

awareness
 

rate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residents
 

in
 

Chongqing
 

City
 

on
 

the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
 

items
 

are
 

low.It
 

is
 

suggested
 

that
 

adopting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rate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residents
 

in
 

Chongqing
 

City
 

on
 

the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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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从2009年实施以

来至今已10年有余,但国民健康水平仍没有实质性

好转[1],据2019年的中国国民健康与营养大数据报

告显示,70%的国民有过劳死的危险、76%的白领亚

健康,同时慢性病患病率达23%,死亡数占总死亡数

的86%,慢性病平均每年新增病例近2倍,且疾病越

来越年轻化。面对国民健康现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值得深思,而知晓

率、满意度关注居民感受到的服务质量和最终的服务

效果,是反眏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的主要指标,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知

晓率和满意度调查,了解目前重庆市居民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率和满意度现状,为进一步提高

服务质量提供参考依据和对策。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于2020年8月选择在重庆市连续居住满

6
 

个月、年龄18
 

岁及以上且听力正常、思维正常、无意

识障碍、不论是否为流动人口的居民为调查对象。本

次调查中的重点人群指:孕产妇、0~6岁儿童家长、老
年人(65岁以上)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1.2 调查抽样方法

1.2.1 抽样方法

为保证样本代表性,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即,重庆38个行政区县,根据重庆市城市规划“一圈

两群”发展战略分:都市圈(21个)、渝东北城镇群(11
个)、渝东南城镇群(6个),共3个区域,按分层等比例

抽样(约1/5比例)在每个区域分别随机抽取都市圈4
个,渝东北2个,渝东南1个,共7个区县;每个区县

分城镇和农村两层,各层于街道和集市上对当地符合

条件的居民进行现场调查。

1.2.2 样本含量计算

关于样本含量的估计,本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结合对从事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领导专家及服务

人员定性咨询,估计重庆市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知晓率为10%~80%,取最低知晓率为10%,按照

α=0.05的水平,取允许误差d 为总误差的15%,即
d=10%×15%=1.5%。样本含量按照统计学公式

估算:n=μ
2×p×q
d2 =

1.962×0.1×0.9
0.0152

≈1
 

537,考虑

调查对象存在问卷条目漏填漏答等无效回答情况,选
择调查对象2

 

000例,然后等额分配到7个区县城镇

和农村,即7个区县各自城镇和农村居民调查140~
150例。

1.2.3 调查方法

在“问卷星”[2-3]里设置好《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知晓率和满意度调查问卷》,产生调查问卷二维码。遴

选工作责任心强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员,对其进行统一培

训,调查员告知被调查者调查问卷的内容和目的获得其

知情同意后,当场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登录
 

“问卷星”
 

填写问卷,最后登录“问卷星”对问卷进行整理,剔除无

效问卷,导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最终调查居民

2
 

057例,有效问卷1
 

924例,问卷有效率为93.5%。

1.3 调查内容

采用自制的《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和满

意度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3个部分,(1)居民基本

情况,如性别、年龄、居住地区、居住时间、人群类型,
等。(2)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调查,该部分

调查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4类15个

项目)的知晓情况,条目有:是否知道健康档案服务及

是否免费、是否知道健康教育服务及是否免费,等30
个条目。本研究定义的知晓是指不仅居民知道该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而且还知道该服务是免费的;关
于是否总体知晓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有项目,本研究

参考国内学者相关研究[4-6],将调查居民知晓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数≥6个者定义为总体知晓。(3)居
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调查,条目有“获得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便利程度”满意程度、“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对改善健康的作用”满意程度、“服务人员的服务

技术水平”满意程度等,共5个条目。调查居民5个

条目满意个数≥3个者定义为总体满意[7-8],反之定义

为总体不满意。整个问卷条目及各部分条目Cron-
bach'α系数依次为:0.693、0.625、0.795、0.802。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2007及SAS9.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

统计学分析,调查条目采用率及构成比进行统计描

述,不同人口学特征之间率或构成比差异性检验采用

独立样本χ2 检验,总体知晓率和总体满意度之间相

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重庆市居民有效例数1
 

924例,其中男

1
 

027例,占53.38%,女897例,占46.62%;年龄

(45.42±21.98)岁,其中18~44岁年龄段682例,占
35.45%,45~64岁年龄段814例,占42.30%,65岁

及以上年龄段428例,占22.25%。1
 

924例调查对象

中,城镇居民995例,占51.72%,农村居民929例,占
48.28%;当地户 籍(长 期 居 住)人 口 数825例,占
42.88%,非当地户籍(流动人口,但居住有6个月以

上)人口数1
 

099例,占57.12%;重点人群793例,占
41.22%,一般人群1

 

131例,占58.78%。

2.2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情况

2.2.1 居民对公卫服务项目各单项知晓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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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4例重庆市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总体知晓率为16.22%(312/1
 

924)。调查对象对

各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差异悬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12
 

564.94,P<0.01)。各单项服

务项目中,知晓率最高的是儿童健康管理(87.53%),
其次 是 预 防 接 种 (86.02%)、孕 产 妇 健 康 管 理

(75.73%)、老年人健康管理(61.75%);知晓率最低

的是中医药健康管理(5.61%),其次是健康素养促进

行动(6.19%)、卫生计生监督协管(6.96%)、传染病

和突然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95%);其他项目

的知晓率在10.08%~18.25%。见表1。
表1  居民对公卫服务项目各单项知晓情况统计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知晓

例数(n)
知晓率

(%)
χ2 P

儿童健康管理 1
 

684 87.53 12
 

564.94 <0.01

预防接种
 

1
 

655 86.02

孕产妇健康管理
 

1
 

457 75.73

老年人健康管理 1
 

188 61.75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351 18.25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高血压) 307 15.96

健康教育
 

294 15.27

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 287 14.92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 284 14.76

免费提供避孕药具 206 10.71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194 10.08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

处理
153 7.95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
 

134 6.96

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119 6.19

中医药健康管理
 

108 5.61

2.2.2 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对公卫服务项目总体知

晓率情况

1
 

924例重庆市居民中,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及

不同人群特征的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总体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5岁以上人群高于

18~64岁人群(χ2=4.71,P=0.03);城镇居民高于

农村居民(χ2=12.57,P<0.01);重点人群高于一般

人群(χ2=20.93,P<0.01)。见表2。

2.3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情况

2.3.1 居民对公卫服务满意度情况

1
 

924例重庆市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总

体满意度为82.59%(1
 

589/1
 

924)。调查对象对各条

目满意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8.89,P<
0.01),其中对“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便利程度”
满意度最高(87.54%),其次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

改善健康的作用”(85.91%),而对“服务人员的服务

技术水平”满意度最低(75.23%)。见表3。

2.3.2 不同特征居民对公卫服务项目总体满意度

情况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调查对象对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总体满意度情况统计见表4所示,由此可知,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不同居住性质及人

群类别的调查对象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总体满

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对公卫服务项目总体

   知晓率情况

人口学特征
总例数

(n)
知晓

例数(n)
知晓率

(%)
χ2 P

性别 2.82 0.09

 男 1
 

027 153 14.90

 女 897 159 17.73

年龄 4.71 0.03

 18~44岁 682 92 13.49

 45~64岁 814 136 16.71

 ≥65岁 428 84 19.63

地区 14.17 0.01

 都市圈城镇 569 110 19.33

 渝东北城镇 284 54 19.01

 渝东南城镇 142 26 18.31

 都市圈农村 531 75 14.12

 渝东北农村 265 34 12.83

 渝东南农村 133 13 9.77

居住性质 0.60 0.44

 当地户籍 825 140 16.97

 非当地户籍 1
 

099 172 15.65

人群分类 20.93 <0.01

 重点人群 793 165 20.81

 一般人群 1
 

131 147 13.00

表3  居民对公卫服务满意度情况

调查条目
满意

例数(n)
满意度

(%)
χ2 P

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便利程度 1
 

684 87.54 128.89 <0.0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改善健康的作用 1
 

653 85.91

服务人员的服务技术水平 1
 

447 75.23

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 1
 

530 79.52

愿意继续接受服务 1
 

549 80.51

2.4 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和满意度

相关性分析

将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否总体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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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表示“否”,X=1,表示“是”)与是否总体满意

(Y=0,表示“否”,Y=1,表示“是”)进行Spearman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呈正相关(rs=0.28,P<
0.01)。

表4  不同特征居民对公卫服务项目总体满意度情况

人口学特征
总例数

(n)
满意例数

(n)
满意度

(%)
χ2 P

性别

 男 1
 

027 847 82.47 0.02 0.89

 女 897 472 82.72

年龄

 18~44岁 682 566 82.99 1.05 0.59

 45~64岁 814 658 84.15

 ≥65岁 428 365 85.28

地区

 都市圈城镇 569 473 83.13 0.64 0.98

 渝东北城镇 284 232 81.69

 渝东南城镇 142 116 81.69

 都市圈农村 531 442 83.24

 渝东北农村 265 217 81.89

 渝东南农村 133 109 81.95

居住性质

 当地户籍 825 695 84.24 2.75 0.10

 非当地户籍 1
 

099 894 81.35

人群分类

 重点人群 793 667 84.11 2.16 0.14

 一般人群 1
 

131 922 81.52

3 讨  论

3.1 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分析

重庆市1
 

924例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总体知晓率为16.22%,高于郝爱华等[9]2019年报

道的广东省2
 

100例居民总体知晓率13.52%,但低

于徐诗雨等[10]2017年报道的安徽省733例居民总体

知晓率21.86%,且不同地区居民总体知晓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28.29,P<0.01)。但与这两地

区[9-10]一样,重庆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

水平较低,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中医药健

康管理、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传染

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居民知晓率更

低,不到10%。居民低知晓率现状表明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在人群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居民

不知晓,没有获得感,这也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已开展10年有余,但国民

健康水平确没有实质性好转。可见还应通过各种渠

道(如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网络、公交场所等)大力宣

传,让广大居民了解知晓,促进居民积极参与。
3.2 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分析

重庆市1
 

924例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总

体满意度为82.59%,高于郝爱华[9]等2019年报道的

广东省2
 

100例居民总体满意度75.19%,但低于纪

艳等[11]2019年报道的安徽省578例居民总体满意度

87.2%,低于刘辉等[12]2016年报道的甘肃省1
 

688例

居民总体满意度90.11%,且不同地区居民总体满意

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4.61,P<0.01)。虽然

重庆市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总体满意度尚

可,但与其他地区[11-15]一样,重庆市居民对卫生服务

人员的服务技术水平满意度低,提示重庆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还需注重自身服务能力的提升,需
通过加强培训进修等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

与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居民对公共卫生服务

的满意度,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
3.3 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虽从重庆市抽样调查了1
 

924例居民,了
解其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和满意情况,并与

其他省份相关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弥补了重庆市这

方面研究报道的空白。但对居民公共卫生服务知晓

情况的调查,缺乏知晓途径方面的调查,研究深度有

待进一步加深。同时对居民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的

调查发现居民对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技术水平

满意度低,提示重庆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服务能

力还有待提高,但欠缺对其服务能力进行定量调查研

究,这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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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情况选择适合个体的药物和剂量。
3.3 提高社区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几点建议

3.3.1 加强对社区医务人员的培训

医务人员要了解中老年人的生理特征,根据其身

体条件和代谢特征设计合理的用药方案,以提高疗

效、降低药物不良反应率[9]。根据中老年人用药原则

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做到医师与药师共同指导患者

合理用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10]。
3.3.2 对高血压患者开展高血压及用药知识教育

健康教育不仅可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还可预防

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应采用生动、活泼的教育

方法,如图片宣传、动画演示、组织座谈会等,使其了

解控制血压对预防卒中及冠心病等的重大意义并掌

握正确的用药方法。
3.3.3 对中老年人进行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指导

2017年美国高血压指南更加强调以生活方式干

预为主的非药物治疗措施在防控高血压中的重要地

位。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对高血压患者生活方式干

预的健康教育仍是薄弱环节[11]。医务人员首先应指

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低钠、低热量、低脂肪

饮食,增加高钾饮食,忌烟、酒,保证充足的睡眠,规律

锻炼身体,控制体重等;其次应鼓励中老年人多参加

社区活动,既可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也可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有益身心健康;最后还需指导患者进行

自我心理调整,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总之,提高中老年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对高血

压的治疗至关重要,建议加强对社区医务人员的培

训,对中老年高血压患者开展高血压及用药知识教

育,并进行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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