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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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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提出 

甘肃省人口委科研所2004年调查显示，甘南藏区妇女病患病率高达78%，

住院分娩率只有11%左右，调查点文盲率70.7%,不孕症9.8%,妇女避孕率

52.2% ,有病不看医生的妇女占54.2%,从未查过妇女病者占55.4%,而76.1%的

妇女不知道无保护的多性伴会造成生殖道感染。调查还显示该地区住院分娩

率低,而分娩造成的外阴撕裂少;年轻人性伴较多,而性病少;妇女产后不休息,

而子宫脱垂少;家庭接生多,而破伤风少。流行病分析认为妇女患病率高的原

因是由于他们缺乏生殖健康知识,月经期间不用月经纸而习惯用旧棉絮代替,

多是感染造成的。妇女有病不看医生并不是经济困难，而是劳动强度大没有

时间看病和不知道不看病会造成严重后果。外阴撕裂少和子宫脱垂少是由于

藏族妇女长年劳动体质较好。性病少是由于那里比较封闭，与外界交往少有

关。科研所在陇南市武都县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这里患滴虫性阴道炎的妇女

达40%。流行病分析结果是由于当地妇女都习惯在一个涝池里洗内裤，互相传

染造成的。 

省人口委2001年在徽县、泾川县、渭源县和敦煌市的调查显示，出生缺

陷发生率16.40‰。专家们做了易患因素分析，结果有2个主要原因，一个是

缺乏叶酸、蛋白质等营养素，另一个是妇女怀孕前3个月和怀孕后3个月接触

农药和化肥造成的。 

同年，经济条件较好的榆中县和金塔县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调查结

果，妇女病患病率60%以上。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与专家及基层干部进行了座

谈，他们讲，榆中县妇女有个习惯，洗完内裤不能在外面晒，只能在室内晾

干，主要是怕老公公看见不礼貌。基层干部讲，县邮电局一个妇女把内裤晾

在铁丝上，老公公没有注意从下面钻过去了，正好被婆婆看见了，婆婆每天

都骂这个媳妇，后来媳妇要跳楼被人拦住了。专家们在金塔县调查后讲，只

要给妇女讲一个知识，妇女病就能减少一半，就是教他们夫妻同房前要洗，

同房后要排尿。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缺乏健康知识，于是,省人口委决定在这

些地方开展健康教育。 

项目的发展策略。 

首先是调查群众需求，寻找满足需求的途径，明确项目的切入点和突破

口，刺激群众满足需求的欲望，使群众为了满足需求而积极参与项目，解决

人们参与项目的热情问题。其次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新的工作机制，

用机制保证项目落实，用信息化使工作机制更规范和具有操作性。换句话说

就是把项目的一部分工作切出去，让别的部门去干，用别的部门的钱完成项

目的任务。如扶贫部门实施的少生快富项目，民政部门的农村独生子女户、

二女户合作医疗免费项目等。第三是开发领导层。这里所说的领导，既包括

党政领导，特别是县级领导，又包括人口委一把手。第四 争取群众对项目措

施的“知情同意”。通过对项目的咨询、宣传和培训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意

识（激活内需），调动群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决不能搞硬性摊派式服务。

第五要争取妇联、卫生等部门和宗教上层人士的支持，动员他们宣传实施项

目的好处，为项目开展创造条件。 

在具体干预项目切入点的选择上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①项目实施后群

众的受益感要强，否则计划生育干部忙忙碌碌，群众并不在乎。②技术可支

持。选择干预项目时要考虑本地的技术力量经过短期培训后是否能够完成任

务。③经费可支持。选择干预项目时要考虑当地的财政支持能力。④项目可

持续。项目实施中要注意对当地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专家不能代替当地

人员做项目。⑤群众乐于配合。要尽量尊重群众一些好的历史习俗。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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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效果好的项目。⑦项目要与当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根据藏族群众居住

分散和流动作业的实际，每县成立1-2个流动服务队，依托流动服务车，开展

妇女病查治、避孕节育手术及宣传、咨询，同时注重同伴教育⑧组织流行

病、妇女病专家和社会学家对妇女病进行病因学、社会学分析，有针对性的

开展健康教育。 

项目的实施 

1、在甘南藏区的健康教育。 

一是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8个县各选择了一个项目乡和一个对照乡，采取

妇女病检查与访谈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基线调查和项目的预实验。基线调查的

内容包括项目任务涉及的现状调查、群众对项目认识、接受程度的调查；服

务机构、人员能力的调查等。访谈包括对妇联干部、当地医生、活佛、乡村

管理人员、妇女代表、男性代表的访谈。二是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专家

组，编写了项目文本。三是开展培训。包括对领导的培训，对培训者的培

训，对项目管理者的培训和对群众的培训。除在当地举办培训班对领导、项

目管理者、群众进行培训外，在省生殖保健院和妇幼保健院为项目县、乡技

术人员举办了每期3个月的进修班3期，使他们掌握了妇女病检查和B超、妇科

治疗仪、乳腺诊断仪、化验、咨询等技术。省生殖保健院成立了性科学健康

教育基地，对技术人员开展了性咨询知识培训。针对部分群众不愿面对医生

咨询性问题的情况，教育基地设计了性咨询软件，让群众面对电脑自动回答

他们提出的性问题。四是宣传、咨询激活内需（群众对满足需求的欲望），

通过内需推动项目。在州、县电台、电视台开设生殖健康专栏。每个乡镇至

少有5个生殖健康知识黑板报或宣传栏，每个季度更换一次内容。同时以人口

学校为基地，定期开展生殖健康知识培训讲座。宣传主要内容为生殖健康、

晚婚晚育、住院分娩、优生优育等知识。动员群众按法定年龄结婚、生育和

晚婚晚育，积极推广住院分娩，认真落实节育措施，降低早婚率，提高住院

分娩率和节育措施落实率、有效率。通过新闻媒体、婚育学校、宣传栏、宣

传品向群众宣传项目的意义、作用和实施方法；通过咨询室、入户随访对群

众开展相关知识的咨询。通过典型个案宣传，使群众能看到参与项目的好

处。向领导宣传项目的意义，提高政府领导对项目工作的认同率、关注率、

知晓率、参与率、支持率，为项目工作创造条件。五是确定项目指标体系。

即：2年内完成项目县县服务站、乡服务所规范化改造和建设；项目县中小学

普遍开设生理卫生课；项目县每年妇女病检查人数占育龄妇女人数的30%以

上，长效节育措施基本稳定；生殖健康宣传品入户率达到100%；婚育学校对

妇女的生殖健康教育和入户宣传咨询两项合计人数每年要占到育龄妇女的20%

以上；住院分娩率每年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早婚率每年降低10%以上；妇女

不洁卫生习惯改变每年10%以上；安全套推广有明显效果；项目县建立完整的

项目档案。 六是省人口委分三次给每个县投入13万元（共计104万元）项目

经费。七是从改变群众卫生习惯入手进行干预。项目县乡都给妇女免费发了

月经纸、宣传品，讲了课。 

干预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调查发现妇女病并没有减少。专家们又一次到

项目点调查，终于找到了项目失败的原因是80%的妇女没有穿内裤的习惯，虽

然免费发了月经纸，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用。省人口委又给各县下拨了专项经

费，给群众免费发内裤、月经纸、宣传品和讲课。为了增加项目的科学性，

我们请社会学家对项目进行了评估。社会学家作了大量社会调查，走访了基

层干部、活佛、男性牧民，做了400个妇女的“24小时活动图（从早上起床到

晚上睡觉每一个小时都在干什么）”，提出了改进项目的建议。①藏族妇女

一般早晨4点起床，挤牛奶、加工牛奶、做饭、喂孩子、放牛羊、割草等，夜

里10点睡觉，每天工作17—18个小时，劳动强度大（男性相对轻松），加之



多数妇女不识字，人口部门发给的宣传品没有精力看，也不认识字。项目工

作者应该一边帮助妇女干活，一边给她们讲卫生知识。②藏族妇女住帐篷，

生活环境比较潮湿，加上她们习惯席地而坐，不穿内裤便于通风，有其历史

合理性。如果改变她们不穿内裤的历史习惯，不通风容易造成感染。建议月

经期间动员她们穿内裤、用月经纸，之后仍恢复其历史习惯。③男性藏族群

众讲，在藏区男女分工有其历史合理性，男性虽然劳动强度没有女性大，但

是男性从事的都是危险职业，如有时放羊过程中受到狼的攻击，甚至被狼吃

了。过去草场边界纠纷，打架的都是男性。外出打工也多为男性，生活的压

力多在男性身上。女性们的看法大体和男性一致。所以项目不能过多干预男

女分工。④群众给寺院大量捐款，加重了群众负担，也是影响群众就医的因

素之一。但这种习惯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能作为项目干预的内容，否则活佛

不支持项目就难以开展。根据社会学家的建议，我们对项目作了调整。提出

了项目工作者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给其讲解生殖健康知识。提出了年终考

核中的“两个不算数”，即干部没有对群众开展面对面宣传，群众不知道优

惠政策和生殖健康知识内容的不算数。政策和生殖健康知识没有写在组社固

定宣传标语里的不算数。提出项目要尊重群众合理的历史习惯，与宗教和睦

相处。又经过2年的干预，效果很好。目前正在做试点终线调查，同时已在面

上推广。 

2、在武都、徽县等地的健康教育。 

2004年省科研所的专家对武都县、乡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县乡技术

人员给群众讲课、发宣传品。改变了群众到涝池洗内裤的卫生习惯，切断了

传染源。对患病者发药治疗，一年后全部痊愈。徽县2001 年开始开展了健康

教育和营养素补充，到2005年出生缺陷发生率由16.40‰降到了13.00‰。 

讨论 

健康教育项目是提高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不少农牧民妇女由于宫

颈糜烂等生殖道感染不能上环，通过健康教育项目群众的保健意识增强了，

主动治疗了妇女病，节育率也就上去了，生育率自然也就下来了。健康教育

项目是贯彻以人为本，推广人性化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方法。1994年国际人发

大会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其中之一是“关心你的人民，人口问题就会自然

得到解决”，甘肃省人口委提出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可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活动

结合起来，就是要通过健康教育项目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步拉

近计划生育工作者与群众的距离，减小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为提高妇女健

康水平，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开展健康教育项目有

利于发展经济。西部地区有不少贫困家庭是因病而贫的,妇女病是其中之一,

而妇女又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另外,妇女生殖道感染得不到治疗也会增加爱滋

病和性病感染的几率。通过健康教育解决了群众的健康问题，社会生产力会

大大提高，家庭会更幸福，社会就会更和谐。开展健康教育项目有利于提高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前几年各县

已经有不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通过参与各类项目，与省里的专家合作总

结经验、撰写论文，其中一些因此而提高了能力，晋升了高、中级职称，甘

肃计划生育系统高级职称人员由2001年的9名发展到现在的120名。开展健康

教育项目有利于更好地树立政府的国际形象。项目能使计划生育这个在国际

上，特别是人权领域敏感的问题非敏感化。因为实施项目是通过为群众开展

各种服务，改变群众的生育观念，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达到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的。另外随着项目的深入，生育数量

配额的概念会逐渐弱化（甘南州已于2001年在全省率先取消了生育间隔，

2004年全省取消了生育间隔），有利于树立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总之，突出地区特点，因地制宜是项目工作的基本原则；人民群众的态

度是项目的核心，也是项目实施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

设及功能的发挥是项目的基础；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群众的知情同意是项目的

前提；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建立计划生育自己的专家队伍和专业队伍是项目

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生殖保健服务是项目的重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项目



的必要补充；处理好有偿与无偿的关系是项目进一步发展的灵魂；需求调

查、宣传培训、咨询指导是激活项目的催化剂；满足群众需求，提高群众满

意率，从而更好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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