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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呈世界性流行，不同地区HBV

感染的流行强度差异很大。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球约 20

亿人曾感染过HBV，其中3.5亿人为慢性感染者，每年约有100

万人死于 HBV 感染所致肝衰竭、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

（HCC）。我国卫生部在 2006年全国人群乙型肝炎（以下简称

为“乙肝”）等有关疾病的血清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人群乙肝表面抗原（HBsAg）携带率为7.18％，5岁以下儿童的

HBsAg携带率仅为0.96％，与1992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儿童的

HBsAg 携带率下降显著[1]，表明自 199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儿

童计划免疫管理后，我国儿童乙肝疫苗预防效果较好。为了

更好地控制HBV的传播，有必要提高青少年乙肝疫苗的接种

率和全程接种率。有研究表明，接种针次和感染风险有相关

性，全程接种 3针者相对于未完成全程接种者感染HBV的几

率更低[2-3]。

大学生喜爱运动，又处于性活跃期，易经破损皮肤黏膜和

性接触传播感染 HBV，已成为一类不可忽视的乙肝高危人

群。有研究报道，大学生中HBsAg携带率较高[4]，因此在大学

生中开展乙肝预防工作已刻不容缓。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中

乙肝疫苗接种情况，探讨大学生乙肝疫苗接种行为的影响因

素，为在大学生中有效开展乙肝疫苗免疫策略提供依据，本研

究选择某综合性大学 2012年入学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某综合性大学 2012年秋季入学的理、工、文、医等专业的

本科新生，经新生入学体检后，将乙肝“两对半”全阴的 3 647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结构式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性

别、籍贯、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乙肝相

关知识知晓情况、接种意愿、疫苗信任度等相关问题。由统一

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学生进行访谈，采用匿名方式填写调查

问卷。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方式输入计

算机；运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单因素分析采

用秩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计调查 3 647人，其中男生 1 915人，女生 1 732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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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疫苗接种率为85.66％，接种人群中全程接种率为96.38％。

2.2 大学新生乙肝疫苗接种针次单因素分析

乙肝疫苗接种针次单因素分析详见表1、表2。

表1 家庭因素对大学新生乙肝疫苗接种针次的影响

Tab 1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on HBV in college fresh-

man

变量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 000

1 000～＜2 000

2 000～＜3 000

3 000～＜4 000

≥4 000

父母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父母职业
务农
打工者
企事业单位人员
医务人员

接种≥3针
人数

24

393

918

894

782

3 011

398

743

939

931

186

1 434

1 145

246

占比，％

12.31

53.40

91.52

96.44

99.49

50.89

83.86

91.61

97.59

47.09

81.85

91.38

99.60

接种＜3针
人数

14

50

37

11

1

113

57

40

10

6

27

72

13

1

占比，％

7.18

6.79

3.69

1.19

0.13

7.29

4.51

0.98

0.63

6.84

4.11

1.04

0.40

未接种
人数

157

293

48

22

3

523

327

103

76

17

182

246

95

0

占比，％

80.51

39.81

4.79

2.37

0.38

41.82

11.63

7.41

1.78

46.07

14.04

7.58

0

χ2

752.03

598.36

634.78

P

＜0.05

＜0.05

＜0.05

OR

2.357

8.631

9.348

11.563

3.615

1.981

1.135

4.698

5.746

7.066

表2 大学新生乙肝疫苗接种针次单因素分析

Tab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HBV injec-

tion in college freshmen

变量

性别
男性
女性

乙肝的传播途径认知
正确
错误

乙肝疫苗可否有效预防乙肝
能
不能

乙肝能否治愈
能
不能

周围有无乙肝患者
有
无

接种≥3针

人数

1 540

1 471

2 363

648

2 605

406

1 040

1 971

991

2 020

占比，％

82.88

82.22

92.34

59.56

97.06

42.16

64.56

96.81

99.40

76.23

接种＜3针

人数

65

48

80

33

15

98

108

5

2

111

占比，％

3.50

3.26

3.13

3.03

0.56

10.18

6.70

0.25

0.20

4.19

未接种

人数

253

270

116

407

64

459

463

60

4

519

占比，％

13.62

15.09

4.53

37.41

2.38

47.66

28.74

2.94

0.40

19.58

χ2

2.92

674.37

1 483.23

651.65

269.63

P

＞0.05

＜0.05

＜0.05

＜0.05

＜0.05

OR

0.975

13.268

12.697

6.542

21.561

由表1、表2可见，不同的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文化程度、

父母职业、对乙肝传播途径的认知、对乙肝疫苗的信任、对乙
肝危害的认识均对大学新生乙肝疫苗接种行为有影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和自身对
乙肝相关情况的认知对其接种行为的影响较大，而不同籍贯、

性别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地域及性别不
会影响接种行为。

2.3 大学新生乙肝疫苗接种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个人接种情
况作为有序因变量进行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3。

由表3可知，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父

母就职于企事业单位和医疗系统、周围有乙肝患者、对乙肝传

播途径认识正确者、对乙肝疫苗信任者、对乙肝危害认识正确

者更愿意接种乙肝疫苗。这说明经济因素是大学新生接种乙

肝疫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父母对乙肝的认知、周围

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本人的正确认识与其接种行为密

切相关。

2.4 大学新生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分析

本调查中共有 523人不愿意接种疫苗，其原因依次为：不

愿意、费用高、怕打针、没考虑过、自己小心就不会感染、对疫

苗不放心等。在对523人进行健康教育后，有251人表示愿意

接种，接受率为47.99％；愿意接种的学生表示，接受教育后，其

对乙肝相关知识和危害度有了更正确的认识。

3 讨论
随着乙肝防治政策的完善，我国儿童乙肝接种覆盖率明

显提高，乙肝防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乙肝疫苗免

疫效果的期限性，导致我国青少年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率仅为

45％，乙肝已成为大学生休、退学的一个主要原因[5]。为了更

好地控制乙肝传播，应该在加强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扩大高危

人群的接种。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对大学新生乙肝疫苗的接种

行为影响显著。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疫苗的接种率和接种

针次相应提高，说明乙肝疫苗的价格仍然是提高接种率的一

个障碍，家庭经济收入不高让很多学生不能享受到相应的医

疗服务。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学生接种率也越高，且学生本人

对乙肝的危害也有更高的认识，对疫苗的信任度也越高，这可

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具备更多的医学基本常识、更注

重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父母务农和打工的学生的疫苗接种

率相对较低。本调查结果与朱大伟等[6]的研究结果类似，这可

能是因其父母医疗保健意识薄弱，平常行使预防服务的权利

较少，意愿较低[7-8]，这也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行

为。既往研究也表明，大众对肝炎的相关知识匮乏，尤其是

在校大学生对肝炎知识知晓率较低，预防接种率仅为 30％左

表3 大学新生乙肝疫苗接种多因素分析

Tab 3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HBV in college freshmen

变量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 000

1 000～＜2 000

2 000～＜3 000

3 000～＜4 000

≥4 000

父母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父母职业
农民
打工者
企事业单位人员
医务人员

对乙肝传播途径的认识
乙肝疫苗预防乙肝
乙肝能否治愈
周围有无乙肝患者

β

0.112

0.451

0.513

0.986

0.127

0.513

0.762

0.651

0.825

1.025

0.089

0.364

0.518

0.493

Sx

0.036

0.124

0.139

0.150

0.151

0.167

0.172

0.148

0.152

0.274

0.071

0.069

0.115

0.098

Wald χ2

39.56

46.32

47.68

45.17

16.35

43.64

42.91

56.43

49.27

12.65

32.41

8.67

23.49

33.8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OR

2.394

2.697

3.082

3.354

1.685

2.573

2.633

2.379

1.684

3.025

1.158

1.465

1.371

1.939

95％CI

2.347～3.751

2.178～3.652

2.364～4.517

2.715～4.241

1.159～2.581

1.987～3.059

2.033～3.394

1.643～2.761

1.001～2.353

2.445～3.322

0.982～2.046

1.118～2.291

1.044～2.514

1.349～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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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9-10]。为预防和控制乙肝在大学中的传染，新生入学后应该

尽快开展乙肝感染的控制和预防工作。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对乙肝危害度认知高者更愿意接种

疫苗，且接种针次也较多，特别是周围有乙肝患者和认为乙肝

无法治愈的学生，更愿意接种。这说明大学新生也意识到预

防乙肝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但是，学生

对乙肝的传播途径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部分学生认为一

起吃饭、共同办公、同宿舍居住会传染乙肝，从而造成不必要

的紧张和歧视，这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11-12]。本

研究对523名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学生健康教育结果显示，为学

生提供乙肝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疫苗接种服务是预防大学

生肝炎的有力措施[13]。对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的宣传应注重

正确引导，消除其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同时也要提高其对乙

肝传播途径及危害性的认识和对乙肝疫苗的信任度，而大学

新生进入校园后知识传播的辐射作用，将为推动整个校园及

至周边社区乃至全国的乙肝防控工作发挥作用。

4 结语
有研究显示，对乙肝相关知识缺乏及接种不便利是影响

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的主要因素之一[14]。为此，需要不断加强健

康教育资金、设备的投入，增强健康教育师资力量[15]，有效落实

对大学生的肝健康教育，不断引导大学生成为肝炎教育的主

力军。大学生不仅是各类专业知识的学习者，更是许多知识

的传播者，高校学生社团组织也是大学生传播各类知识的重

要渠道[16]。为了弥补大学生医学知识的缺乏，可以引导大学生

成立健康教育社团组织，如健康教育志愿者组织，通过加强对

社团成员的健康教育，使其逐渐成为健康教育宣传的主力军，

让其不断影响周围的人群，让更多的人了解健康知识，同时也

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健康教育的行列。同时，政府部门应对家

庭贫困人员实行接种经费补贴或免费接种，以有效降低乙肝

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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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近日，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主办、广东省

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协办的全国药检系统应急管理及增

强社会管理能力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来自全国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检验机构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采用集中讲座、观看录像、分组讨论等多种方式，以

会代训，全面学习贯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

安全事件防范应对规程（试行）》和全国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

理工作座谈会精神，交流和推广各地应急检验经验，探讨构建

适应食品药品监管新模式的应急检验技术支撑体系，研究提

升应急检验效率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对全面提高科学应对、从

容应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水平起了

很好的指导作用。

会议全面分析了食品药品应急检验工作的特点，强调应

急检验管理是加强社会管理、确保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关乎重

大民生、经济和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安全事件防范重

在“防范和应对”，重中之重在于“应对”，这是应急检验的核

心，也是全国药检系统的职责所在。

会议要求，全国食品药品检验系统要提高对应急检验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以科学监管理念和“为民、求是、严谨、创新”

的科学检验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强化检验能力建

设，发挥全国食品药品检验系统的职责、功能与作用，通过推

行交叉检验、平行检验，形成合力，作好应急检验的思想储备、

技术储备、经验积累和精神体现，确保随时妥善应对各类食

品、药品、医疗器械突发事件，为不断提升我国食品药品监管

力、保护和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做出努力和贡献。

全国药检系统应急管理及增强社会管理能力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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