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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大学生对宫颈癌、ＨＰＶ及疫苗认知情况
与接种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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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某高校大学生对宫颈癌和ＨＰＶ相关知识的认知现状，了解大学生接种ＨＰＶ疫苗的意
愿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医学院两个校区大学生，就宫颈癌、ＨＰＶ及其疫
苗认知情况与接种意愿进行电子问卷调查。结果　共获得２２８５份有效问卷。大学生对宫颈癌、ＨＰＶ及其疫苗
的认知得分中，最低分０分，最高分２５分，平均（１１．４５±５．７８５）分；愿意接种的占８３．３％，不愿意接种的１６７％。
其中，女性（ＯＲ＝４．９４２，９５％ＣＩ：３．８８３～６．２９１，Ｐ＜０．００１）、对国家免疫计划内疫苗信赖程度高（ＯＲ＝１３６９，
９５％ＣＩ：１．１６０～１．６１６，Ｐ＜０．００１）、ＨＰＶ及其相关知识得分较高（ＯＲ＝１．０３９，９５％ＣＩ：１．０１７～１．０６２，Ｐ＜
０００１）、认为ＨＰＶ疫苗是安全（ＯＲ＝１．９６３，９５％ＣＩ：１．４９８～２．５７２，Ｐ＜０．００１）大学生接种意愿高。结论　大学
生对于宫颈癌、ＨＰＶ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不够深入，还存在很多误区。较高的 ＨＰＶ相关知识水平和 ＨＰＶ疫苗
的安全性的提高是大学生接种ＨＰＶ疫苗的主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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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世界上最致命，但又是容易预防的女
性癌症之一，每年导致约 ２７万人死亡［１］。根据

２０１８年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ｃｅｒ的最新统计数据，宫颈癌发
病率与死亡率均占女性恶性肿瘤第四位［２］。人乳

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１６／１８型的
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３４］。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ＩＡＲＣ）表示，ＨＰＶ疫苗接种能有
效保护妇女免受 ＨＰＶ１６和 ＨＰＶ１８这两种病毒引
起的慢性感染。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逐步年轻

化，其中 ２６～３５岁人群发病率最高［５］。现代大学

生的性行为观念更加开放，而婚前性行为是 ＨＰＶ
感染的高危因素。因此，大学生需要对宫颈癌、

ＨＰＶ及其疫苗等相关知识进行全面、正确地认识，
及时地接种ＨＰＶ疫苗，充分、有效地保护好自己。
本研究通过调查某高校大学生对宫颈癌、ＨＰＶ相
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分析他们对于 ＨＰＶ疫苗接种
态度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高校更好地进行宫颈癌

防治宣教工作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９年３月，以某医学院两个校区大学一年

级（大一）到大学五年级（大五）的在校学生为研究

对象。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共获得调查问卷２６０３
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２８５份，有效率为８７．７８％。大
一至 大 五 分 别 为 ６５８人 （２８．８％），５７２人
（２５０％），５２０人（２２．８％），３１６人（１３．８％），２１９
人（９．６％）；男生６８５人（３０．０％），女生 １６００人
（７０．０％）；年龄１７～２６岁；学历以本科为主。
１．２　抽样方法

在预调查基础上，采用分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

结合的方法。先以年级进行分层，再在各年级的各

个专业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

１．３　调查问卷
１．３．１　基本情况调查表　为自行设计表格。共有
１２个问题，包含年龄、性别、层次、年级、专业、家庭
所在地、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每月的家庭总收

入、每月平均消费、目前的恋爱状态、对国家计划免

疫内疫苗的态度等。收集大学生的人口学资料。

１．３．２　宫颈癌、ＨＰＶ及其疫苗认识情况与接种意
愿调查表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内容制作参照文
献［６８］，主要包括三部分：对宫颈癌和 ＨＰＶ的认知
（共１６题）、对 ＨＰＶ疫苗的认知（共 ７题）、接种
ＨＰＶ疫苗的意愿及原因（共４题）。分析时将所有
题目将正确答案赋值１分，错误答案赋值０分，累
积相加得到对ＨＰＶ相关知识的认知总得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和分

析，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或 Ｆ检验，分类资料
采用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对宫颈癌、ＨＰＶ及其疫苗的认知情况
大学生对宫颈癌、ＨＰＶ及其疫苗的认知得分

（以下简称ＨＰＶ认知得分）中，女生平均得分明显
高于男生；大四和大五年级的学生平均得分较高，

专业中以预防医学和护理学的学生平均得分最高。

ＨＰＶ认知得分在不同年龄、性别、学历层次、年级、
专业、父亲学历、目前的恋爱状态等方面，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基本情况的大学生ＨＰＶ认知得分情况

项目／分类 ｎ／％ 认知得分（珋ｘ±ｓ） Ｆ／ｔ Ｐ

年龄（岁）

　１７～
２０～
２３～２６

６６５／２９．１
１３１７／５７．６
３０３／１３．３

９．７９±５．８２３
１１．７０±５．７３１
１４．００±４．７４８

６１．０８１ ０．０００

性别

　男
　女

６８５／３０．０
１６００／７０．０

１０．３２±６．２４５
１１．９４±５．５０７

－５．８６３ ０．０００

层次

　本科
专升本

专科

２０７４／９０．８
１０７／４．７
１０４／４．６

１１．３１±５．８３５
１４．４２±４．１３７
１１．２１±５．４３８

１４．９８９ ０．０００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６５８／２８．８
５７２／２５．０
５２０／２２．８
３１６／１３．８
２１９／９．６

９．７６±５．９１７
９．７２±６．０１５
１２．８５±４．８２３
１４．０５±５．１７２
１３．９８±４．３４４

６８．１９３ ０．０００

专业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精神卫生

护理学

中西医

口腔医学

其他医学

非医学

７３３／３２．１
１８０／７．９
１７０／７．４
４７９／２１．０
１３７／６．０
１８１／７．９
１２３／５．４
２８２／１２．３

１１．８５±５．７２１
１４．０３±４．５６４
９．４６±５．７０７
１３．２４±５．１０７
８．９６±５．８１６
９．８６±５．６５２
９．１７±５．３８９
１０．１７±６．２４０

２７．３８３ ０．０００

家庭所在地

　城市
　农村

１０１３／４４．３
１２７２／５５．７

１１．４７±５．８８４
１１．４４±５．７０７

０．１２６ ０．８９９

父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或中专及以上

１１９８／５２．４
１０８７／４７．９

１１．２１±５．７４９
１１．７１±５．８１５

－２．０５１ ０．０４０

母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或中专及以上

１４３７／６２．９
８４８／３７．１

１１．３７±５．７５０
１１．５９±５．８４４

－０．８６６ ０．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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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基本情况的大学生ＨＰＶ认知得分情况（续）

项目／分类 ｎ／％ 认知得分（珋ｘ±ｓ） Ｆ／ｔ Ｐ

每月平均消费（元）

　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９１９／４０．２
１１００／４８．１
１８９／８．３
７７／３．４

１１．４７±５．６５４
１１．４３±５．８４６
１１．６８±５．８６９
１０．８７±６．３０２

０．３６８ ０．７７６

目前的恋爱状态

　未谈恋爱
约会但关系不稳定

稳定的恋爱但没有同居

稳定的恋爱且同居

已婚

１５７８／６９．１
７７／３．４
５９８／２６．２
１８／０．８
１４／０．６

１１．０６±５．８１
７１２．４８±５．０２８
１２．３８±５．６７０
１２．１１±５．５９３
８．９３±６．１４５

７．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２．２　大学生ＨＰＶ疫苗接种意愿
大学生对ＨＰＶ疫苗的接种意愿在性别、专业、

目前的恋爱状态、对国家计划免疫内疫苗的态度和

对ＨＰＶ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等方面具有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１９０４名学生表示愿意接种ＨＰＶ疫
苗，其中，１７４６人（９１．７％）认为接种 ＨＰＶ疫苗可
以降低感染 ＨＰＶ的风险。在 ３８１名不愿意接种
ＨＰＶ疫苗的学生中，７４．８％的学生觉得 ＨＰＶ疫苗
的价格太高。在所有学生中，９０．９％的学生认为
ＨＰＶ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可促使他们接种该疫
苗。见表２、３。

表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对接种ＨＰＶ疫苗的
意愿比较（ｎ／％）

项目／分类 ｎ 愿意接种 χ２ Ｐ

性别

　男
　女

６８５
１６００

４５５／６６．４
１４４９／９０．６ ２０１．１６３ ０．０００

层次

　本科
　专升本
　专科

２０７４
１０７
１０４

１７２２／８３．０
９３／８６．９
８９／８５．６

１．５０４ ０．４７１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６５８
５７２
５２０
３１６
２１９

５５６／８４．５
４７０／８２．２
４３７／８４．０
２６７／８４．５
１７４／７９．５

４．０６９ ０．３９７

专业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精神卫生

护理学

中西医

口腔医学

其他医学

非医学

７３３
１８０
１７０
４７９
１３７
１８１
１２３
２８２

５９６／８１．３
１４６／８１．１
１４５／８５．３
４３３／９０．４
１０５／７６．６
１５３／８４．５
１０５／８５．４
２２１／７８．４

３０．４４０ ０．０００

家庭所在地

　城市
　农村

１０１３
１２７２

８５２／８４．１
１０５２／８２．７ ０．７９８ ０．３７２

每月平均消费（元）

　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９１９
１１００
１８９
７７

７６０／８２．７
９２９／８４．５
１５０／７９．４
６５／８４．４

３．４６９ ０．３２５

目前的恋爱状态

　未谈恋爱
约会但关系不稳定

稳定的恋爱但没有同居

稳定的恋爱且同居

已婚

１５７８
７７
５９８
１８
１２

１３１４／８３．３
６２／８０．５
５０７／８４．８
１３／７２．２
８／６６．７

９．８５９ ０．０４３

对国家计划免疫内疫苗的态度

　完全信赖
比较信赖

不太信赖

比较不信赖

完全不信赖

３１４
１４１８
４６２
８２
７

２６４／８４．１
１２０１／８４．７
３８２／８２．７
５３／６４．６
４／５７．１

３０．３８１ ０．０００

对ＨＰＶ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完全了解
比较了解

不太了解

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４３
６６３
１１９４
２２５
１６０

３４／７９．１
５８２／８７．８
９８７／８２．７
１８２／８０．９
１１９／７４．４

２０．６０５ ０．０００

表３　大学生ＨＰＶ疫苗接种意愿及促进因素

　　项目／分类 ｎ／％

愿意接种原因

　自己受益 １５３４／８０．６
　伴侣受益 １１３５／５９．６
　降低感染ＨＰＶ的风险 １７４６／９１．７
　担心已经感染ＨＰＶ ２５０／１３．１
不愿意接种原因

　男性不需要接种ＨＰＶ疫苗 ２１８／５７．２
　疫苗的安全性 １９９／５２．２
　疫苗的价格 ２８５／７４．８
　疫苗的有效性 ２３９／６２．７
　朋友或家人的反对 ３７／９．７
促进接种因素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接种计划 ２０７６／９０．９
　国家健康保险可（部分）支付疫苗接种费用 １７６１／７７．１
　家人或朋友支持接种疫苗 １３８５／６０．６
　有宫颈癌家族史（直系亲属） １１５９／５０．１

２．３　大学生接种ＨＰＶ疫苗意愿的多因素二元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是否愿意接种 ＨＰＶ疫苗为因变量，
采用前进法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把对大学生接
种ＨＰＶ疫苗意愿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以及
每月的家庭总收入情况、是否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

属患过宫颈癌、ＨＰＶ相关知识认知得分、ＨＰＶ疫苗
是否安全作为自变量输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中。变量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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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见表４。
经４次迭代，性别、对国家计划免疫内疫苗的

态度、ＨＰＶ相关知识认知得分、认为 ＨＰＶ疫苗是
否安全（Ｐ＜０．００１）最终进入模型，模型总判对率
为８３．３％。进入模型中的变量的ＯＲ值均＞１。见
表５。

表４　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

是否愿意接种ＨＰＶ疫苗 愿意＝１，不愿意＝０
性别 女＝１，男＝０

对国家计划免疫内疫苗的态度

　
完全不信赖＝０，比较不信赖＝１，不太信赖
＝２，比较信赖＝３，完全信赖＝４

ＨＰＶ相关知识认知得分 定量变量

认为ＨＰＶ疫苗是否安全 是＝１，否＝０

表５　大学生愿意接种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Ｂ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值 ＯＲ９５％ＣＩ
性别 １．５９８ １６８．５０１ ＜０．００１ ４．９４２ ３．８８３～６．２９１
对国家计划免疫内疫苗的态度 ０．３１４ １３．８３６ ＜０．００１ １．３６９ １．１６０～１．６１６
ＨＰＶ相关知识认知得分 ０．０３８ １２．１９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３９ １．０１７～１．０６２
认为ＨＰＶ疫苗是否安全 ０．６７４ ２３．８７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６３ １．４９８～２．５７２
常量 －０．９１９１１．５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９９ —

３　讨论

我国大学生对ＨＰＶ的知晓率一直处于较低的
水平，原因可能在于各个高校没有足够重视对大学

生进行ＨＰＶ相关知识的教育，并且当代大学生专
业课繁重，对宫颈癌、ＨＰＶ等相关知识的关注较
少［１０１４］。本文结果显示，在２２８５名被调查者中，自
我评价为缺乏ＨＰＶ相关知识的占６９．１％，ＨＰＶ认
知得分的低分占比与近期张洁等［９］对广州市大学

生调查结果相比，比例明显减少，说明大学生对

ＨＰＶ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已有提高，但关于宫颈
癌、ＨＰＶ及其疫苗了解深度还不够，仅仅停留在初
步了解阶段。

本文发现预防医学和护理学学生的ＨＰＶ相关
知识的认知水平高于其他各专业，对于护理专业而

言，主要原因可能是近期本校护理学专业同学参加

了全球第二届 “ＨＰＶ知晓日”活动，激起了对 ＨＰＶ
相关知识学习的积极性，说明学校举办有关宣教活

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 ＨＰＶ认知水平作用显著；其
次，护理学院以女生为主，女生对 ＨＰＶ、ＨＰＶ疫苗
的了解程度较高，并且表现出的知识水平明显高于

男生［１５１７］。对于预防医学专业而言，认知高的原

因可能在于其课程系统而全面，注重学习疾病的机

制与预防措施，以及疫苗的相关知识。

郝艳会等［１８］研究发现大学生对 ＨＰＶ疫苗的
综合知晓率为１８．４７％，综合接种意愿为７１．８４％，
而在２０１９年张静若的研究结果中，大学生对 ＨＰＶ
疫苗的了解率已接近５０％，并且疫苗接种意愿达
到了８４．１％［１９］。本文结果显示，男生和女生的接

种意愿为 ６６．４％和 ９０．６％，分别高于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２０］研究的香港男学士学位学生对 ＨＰＶ疫苗的
接受程度（２３．３％）和庞震苗等［２１］研究的广州女大

学生对 ＨＰＶ疫苗的接种意愿（４９．４％）。说明大
学生对ＨＰＶ疫苗的接受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逐渐增强。

本文通过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女生接
种ＨＰＶ疫苗的意愿是男生的４．９４２倍，可能与男
生不知道自身也可以接种ＨＰＶ疫苗［２２］，认为ＨＰＶ
感染只能引起宫颈癌有关，可见男生对 ＨＰＶ相关
知识的学习需要加强。２０１４年，ＷＨＯ就已表明男
性接种ＨＰＶ疫苗可减少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２３］。

此外，高危型ＨＰＶ（ＨＰＶ１８、３１、１６、５１、５９和７３等）
还与阴道癌、肛门癌和外阴癌等密切相关［２４］，可

见，男生接种 ＨＰＶ疫苗，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可
保护自己的性伴侣。此外，大学生对国家计划免疫

内疫苗的信赖程度与接种ＨＰＶ疫苗的意愿是成正
比的，因此，我国需要对ＨＰＶ疫苗中的各个环节进
行严格把关，提高人们的信任度［２４］。

综上所述，虽然当今社会的信息教育已逐步完

善，大学生对 ＨＰＶ感染的警惕性有所提高［２６］，但

对宫颈癌、ＨＰＶ的相关知识停留在较表浅的层面
上。而且，ＨＰＶ疫苗的价格、安全性以及有效性仍
是阻碍大学生接种 ＨＰＶ疫苗的主要原因［２７］，同

时，大学生又是ＨＰＶ感染的潜在人群。因此，我国
应加大ＨＰＶ疫苗的宣传，加快 ＨＰＶ疫苗的研发，
使其价格降低，提高接种率，宫颈癌在不远的将来

成为人类通过注射疫苗、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

施来预防以致消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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