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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在校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认知、态度和
行为（简称知信行，ＫＡＰ）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高校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
自编调查问卷，通过微信＋问卷星形式对山东省３所高校１２６８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
息和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的知信行情况。结果　知信行现状方面，认知均分为（１２．２５±１．１９）分，态度（行为技巧）得分
为（３８．１０±４．５７）分，行为（有效行为）得分为（５５．６６±５．３５）分。性别、年级、专业不同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
认知存在差异（Ｐ＜０．０５）。户口类型、是否有医疗保险、目前健康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态度存在差
异（Ｐ＜０．０５）。户口类型、是否有医疗保险、年级、专业、目前健康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行为存在差
异（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认知和行为无相关性（ｒ＝０．０２２，Ｐ＝０．４３１），态度和行为呈正相关
（ｒ＝０．４５０，Ｐ＜０．００１）。大学生采取有效行为的因素为态度（行为技巧）、年级、目前健康状况。结论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总体认知水平较高，态度较积极，多数大学生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控，建议学校根据不同专业、不同
年级、不同健康状况的学生继续加强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知识的宣教，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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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简称“新冠肺炎”）是一种
新发传染病［１］，ＷＨＯ将其命名为“ＣＯＶＩＤ１９”［２］。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ＷＨＯ总干事宣布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ＰＨＥ
ＩＣ）。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ＣＯＶＩＤ１９主要传
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封闭环境

中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人群没有免疫力，普遍

易感。发病时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乏力，少

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等症

状［３］。目前，我国本土新冠肺炎病例虽已得到了

有效控制，但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扩散，我国依

然面临着本土病例散发和境外病例输入的双重风

险［４］。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多，流动性强，且具备

较高的知识储备和较强的实践能力［５］，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认知水平及行为情况在疫情防控过程
中起到重要作用。学校疫情防控关乎千家万

户［６］，鉴于此，本研究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了

解在校大学生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情
况，为大学生制定疫情精准防控策略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山东省３所高校在校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学生范围涵盖文科、理科与医科

三个专业，生源地涉及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山

西省、北京市、重庆市等 ３０个省（市）。本研究所
有调查对象均自愿参与本次调查。删除质控无效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１２６８份，有效率为９０．５７％。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采用经流行病学、统计学、预防
医学等专家共同探讨，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及相关

文献的自编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

调查表和知信行情况调查表。

１）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户口类别、婚姻状况、专业类别、年级、身体健

康状况等。

２）知信行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知识、态度
和行为 ３个部分，包括 ３７个条目，其中认知条目
１４条，态度条目９条，行为条目１２条。

认知部分：调查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基本情况
的了解程度（单选题：１＝回答正确，０＝回答错误；
多选题：０．５＝选中一个正确答案，１＝全部选择正
确，０＝选中错误答案），得分在０～１４分之间，得分
越高表示对ＣＯＶＩＤ１９认识水平越高。

态度部分：调查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态度，
从行为技巧方面进行评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
法（１＝强烈反对，２＝反对，３＝不确定，４＝赞成，５＝
十分赞成），得分在９～４５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态
度越积极。

行为部分：调查大学生疫情期间的行为情况，

从有效的预防措施方面进行评价（１＝无，２＝偶尔，
３＝有时，４＝经常，５＝总是），得分在 １２～６０分之
间，得分越高表示行为越有效。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通过微信＋问卷星形式在网络
平台邀请在校大学生在线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

卷１４００份，本研究要求调查对象完成所有调查项
目，并采用基本信息质控和逆向匹配质控，题目有

缺项、质控题目结果不匹配者，均视为无效问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４．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
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和Ｆ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收集有效问卷 １２７６份，一般人口学特征

见表１。
２．２　大学生ＣＯＶＩＤ１９认知、态度、行为现状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认知得分为（１２．２５±
１１９）分，态度（行为技巧）得分为（３８．１０±４．５７）
分，行为（有效行为）得分为（５５．６６±５．３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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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影响大学生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性别、年级、专业不同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认知存在差异；户口类型、是否有医疗保险、目前

身体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态度存在
差异；户口类型、是否有医疗保险、年级、专业、目前

身体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行为存在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ＫＡＰ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分类 ｎ 知识得分 态度得分 行为得分

性别

　　男 ２０８ １１．９６±１．１９ ３８．６８±４．８７ ５５．５１±５．３２
　　女 １０６０ １２．３０±１．７８ ３７．９９±４．５０ ５５．６９±５．３５
　　ｔ ３．８１８ １．９１０ ０．４５３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７ ０．６５１
户口类型

　　城镇 ５３０ １２．２２±１．２２ ３８．６９±４．６８ ５６．０５±５．３８
　　农村 ７３８ １２．２６±１．１７ ３７．６７±４．４４ ５５．３８±５．３１
　　ｔ ０．６９４ ３．９１３ ２．２０２
　　Ｐ ０．４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医疗保险

　　有 １０８１ １２．２６±１．１８ ３８．２７±４．６１ ５５．８８±５．１９
　　无 １８７ １２．１７±１．２６ ３７．１４±４．２０ ５４．４１±６．０３
　　ｔ ０．９９１ ３．３３６ ３．１２０
　　Ｐ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年级

　　大一 ４５６ １１．９４±１．２２ ３７．８２±４．８１ ５５．４９±５．７２
　　大二 ３９７ １２．２３±１．１２ ３８．１３±４．４８ ５６．２１±５．１０
　　大三 ２２７ １２．４７±１．１１ ３８．４２±４．４５ ５５．６７±５．２０
　　大四 １０５ １２．５６±１．２２ ３７．９３±４．２３ ５５．７０±４．５７
　　大五 ３４ １３．０３±０．９９ ３８．０９±４．５７ ５４．６２±５．１３
　　研究生 ４９ １２．９５±０．９３ ３９．３４±４．０９ ５３．５７±５．６０
　　Ｆ １４．００１ １．０７７ ２．３９３
　　Ｐ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４ ０．０２６
专业

　　文科 ６０５ １２．０３±１．１８ ３８．３３±４．６７ ５６．０５±５．３２
　　理科 １０５ １２．０９±１．２４ ３７．５０±４．８１ ５４．３１±６．１６
　　医科 ５５８ １２．５１±１．１５ ３７．９６±４．４０ ５５．４９±５．１６
　　Ｆ ２５．７９６ １．９５５ ５．２８２
　　Ｐ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１
目前健康状况

　　一般及以下 ６８ １２．２９±１．０５ ３６．３４±４．４５ ５３．５８±６．１８
　　好 ２０９ １２．３４±１．２８ ３７．１５±４．２０ ５４．１１±５．５４
　　很好 ３２４ １２．３５±１．１７ ３７．２０±４．４２ ５４．６９±５．４０
　　非常好 ６６７ １２．１６±１．１８ ３９．０１±４．５８ ５６．８４±４．８８
　　Ｆ ２．１４６ １５．１２６ １８．７１９
　　Ｐ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４　大学生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关
性分析

认知和有效行为：ｒ＝０．０２２，Ｐ＝０．４３１；认知和
行为无相关性；态度和有效行为：ｒ＝０．４５０，Ｐ＜
０００１，态度和行为呈正相关。

２．５　影响大学生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有效行为得分为因变量，将认知总分、态度

得分及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设

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见表２），采用向前逐步法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引入标准为０．０５，剔除标准
为０．１，最终得出大学生采取有效行为的因素为态
度（行为技巧）、年级、目前健康状况（Ｐ＜０．０１）。
见表３。

表２　自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 赋值

性别 男＝１；女＝２

户口类型 城镇＝１；农村＝２

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１；否＝２

年级 大一＝３；大二＝４；大三＝５；大四＝６；大五＝
７；研究生＝８

专业 文科＝１；理科＝２；医科＝３

健康状况 非常差＝１；很差＝２；差＝３；一般及以下＝４；
好＝５；很好＝６；非常好＝７

表３　大学生有效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

归系数
ｔ值 Ｐ

常量 ３２．４６８ １．３９６ ２３．２５０ ＜０．００１

态度（行为技巧） ０．４８５ ０．０３０ ０．４１４ １６．０３８ ＜０．００１

专业 －０．０１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９４５

年级 －０．２４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９ －２．１５８ ０．０３１

健康健康状况 ０．７９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６ ５．３７１ ＜０．００１

　　注：Ｒ２＝０．２３０，Ｆ＝７５．２２３，Ｐ＜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新冠肺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致病性，但在中

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疫情已被较好地控

制，全国各地进入常态化管理，高校人员流动性明

显增加。因此了解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知信行情

况显得尤为重要，相关部门及高校可根据此结果制

定更为精准的疫情防控策略。

本研究结果显示，所调查大学生总体认知水平

较高。女生的认知高于男生，可能由于认知的性别

差异导致女生对ＣＯＶＩＤ１９了解高于男生，与相关
研究结论一致［７８］，也可能是因为女生更关注生活

社会健康问题［９］。越高年级和医科专业的大学生

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认知越高，可能由于高年级大学生
拥有更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更好的知识获取能力，

医科专业大学生拥有更好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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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１０］，对ＣＯＶＩＤ１９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好的认知。
城镇户口大学生态度优于农村户口，有医疗保

险的态度和行为优于无医疗保险的，目前健康状况

好的大学生态度和行为优于目前健康状况差的，可

能由于城乡对新事物或新事件的态度存在差异或

城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相对更为完善，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知识宣教更到位［１］；有医疗保险的大

学生和身体状况好的大学生可能对健康的重视程

度更高，拥有更强的体魄和抵抗力，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有更积极的态度，采取更有效的行为来面对 ＣＯＶ
ＩＤ１９。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态度和行为呈正相关，因此

针对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校方需更加关注在

校大学生的态度情况，加强对学生态度情况的健康

宣教，从而引导学生采取有效行为应对新冠疫情，

学生态度越积极，越有利于疫情防控。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态度好、高年级、目前

健康状况好的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能更好地采取
有效行为。面对ＣＯＶＩＤ１９，校方需针对态度消极、
非医学专业、低年级、身体健康状况相对不良的学

生采取精准化、差异化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宣教工作，及
时准确发布相关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注重信息的权

威性，减弱或消除学生的不良或消极态度，以便引

导其采取有效行为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同时，大学生
需要保持积极良好的态度，提高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
的医学背景知识的了解，并关注自身健康，提高自

身健康水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总体
认知水平较高，态度较积极，多数大学生能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防控，建议相关部门及高校根据不同专

业、不同年级、不同健康状况的学生继续加强差异

化、针对性、精准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健康宣教，以提高对
新冠肺炎的认知、培养积极的态度，有利于大学生

配合和参与疫情防控，同时为制定精准的疫情防控

策略提供参考，以便有效应对疫情的常态化防控。

同时本研究尚存在部分局限性，因疫情紧急，调查

样本数量有限，虽尽可能多地调查不同专业、不同

年级的学生，但此样本可能依然无法代表全国高校

在校生。建议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数量，以获

得更精准的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知信行情况，为常

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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