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Clinical Medicine，国际临床医学（ 2 ）  2020，04                        ·综述· 

·57· 

中江县女性对 HPV 疫苗的认知情况和接种意愿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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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中江县女性对 HPV 疫苗的认知情况以及对 HPV 疫苗的接种意愿，分析影响其接种意愿的因素，为 HPV 疫
苗的推广和接种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随机抽取德阳市中江县凯江镇女性居民 309 人以问卷自填和询问形式进行调查。结果：
309 名调查对象中，80.91%女性居民听说过 HPV，55.99%的女性听说过 HPV 疫苗，78.32%的女性居民愿意接种，4.21%

的女性已经接种过该疫苗。结论：大多数的女性对 HPV 及其疫苗的有一定的了解，但目前该地区女性 HPV 接种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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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9 月 24 日，国家卫健委等 10 部门印发《健康中
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提出加强
HPV 疫苗接种的科学宣传，促进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
毒（HPV）是导致宫颈癌发病的主要因素

[1]
。在中国女性的生

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第 1 位
[2]
。

全世界每年约有 53 万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大概 27 万人死
亡

［3］
。研究表明，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 HPV 感染和宫颈

癌发生，二价、四价和九价 HPV 疫苗已在我国上市
[4]
。本调

查通过了解当地女性居民对 HPV 疫苗的认知程度和接种意愿，
为 HPV 疫苗在当地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德阳市中江县凯江镇女性居民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内容 

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被调查
女性基本情况②对 HPV 及其疫苗的认知情况（认知程度，认
知途径）③对 HPV 疫苗的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 

1.3 调查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以问卷自填式和询问形式调
查被抽中对象，完成问卷后立即收回。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1 录入数据，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分析方法包括：卡方检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309 名调查对象中德阳户籍和暂住人口占 97.7%。已婚的
有 243 人，占 78.6%。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初中及以下者共 72

人，占 23.3%，高中及职高人数为 39 人，占 12.6%，中专或
大专以上者有 93 人，占 30.1%。本科及以上的有 105 人，占
34.0%。家庭月平均收入情况，高收入（>10000）有 51 人，
占 16.5%，中等收入（2000-10000）有 233 人，占 75.4%，低
收入（<2000）有 25 人，占 8.1%。 

2.2 调查对象对 HPV 及疫苗的认知情况 

2.2.1 对 HPV 的认知情况 

参与调查的309名对象中，有260人(80.11%)听说过HPV。
260 名知道 HPV 者对 HPV 的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见表 1)。其
中对性伴侣多且无避孕套使用习惯易感染 HPV 的知晓率最高，
占 59.55%，而仅 30.45%的人知晓感染过 HPV 不一定会患宫颈
癌。 

 

 

 

 

表 1 调查对象对 HPV 的知晓度 

认知内容 知晓率（%） 

HPV 的感染途径 58.9 

感染过 HPV 不一定会患宫颈癌 30.45 

初次性行为年龄过早（<16 岁）易感染 HPV 46.28 

性伴侣多且无避孕套使用习惯易感染 HPV 59.55 

子宫颈癌发生的原因是 HPV 的持续性感染 44.66 

2.2.2 对 HPV 疫苗的认知情况及途径 

309 名调查对象中，252 名知道 HPV 疫苗的，认知途径大
多是通过周围人聊天（49.51%）和网络（45.95%）得知，其
次是新闻媒体（33.66%），相关书籍（29.45%）、学校讲座
（22.33%）。其中 185（60.19%）名调查对象知道接种 HPV 疫
苗后能预防部分宫颈癌。 

2.2.3 对 HPV 疫苗的接种意愿及态度 

309 名调查对象中，有 252 名（81.55%）既往听说过 HPV

疫苗，242名（78.30%）愿意接种 HPV疫苗，而仅 16名（5.18%）
接种过该疫苗。调查发现仍有 65（26.04%）名调查对象不知
道 HPV 疫苗的接种途径。 

2.3 影响 HPV 疫苗接种的因素 

从单因素分析，第一次性生活年龄（X
2
=1.119，P=0.043）、

婚姻状况（X
2
=8.232，P=0.008）、是否了解 HPV(X

2
=28.295，

P<0.001)、是否了解 HPV 疫苗（X
2
=32.276，P<0.001）、是否

做过宫颈癌筛查（X
2
=3.680，P=0.022）是影响 HPV 疫苗接种

的主要因素。（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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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 HPV 疫苗接种的单因素分析情况 

 愿意接种 接受率（％） X
2
值 p 值 

年龄组(岁)   17.822 0.685 

18 岁以下 

18-25 岁 

26-30 岁  

31-40 岁 

41 岁以上 

2 

62 

60 

73 

33 

66.6 

89.86 

84.34 

81.11 

54.69 

  

第一次性生活年龄   1.119 0.043 

小于等于 16 岁 

16-25 岁 

大于等于 25 岁 

无 

3 

180 

33 

26 

100 

66.6 

84.62 

81.25 

  

婚姻状况   8.232 0.008 

已婚 

未婚 

183 

59 

75 

90.77 

  

最高学历   19.856 0.067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职高 

中专或大专 

本科及以上 

39 

33 

80 

90 

54.17 

84.62 

86.02 

85.71 

  

家庭月平均收入   10.910 0.153 

2000 元以下 

2000-5000 元 

5000-10000 元 

10000-20000 元 

20000 元以上 

16 

82 

99 

39 

6 

64 

71.93 

83.19 

88.64 

85.71 

  

是否了解 HPV   28.295 <0.001 

是 

否 

94 

149 

88.68 

73.40 

  

是否了解HPV疫苗   32.276 <0.001 

是 

否 

71 

171 

89.87 

74.34 

  

是否有做过宫颈癌筛查  3.680 0.022 

是 

否 

130 

112 

78.79 

77.78 

  

3 讨论 

3.1 加大 HPV 疫苗的宣传 

此次调查中，仍有一小部分人从未听说过 HPV 疫苗，大
部分人通过与周围人的交谈以及网络知晓相关信息。香港一

项有关 HPV 疫苗接种的调查表示，在宣教后愿意接种 HPV 疫
苗的比例大幅上升

[5]
。各级机构可以借助相应平台扩大宣传，

相关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学校平台加大宣传力度，与各级医院
合作，普及宫颈癌相关知识，同时宣传 HPV 疫苗的作用和价
值，政府也从各个角度出发，利用社会各界力量，增加对 HPV

疫苗的宣传力度，相关媒体可以加大有关 HPV 疫苗和宫颈癌
的宣传，并通过各类网络平台传播，这对疫苗的推广有重大
意义。 

3.2 推进 HPV 疫苗的接种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上市３种 HPV 预防性疫苗，即二价疫
苗、四价疫苗和九价疫苗

［6］
。本次调查有 78.32％的愿意接

种 HPV 疫苗，但仅有 4.21％的人群完成了接种，反映出该地
区女性对 HPV 疫苗接种意愿高、接种率偏低的情况，这与以
前的一些结果相似

［ 7,8 ］
。接种 3 针的较高且不纳入医保，费

用是影响当代女性接种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显示有 26.04%

名对象不知道接种途径，还有对 HPV 及 HPV 疫苗的了解程度
也是影响接种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相关部门应采取有力
措施，通过从上到下的宣传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制定，推进
HPV 疫苗的实际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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