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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分析 

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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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疾控之心实施健康教育干预，分析其对结核病工作的防治意义。方法：时间段范围选定为 2019年 05月--2020

年 10月之间，抽选结核病防治科中检测为阳性的患者 140例为对象，依据均分法分成 2组，研究组实施健康教育干预，比较
组实施常规干预，对比组间数据。结果：组间患者在干预之后，其研究组数据显著优于比较组，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中依从性较高的患者有 69 例，占比为 98.57%；比较组中依从性较高的患者有 50 例，占比为 71.43%。前
者数据优于后者，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结核病防治中采用健康教育后，不但可以改善患者的疾病知晓程度，并且也
能够联合医院与社区共同实施教育，以此提高民众对结核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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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结核病的发生是因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引发，
可侵入人体全身各器官

 [1]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结核病

患者以青壮年居多，但目前老年患者及感染耐药菌株的患者
逐年上升，80% 的患者病变部位为肺部

 [2]
。居民自我防控能

力差，是导致疾病普遍发生的关键因 
[3]
。因该疾病具有久治

难愈、传染性强的特点，全球已将其列入了重点防治疾病范
围内

 [4]
。为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提高疾病控制率，本文于

本中心结防科（以下均称结防科）2017年 1月~2018 年 1 月
检出的结核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88例作为样本，观察了健康
教育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时间段范围选定为 2019 年 05 月--2020 年 10 月之间，
抽选结核病防治科中检测为阳性的患者 140 例为对象，依据
均分法分成 2组，纳入的每组患者均为 70例，研究组男性、
女性各有 49 例、21 例，最小年龄 26 岁，最大年龄 43 岁，
均数为（35.05±2.11）岁。比较组男性、女性各有 33 例、
27 例，最小年龄 29 岁，最大年龄 46 岁，均数为（38.12±
1.42）岁。本文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患者均自愿签署
知情同意书，对咱 2 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后无差异性，即 P＞
0.05。 

1.2 方法 

纳入比较组患者展开常规的药物护理，指导患者饮食与
运动。而研究组患者则实施健康宣教工作，即在疾控中心需
要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对结核病的掌握情况；之
后则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可以通过结防科建立的“结核病患
者微信、QQ群”等 APP方式展开教育，主要是将整个辖区的
相关医务人员加入到群组之中，使得医生、护士与病人可以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每天在群中发放疾病知识，症状以及预
防和治疗方法，进一步的加强病人知识宣教与管理工作，还
要加强科室和社区医院间的联系，实现健康档案的建立工作，
以便于追踪，且需要召开宣传大会，或者是下乡入户宣教、
发放健康知识手册等方法对结核病知识加以普及，另外还可
以播放的宣传视频方法实现达到宣传的作用；对于知识教育
内容而言，其内容应该是同调查问卷一致的，不但要让患者
认识到结核病的发病是由于结核杆菌感染造成的还要让患者
知道其传播途径（呼吸道传播为主），为此需要时刻确保患
者的个人卫生以及坚持保证环境始终干净，个人常用的物品
必须要随时展开消毒，保持通风，自己主动实施结核病筛查，
以此实现防治的作用。 

1.3 统计学处理 

SPSS2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实施处理，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t检验，而计数资料则是以百分比进行 

表示，组间的数据对比以χ
2
检验，当 P＜0.05的时候具有临

床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 2组患者的健康知识评分 

组间患者在干预之后，其研究组数据显著优于比较组，
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比较 2组患者的健康知识评分[ X ±s/n] 

2.2 依从性占比分析 

研究组中依从性较高的患者有 69 例，占比为 98.57%；
比较组中依从性较高的患者有 50 例，占比为 71.43%。前者
数据优于后者，P＜0.05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社区和学校是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场所，其群众密集，
传播速度快，一旦出现结核病病例，将会大范围传染，对社
会产生极大危害。对此医务人员和媒体需要大力宣传结核病
对人类带来的危害，让群众明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意义，主
动接受健康教育，积极参与到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全民结核
病防治意识的提升是健康教育的总体目标，应依法规范结核
病人的诊疗及管理，对其实行督导治疗，从而提高治愈率，
减少传染，降低发病率

 [3]
。在社会和学校开展结核病防治知

识的健康教育，可帮助居民及学生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保
证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4]
 

综上所述，实施健康教育干预之后，其在结核病防治工
作中具有明显的效果，不但可以改善患者的疾病知晓程度，
并且也能够联合医院与社区共同实施教育，以此提高民众对
结核病的认识，对疾病预防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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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n 病因得分 症状得分 传播得分 预防得分 治疗得分 

研究组 70 91.1±2.2 93.8±1.6 94.8±0.3 95.6±1.8 96.8±1.9 

比较组 70 83.5±3.7 82.2±2.0 83.0±23.1 85.2±4.2 81.3±4.2 

t  8.9136 10.6255 9.6426 10.0655 13.9527 

P  0.0012 0.0001 0.0007 0.0002 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