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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冬春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抬头期间武汉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及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对武汉市664名某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

新冠肺炎认知调查表、新冠病毒疫苗认知调查表、新冠病毒疫苗态度调查表。结果：高职学生对新股病

毒疫苗接种态度的总平均分为(3.18 ± 0.92)分。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是否愿意做核酸检测、新冠肺炎信

息了解程度、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重点人群、接种地点、不良反应是影响高职学生对新

股病毒疫苗接种态度的因素(β = −0.13~0.39，均P < 0.05)。结论：武汉市某高职院校学生对新冠病毒疫

苗的接种态度处于中等水平，且受核酸检测、新冠肺炎了解程度、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越高等多方面影

响，提示高校应采取针对措施提高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从而尽快达到群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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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ttitud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VID-19 vaccinati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Wuhan during the rise of Covid-19 epidemic in winter and 
spring.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664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Wuhan 
were investigated. 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general information, the cognitive 
of Covid-19, the cognitive of Covid-19 vaccine, the attitude of Covid-19 vaccine. Results: The over-
all average scor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Covid-19 vaccine was (3.18 ± 
0.92).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willingness to do nucleic acid test, the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COVID-19, perceived COVID-19 threat to health degree, key population, 
vaccination site,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COVID-19 vaccine (β = −0.13~0.39, P< 0.05). Conclusion: The inocula-
tion attitude of students in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n Wuhan to COVID-19 vaccine was at a me-
dium level, and it was affected by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he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Covid-19, 
and the higher degree of threat to health.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oculation attitude to Covid-19 vaccine, so as to achieve 
group immunity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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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冬春季到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安全有效的疫苗是

预防病毒性疾病的最有力手段[1]，我国从 7 月份以来已有多个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简称“新冠病毒疫苗”)
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2] [3]。研究表明形成新冠肺炎群体免疫所需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为人群的 55%至 82% 
[4] [5]，因此了解群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至关重要。 

现阶段已有针对意大利[6]、英国[7] [8]、美国[9] [10]和马来西亚[11]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或

接种意愿的调查。在我国 2020 年春季针对昆明市某医院门诊就诊患者进行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意愿调查

[12]。现阶段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加重，虽然我国群众对其他各类疫苗接种总体处于支持的态度[13]，但是

我国群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尚未被充分调查研究，并且尚未有针对武汉市学生群体的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相关调查。 
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武汉市某高职院校大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现状水平及影响因素，为

高职院校开展有针对性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宣传教育提供依据从而在人群中尽快达到群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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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运用网络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法，对武汉市某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

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1~27 日。采用 Kandell 的样本估计方法，样本量为问卷条目数的 10 倍。本次调查

问卷共 36 个条目，并考虑 20%的问卷填写不合格率，故设定本次样本含量为 432。共回收问卷 692 份，

有效问卷 66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00%。调查征得信阳师范学院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2.2. 方法 

调查问卷是由检索并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8] [11] [14]，并且基于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的情况，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新冠病毒疫苗会议记录[15]，结合武汉某高校在校大学生

的实际情况，请相关专家予以修改意见后最终形成的。问卷由 4 部分组成：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

龄、性别、民族、生源地、宿舍常住人口数、每月生活费、年级、是否愿意做核酸检测、是否曾经做过

核酸检测、是否被诊断过新冠肺炎及是否家人或朋友呗诊断过新冠肺炎共 11 道题。2) 新冠肺炎认知调

查表：包括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自感新冠肺炎对精神健康威胁

程度、自感今后感染新冠肺炎的易感程度共 4 道题。3) 新冠病毒疫苗认知调查表：用于调查高职学生对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认知。该调查表包含 3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重点人群维度(3 个条目)指高职学生感

知自身居住及健康条件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影响程度；接种地点维度(3 个条目)指高职学生感知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地点对接种的影响程度；不良反应维度(4 个条目)指高职学生感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良反应

对接种的影响程度。4) 新冠病毒疫苗态度调查表：用于调查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共 4
个条目。 

新冠病毒疫苗认知调查表和新冠病毒疫苗态度调查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无、较小程度、一般程度、

较大程度、非常大程度，分别赋值为 1~5 分。计算调查表各维度平均得分及问卷平均得分，各维度平均得

分 = 维度总分/维度条目数，问卷平均得分 = 问卷总分/总条目数。本次研究中，新冠病毒疫苗认知调查

表各维度 Cronbachα 系数为 0.897、0.911、0.797，新冠病毒疫苗态度调查表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57。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例数、均数 ± 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单因素方差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方法分析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的影响因素，以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及认知情况 

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的总平均分为(3.18 ± 0.92)分，处于中等水平。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

苗认知调查表中，重点人群维度的总平均分为(2.54 ± 1.00)分，接种地点维度的总平均分为(1.84 ± 0.89)
分，不良反应维度的总平均分为(2.06 ± 0.77)分。 

3.2. 高职学生一般资料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得分的比较 

被调查的 664 名武汉高职学生中，不同的每月生活费、是否愿意做核酸检测的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

疫苗态度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其中，每月生活费为 1000~1500 元的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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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于其他生活费的学生；愿意做核酸检测的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高于不愿意做核酸检测的学

生。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attitudes to COVID-19 vaccination among 664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general data ( x s± ) 
表 1. 664 名高职学生一般资料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得分的比较( x s± ) 

组别  人数 态度得分 t/F 值 P 值 

年龄 ≤18 309 3.22 ± 0.85 1.04 0.300 

 >18 355 3.15 ± 0.97   

性别 男 498 3.21 ± 0.91 1.42 0.157 

 女 166 3.09 ± 0.94   

民族 汉族 652 3.19 ± 0.92 1.32 0.188 

 其他 12 2.83 ± 0.96   

生源地 城市 140 3.28 ± 0.99 1.47 0.142 

 农村 524 3.15 ± 0.90   

宿舍常住人口数 ≤4 182 3.18 ± 0.95 0.06 0.953 

 >4 482 3.18 ± 0.91   

生活费(元/月) <1000 127 3.01 ± 1.03 3.97 0.019 

 1000～1500 419 3.23 ± 0.86   

 ≥1500 118 3.10 ± 0.97   

年级 一年级 418 3.16 ± 0.93 0.54 0.590 

 二年级 246 3.20 ± 0.90   

是否愿意做核酸检测 是 579 3.26 ± 0.88 5.77 <0.001 

 否 85 2.61 ± 0.99   

是否曾经做过核酸检测 是 406 3.14 ± 0.94 1.09 0.278 

 否 258 3.23 ± 0.87   

是否被诊断过新冠肺炎 是 6 2.63 ± 1.38 1.49 0.137 

 否 658 3.18 ± 0.91   

是否家人或朋友被诊断过新冠肺炎 是 8 3.00 ± 1.51 0.34 0.744 

 否 656 3.18 ± 0.91   

3.3. 高职学生新冠肺炎认知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得分的比较 

被调查的 664 名武汉高职学生中，不同的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

度、自感新冠肺炎对精神健康威胁程度、自感今后感染新冠肺炎的易感程度的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

态度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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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attitude scores of COVID-19 cognition to COVID-19 vaccination among 664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 x s± ) 
表 2. 664 名高职学生新冠肺炎认知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得分的比较( x s± ) 

组别  人数 态度得分 F 值 P 值 

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 无 12 1.56 ± 0.96 12.65 <0.001 

 较小程度 48 2.95 ± 0.99   

 一般程度 379 3.16 ± 0.82   

 较大程度 174 3.35 ± 0.91   

 非常大程度 51 3.31 ± 1.13   

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 
无 10 1.56 ± 0.92 9.85 <0.001 

较小程度 9 2.47 ± 1.06   

 一般程度 42 3.02 ± 0.84   

 较大程度 202 3.17 ± 0.82   

 非常大程度 402 3.25 ± 0.93   

自感新冠肺炎对精神健康威胁程度 
无 18 2.28 ± 1.33 4.84 0.001 

较小程度 34 3.05 ± 1.08   

 一般程度 139 3.15 ± 0.73   

 较大程度 242 3.21 ± 0.83   

 非常大程度 232 3.25 ± 1.01   

自感今后感染新冠肺炎的易感程度 
无 287 3.01 ± 1.04 5.18 <0.001 

较小程度 269 3.34 ± 0.77   

 一般程度 95 3.22 ± 0.83   

 较大程度 7 3.46 ± 0.47   

 非常大程度 7 2.83 ± 1.37   

3.4. 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的总平均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8 个变量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自变量赋值方式为：每月生活费(<1000 = 1，1000~1500= 2，≥1500 = 3)；是否

愿意做核酸检测(是 = 1，否 = 2)；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无 = 1，较小程度 = 2，一般程度 = 3，较大程

度 = 4，非常大程度 = 5)；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无 = 1，较小程度 = 2，一般程度 = 3，较

大程度 = 4，非常大程度 = 5)；自感新冠肺炎对精神健康威胁程度(无 = 1，较小程度 = 2，一般程度 = 3，
较大程度 = 4，非常大程度 = 5)；自感今后感染新冠肺炎的易感程度(无 = 1，较小程度 = 2，一般程度 = 3，
较大程度 = 4，非常大程度 = 5)；重点人群(连续型变量)；接种地点(连续型变量)；不良反应(连续型变量)。
结果显示，是否愿意做核酸检测、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重点人群、

接种地点、不良反应是影响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的因素(P 值均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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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COVID-19 vaccination 
(n = 664) 
表 3. 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态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 = 664) 

常数与自变量 B 值 标准误 β值 t 值 P 值 

常数 1.51 0.28  5.36 <0.001 

是否愿意做核酸检测 -0.36 0.10 −0.13 −3.77 <0.001 

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 0.15 0.04 0.13 3.68 <0.001 

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 0.13 0.05 0.11 2.59 0.010 

重点人群 0.35 0.04 0.39 10.09 <0.001 

接种地点 −0.10 0.04 −0.09 −2.22 0.027 

不良反应 0.12 0.05 0.10 2.35 0.019 

注：R2 = 0.265，调整 R2 = 0.256，F = 29.46，P < 0.001。 

4. 讨论 

武汉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关系到能否充分调动学生群体积极接种疫苗从而达到群体

免疫。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某高职院校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在我国

患者群体调查中愿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门诊患者占绝大多数[12]。针对六个国家的急诊科医务人员调查

显示三分之二的医务人员愿意给子女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在马来西亚群众中有一半的参与者明确表达

了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意愿[11]。在意大利群体调查中有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意大利群众比例为 59%，

但是 Palamenghi 等人根据既往意大利群体对疫苗接种意愿与实际接种行为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指出意

大利群体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意愿的比例较低尚且达不到群体免疫所需的接种率[6]。被调查的武汉高职

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尚处于中等水平的原因可能为：1) 现阶段国内冬季疫情虽有抬头趋势但

是总体而言武汉市高职学生群体对国内疫情防控处于乐观的心态；2) 高职学生对自身身体状况及校园生

活环境处于较为放心的状态。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愿意做核酸检测的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高于不愿意做核酸检测

的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态度。可能原因为不愿意做核酸检测的武汉高职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及

预防事情处于消极态度。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武汉高职学生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越高对新冠病毒疫苗

的接种态度越高。在国内人群中针对新冠肺炎信息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了解程度为中低水平，

尤其是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的了解程度最差[16] [17] [18]。美国成年群众中的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他们的医疗

保健人员建议他们进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9]。因此，针对武汉高

职学生需要在校园公众号或者班级群中积极散布关于新冠肺炎及新冠病毒疫苗的全面信息技资讯，以提

高学生群体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及接种率[11]。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武汉高职学生自感新冠肺炎对身体健康威胁程度越高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

度越高。这与其他结果相类似，Williams 等人[8]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的健康威胁程度是促进英国老年人及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因素之一。新冠肺炎具有高度传染性、对健康威胁较大，以及

对可能死于新冠肺炎的恐惧，使得英国老年人及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更加乐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并认

为新冠病毒疫苗可以帮助维持长期健康获得抗体和免疫新冠肺炎[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武汉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认知方面，重点人群维度处于较低水平，即武汉

高职学生感知自身生活及健康水平较高，自身不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高危人群。Wong 等人[11]针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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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群众的调查显示，尽管许多人担心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但相对较少的人认为自己是感染的高风险人

群。这表明有必要提高高职学生对新冠肺炎感染风险的认识。因为在许多传染病暴发中，高风险认识转

化为预防行动，并被发现可加强流行病控制[19]。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高职学生感知自身越是重点人群，

越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更高。这与其他结果相类似，马拉西亚群众感知新冠肺炎易感性越高与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意愿增加有关[11]。因此，高职院校对学生新冠肺炎卫生干预项目的重点是增加学生对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益处的认识和对新冠肺炎易感性的认识。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武汉高职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的认知方面，接种地点维度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高

职学生自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难度越小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越高。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武汉高职学

生对新冠病毒疫苗不良反应的认知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其他结果相类似，在急诊医务人员调查结果中由

于新冠病毒疫苗不良反应而选择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只占总调查人数的 20%，明显低于由于 H1N1 疫

苗不良反应而选择不接种 H1N1 疫苗占总调查人数的 80% [1]。可能是因为在本次调查期间新冠病毒疫苗

尚未有严重不良反应的新闻报道[1]。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高职学生自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良反应越小

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越高。这与美国及英国的人群调查新冠病毒疫苗不良反应结果相一致[8] [9]。
由于新冠病毒疫苗仍在开发或测试阶段，群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态度障碍主要在于新冠病毒疫苗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8] [20]。部分英国调查者认为新冠病毒疫苗的开发可能过于匆忙，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安

全性在开发过程中可能被忽视，因此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之前希望确保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有效[8]。Dong
等人[20]调查指出中国公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期望最首位为有效性高，其次是保护时间长、不良事件极少。 

本研究根据相关研究及会议制定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问卷，探索了武汉高职学生的一般资料、

新冠肺炎认知及新冠病毒疫苗认知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的影响。随着冬春季新冠肺炎在国内防控形

势日益严峻，本研究结果将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疫苗接种接种率提供参考依据从而尽快达到群体免疫。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计算机专业群体，未来进一步了解不同专业大类

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的区别。其次，本研究为量性研究，未来可以对学生群体进行质性研究从

而更深刻了解学生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态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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