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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调查高校乙肝相关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参与情况和此类活动对大学生的宣教效果，同时结

合学生们对乙肝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及其对相关宣教方式的态度，探讨在大学生群体中响应度较高且效

率较高的活动方式，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并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以促进高校乙肝相关宣教活动的积

极开展，助力于提升大学生对此类传染病的防范意识。方法：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利用各类社交平台

向西南地区部分本科院校的大学生随机发放1177份调查问卷，随后对回收到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受调查者乙肝基本知识的总知晓率为33.0%，不同专业学生对乙肝的知晓情况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高校乙肝相关宣传教育的开展情况及学生参与此类活动是否主动对学生的乙肝知识的

知晓情况有影响，参与过此类活动的学生的乙肝知晓率高于未参与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在明确所在院校于就读期间开展过乙肝宣教活动的受调查者中约81.7%的学生参与过此类活动，其中约

41.0%的学生参与该活动带有一定加分意向，且主动参与的学生中乙肝知晓合格者约占39.9%，学生对

乙肝的知晓程度与其补种乙肝疫苗的行为有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大学生对高校乙肝宣

传教育活动开展的态度和建议中，82.4%的学生认为高校应予以重视，同时丰富宣传形式，其中开展相

关知识竞赛的响应度最高。结论：西南地区部分高校对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偏低，高校乙肝健康教育

的力度及形式对大学生的乙肝知晓程度有较大影响。对于在校期间参与过乙肝宣教活动的受调查大学生，

尽管其对乙肝了解情况优于未参与者，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提示部分高校在乙肝宣教还存在不可忽

视的问题。对此，基于对明确开展过此类活动的受调查者的态度，作者认为宣教效果或与活动形式引起

的学生参与积极性相关。因此结合响应度较高的宣教活动形式更利于乙肝教育的推进，提升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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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patitis B 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se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by 
combining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hepatitis B related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o related edu-
cation mode, in response to the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is higher and higher efficiency of activities, 
stimulat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ctive development of hepatitis B-related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nd help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prevention of such infectious diseas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Using self-made questionnaires, 1177 questionnaires were randomly distributed 
to undergraduates from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through various social 
platforms, and then the collected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basic knowledge of hepatitis B was 33.0%,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wareness of hepatitis B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P < 0.05). The implemen-
tation of hepatitis B-relat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whether stu-
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such activities had an impact on students’ awareness of hepatitis B. 
The awareness rate of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such activiti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did no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During clea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udy 
conducted in hepatitis B in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respondents about 81.7%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such activities, of which about 41.0%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with 
certain points,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hepatitis B know eligible accounts for 
about 39.9%, student to the knowledge of hepatitis B and replant the behavior of the hepatitis B vac-
cin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mong the attitudes and suggestions to 
carry out hepatitis B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82.4% of the 
students think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enrich the forms of 
propaganda, and the response to carry out relevant knowledge competition is the highest. Conclu-
si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patitis B is low in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hepatitis B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al-
thoug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epatitis B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non-participants, the overall level 
is still low, suggesting that some universities still have problems in hepatitis B propaganda and edu-
cati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attitudes of respondents who have clearly 
carried out such activit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effect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pro-
mote hepatitis B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activities by combining with the form of prop-
aganda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with a higher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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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乙型肝炎是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对人们的健康影响极大，在我国法定报告的传

染病中，包括乙肝在内的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占首位。乙肝全称乙型病毒性肝炎(viral hepatitis 
type B)，其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引起的临床表现以肝脏的炎性病变为主、同时

也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一类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1] [2] [3] [4]。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全

球范围内，已有超 3.5 亿的 HBV 慢性携带者，每年因 HBV 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约有 88.7 万人，其中肝

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的病死率分别占 30%和 45%。截至 2018 年，我国 HBV 携带者达 1.2 亿人左右，

其中慢性 HBV 感染者约为 7000 万例，慢性乙肝患者约为 2000 万至 3000 万例，且慢性感染者若未采取

任何治疗措施或治疗不当则可增大诱发肝硬化、肝癌的风险[5] [6] [7] [8]。而乙肝传播途径复杂，且目前

尚无针对乙肝的特效药，人们于感染后在某些情况下可无明显症状；对此，做好预防是控制乙肝传播的

唯一有效措施[9]。预防乙肝的最佳方式除了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知识的普及也可在极大程度上减少 HBV
的传播，与此同时，后者也可极大地改善人们对乙肝感染者的态度甚至相关的行为[10]。自我国于 2002
年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扩大的国家免疫规划，乙肝疫苗接种免费[11]，绝大部分人都接种过乙肝疫苗，但

由于有效接种乙肝疫苗后无法保证终身免疫，人们对乙肝的重视程度不够继而可加大自身感染乙肝的风

险。而在乙肝知识的普及方面，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发现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较多大学生对乙肝相

关知识缺乏正确的认识；高校人口密度大，彼此交往密切，大学环境更加大了乙肝传播的风险[12]。一项

关于四川地区某高校 2018 级新生入学乙肝检测的结果显示，在受检学生中乙肝五项全阴者占 52.4%，而

此群体为易感人群[13]。对此，在大学校园中，活跃的社会活动加之潜在的易感人群，使得乙肝极易在大

学生中进行传播，《中国成人乙肝免疫预防技术指南》已将该群体列入 HBV 感染的高危人群[14]。 
在上述背景下，为提高大学生对乙肝的认知度，许多高校采取了以健康教育为主的相关知识普及；然

而，大量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乙肝的知晓程度普遍偏低。而关于在一定时间段内对选定群体的乙肝

教育后做效果测定的研究，其均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原因或与研究人员向被调查者传达乙肝认识的重要性

相关。而高校大范围内对乙肝等传染病的宣传教育整体效果的调查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学生在健康教育活

动中的学习情况。对此，为探究高校教育对大学生乙肝认知度的影响以及可供改善的措施，调查者对西南

地区知识水平相近的部分大学生开展了相关调查，通过分析大学生对乙肝相关重要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对

相关宣教活动的态度，以便为高校开展乙肝及相关传染病宣传教育活动提供新的思路，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2. 调查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各类网络社交平台向就读于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地区部分高校的大

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收集问卷 1177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06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2%。考虑到不同

层次本科院校的学生知识水平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为保证结果的合理性，此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为西南

地区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其中男性 355 名，女性 707 名；受调查者中，77.0%的学生处于 18 岁至 22
岁之间，包括大一至大四及其以上年级的学生；非医学类专业学生占 73.4%，医学类专业学生占 26.6%；

来自于城镇的学生占 45.6%，来自于农村的学生占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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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自行设计问卷，通过预调查以及咨询相关专家后确定调查内容。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乙肝相关知识、

西南地区部分高校乙肝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及大学生对此类活动的态度与建议。问卷由经训练的

调查员进行发放和收集，时长为 1 月。该试验获得被调研者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由于问卷

基于各类社交平台进行发放，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问卷的质量，作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部分陷阱题，

并在完成问卷的收集后，将陷阱题回答错误和答题时间少于 50 s 的问卷进行筛查排除，同时进行 IP 检查，

最终得到较为有效的问卷。知晓情况由乙肝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进行判断(回答正确率 = 得分/总分)，单

选题回答正确得 1 分，多选题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得 1 分，回答错误以及未选择则不得分，回答正确率 > 总
分数的 60%视为知晓。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建立数据库，录入并审核，删除无效数据，采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用频数

分析乙肝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以及大学生对乙肝相关宣传教育的态度及建议，用卡方检验分析影响大学生

乙肝知晓率的相关因素，包括受调查者基本信息、相关态度及高校是否开展相关宣教活动。得分情况的

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大学生对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经查阅大量文献，我们发现在乙肝认知度调查方面，不同的立题，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大量的调

查研究均不同程度的表明多地区高校大学生对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普遍偏低。对此，本文也对乙肝相

关知识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以了解先西南地区普通高校的大学生群体对其的知晓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受调查者的乙肝相关知识整体知晓率为 33.0%。在乙肝基本常识中乙肝的主要传染源和乙肝患者能

否结婚的知晓率最高，而乙肝病毒感染者能否被完全治愈的问题知晓率最低；在乙肝传播途径方面，血

液传播的知晓率最高，日常生活接触传播(共用牙刷、剃刀等)的知晓率最低；在感染乙肝可能出现的症状

中，仅 16.0%的同学明确患者可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而在乙肝慢性感染可能引起的后果方面知晓率较

高；在乙肝预防知识中，仅 37.1%的同学对接种乙肝疫苗能否终身免疫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见表 1。 
 
Table 1. Knowledge of hepatitis B 
表 1. 乙肝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题目 回答正确人数(n = 1062) 比例(%) 

乙肝基本知识 

引起乙肝的病原体是什么 583 54.9 

乙肝的主要传染源 741 69.8 

乙肝患者可以结婚吗 741 69.8 

乙肝病毒感染者能被完全治愈吗 464 43.7 

乙肝的传播途径 

血液传播(输血、纹身等) 840 79.1 

虫媒传播(如蚊虫叮咬) 606 57.1 

性传播 497 46.8 

空气传播 803 75.6 

母婴传播 496 46.7 

日常生活接触传播(共用牙刷、剃刀等) 482 45.4 

医源性传播(受污染的注射器针头、针灸等) 623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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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临床表现 

黄疸(皮肤、巩膜黄染等) 732 68.9 

疲乏、食欲减低 776 73.1 

没有任何症状 170 16.0 

慢性乙肝可能引起的后果 
肝硬化 691 65.1 

肝癌 666 62.7 

乙肝预防 

在我国，新生儿需要接种乙肝疫苗吗 931 87.7 

有效接种乙肝疫苗能否终身免疫 394 37.1 

您认为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663 62.4 

3.2. 乙肝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高校学生对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与其专业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与其

性别、年龄、年级及生源地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2. Knowledge of hepatitis B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2. 西南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题目 名称 
是否合格 

总计(n = 1062) X2 P 
是 否 

性别 
男 108 (30.4) 247 (69.6) 355 

1.550 0.213 
女 242 (34.2) 465 (65.8) 707 

年龄 

<18 21 (22.1) 74 (77.9) 95 

5.564 0.062 18~22 278 (34.0) 540 (66.0) 818 

>22 51 (34.2) 98 (65.8) 149 

专业 
医学类 122 (43.1) 161 (65.6) 283 

17.999 *0.000 
非医学类 228 (29.3) 551 (70.7) 779 

年级 

大一 91 (29.6) 216 (70.4) 307 

6.423 0.093 
大二 125 (38.3) 201 (61.7) 326 

大三 64 (30.8) 144 (69.2) 208 

大四及以上 70 (31.7) 151 (68.3) 221 

地区 
城镇 167 (34.5) 317 (65.5) 484 

0.964 0.326 
农村 183 (31.7) 395 (68.3) 578 

**P < 0.01，()内数字为是否合格的人数在各类别群体总数中的占比/%。 

3.3. 西南地区部分高校乙肝相关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效果 

在对大学生乙肝知识知晓率校园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中，结果显示，高校乙肝相关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情况及学生参与情况对大学生乙肝知识的知晓率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3.4. 大学生对高校乙肝宣传教育活动的态度 

在大学生对高校开展的乙肝宣传教育活动的态度及建议中，大部分同学参加此类活动的目的为了解

相关知识。除此之外，在明确相关健康教育活动开展的情况下仍不愿参与此类活动的同学中，除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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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原因外，部分同学指出校园内相关宣教活动单一性。在系统性宣传教育方式的调查中，82.4%的同

学认为学校应高度重视乙肝相关的宣教，并建立完善的制度，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系统性全面化的宣传教

育；在相关活动的丰富形式中，开展相关知识竞赛有较高的响应率，见表 4。 
 
Table 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patitis B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outhwest 
China 
表 3. 西南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校园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题目 名称 
是否合格 

总计 X2 P 
是 否 

您所就读的学校是否开展过乙肝相关

宣传教育活动(就读期间) 

是 217 (39.0) 339 (61.0) 556 

20.208 **0.000 否 87 (25.1) 260 (74.9) 347 

不清楚 46 (28.9) 113 (71.1) 159 

您是否主动参加过学校相关组织开展

的乙肝相关宣传教育活动 

是 181 (39.9) 273 (60.1) 454 
19.153 **0.000 

否 36 (33.6) 71 (66.4) 107 

**P < 0.01，()内数字为是否合格的人数在选择不同项的群体总数中的占比/%。 
 
Table 4.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and suggestions on hepatitis B relat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表 4. 大学生对乙肝相关宣传教育的态度及建议 

 选择项 选择人数 比例(%) 

您参加乙肝相关宣传教育

活动的目的 

了解更多的乙肝相关知识 268 59.0 

获得加分(素拓、综测等) 80 17.6 

了解乙肝的同时获得相关加分 103 22.7 

其他 3 0.7 

您拒绝参加乙肝宣传教育

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没时间 53 49.5 

不感兴趣 14 13.1 

宣传教育方式枯燥 24 22.4 

已熟知相关知识 8 7.5 

其他 8 7.5 

系统性宣传教育方式 

学校要高度重视，建立完善稳定大学生肝炎教育机制 875 82.4 

开设相关必修课或选修课，让学生得到系统正规教育 714 67.2 

定期聘请专家讲座 517 48.7 

定期通过宣传栏，宣传手册进行宣传教育 691 65.1 

建立网站 361 34.0 

成立肝炎防治协会，定期开展相关活动 488 46.0 

相关活动的丰富形式 

开展相关知识竞赛 757 71.3 

举行以乙肝为话题的辩论赛 623 58.7 

开展相关情景剧大赛 575 54.1 

其他 4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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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对疫苗接种行为的影响 

在被调查者中，约 45.9%的同学于一岁后再次接种过乙肝疫苗，明确有过乙肝疫苗接种史的同学对

乙肝的认知情况较无再次接种史和不明确接种史的同学更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5。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hepatitis B knowledge on vaccina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5. 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对疫苗接种行为的影响 

题目 名称 
是否合格 

总计(n = 1062) X2 P 
是 否 

迄今为止，您是否在一岁以后再次

接种过乙肝疫苗 

是 180 (37.0) 307 (63.0) 487 

8.621 0.013 否 33 (24.4) 102 (75.6) 135 

不记得了 137 (31.1) 303 (68.9) 440 

**P < 0.05，()内数字为是否合格的人数在各类别群体总数中的占比/%。 

4. 讨论 

近几十年以来，HBV 感染仍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难题，其所致的慢性乙型肝炎作为肝

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生的主要原因，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 65 万人的死亡[15] [16] [17]。据统计，目前

约有超过 2.4~3 亿人慢性感染 HBV，其中 75%居住在亚太地区。乙肝是一类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我国

是乙肝的高流行区，近年来其发病率也处于逐年增长的状态，全国约有 10%的人遭受着乙肝带来的健康

损害和经济负担等问题，其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18]。同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常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区，

学校又是一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大学生社会活动活跃，且存在着潜在的易感人群，在相关群体未进行乙

肝疫苗的接种或及时补种、同时对乙肝了解较少的情况下，极易发生乙肝的传播。据已有的调查结果表

明，大学生在知晓乙肝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可降低感染率[3]；同时，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体意识，

是最易教育和接受教育的一大社会群体[19]，因此，在校期间针对乙肝相关知识进行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对

控制乙肝在校园内的流行及纠正大学生对乙肝的态度是极其有效的。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西南地区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对乙肝的知晓率较低，总体知晓率为 33.0%，与周

衍衡等[10]对同类高校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的调查结果相似。其中，乙肝相关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

仅 43.7%的同学对“乙肝病毒感染者能否治愈”有一定的了解，说明大多数人对乙肝的预后还缺乏一定

的认识。在乙肝的传播途径中，高达 75.6%的学生认为乙肝病毒可通过空气进行传播，而歧视产生的主

要原因即是大学生对乙肝传播途径等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够[20]；性传播的知晓率最低，而乙肝在大学

生之间的传播中，性传播是最为常见的途径，大学生缺乏相应的认识，可使得其在发生危险性行为后而

不自知。同时，较少的同学知道人在感染 HBV 后可无任何症状出现的情况，让大学生对乙肝放松警惕，

若在感染 HBV 后未及时发现而延误治疗，则可发展为慢性乙肝或与丁型肝炎病毒的“重叠感染”[21]，
严重可引发肝硬化、肝癌。其中，HBV/HDV 合并感染可增加发生肝癌的风险及死亡率[22]。此外，在发

生急性肝炎成人患者中，约 0.5%~1%为爆发型感染，其病死率为 20%~33% [23]。 
通过对影响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对乙肝的知晓率与其性别、年龄、

年级和生源地并无明显的关系，影响其对乙肝认识的主要因素为不同专业。医学类学生的知晓率明显高

于非医学类学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医学类专业有开设相关课程，对乙肝的认识更加科学且程度更深，且

对乙肝相关知识的学习更具主动性，重视程度较非医学类专业学生更高。 
在对西南地区部分高校的乙肝宣传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效果的调查中，52.4%的同学明确其所在高校

于其在校期间曾开展过乙肝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该部分学生对乙肝知识的了解情况优于未开展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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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活动或不明相关活动情况的同学。而在明确开展过相关宣教活动的被调查者中，真正参与过此

类活动的同学的知晓率明显高于未参与者，表明高校乙肝相关宣教活动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认知

度但效果欠佳，还有较大一部分对乙肝的认识不足，其原因可能在于：主动参与宣教活动的学生中，有

部分同学参加此类活动的目的为获取相关加分，而对具体的宣教内容缺少较高的关注度，其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相应的宣传教育效果。与此同时，在清楚相关活动的开展情况却并未参与进去的学生中，其

主要原因除活动时间与个人时间存在冲突外，相关活动的开展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对于乙肝相

关宣传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此外，已有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各大高校对乙肝宣教方式过于单一，以至于

宣传效果欠佳，对全员达不到有效的教育目的[24]。在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对高校乙肝相关宣传教育开

展和活动形式的变化有着较为积极的响应，提示乙肝相关的教育系统化，通过完善相关教育机制和丰富

活动形式将固化的基础知识与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信息有效传递给学生，以达到高效宣教的目的。 
在对乙肝疫苗的认识、态度及接种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生对新生儿乙肝疫苗的接种有着清

晰的认识，但对乙肝疫苗的有效期缺乏一定的认识，较大一部分同学认为顺利接种了乙肝疫苗便可以“一

劳永逸”，错误的认识或许便是其对乙肝缺乏重视的原因的之一。乙肝突破性感染(Hepatitis B break-
through infection, HBBI)是指在接受三剂或三剂以上疫苗后仍有乙肝病毒感染，通常表现为乙肝疫苗接种

者的乙肝核心抗体(HBcAg)阳性伴或不伴有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对此，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在中

国大陆地区，于婴幼儿时期接种过乙肝疫苗的人们在在后来的 1~14 年内出现 HBBI 的频率达 3.15% [25]，
但这一发现需要在更大规模的进一步研究中得到证实。此外，在一项相关报道中，研究人员对我国的三

个乡镇的 18~59 岁年龄段的居民进行了乙肝疫苗的接种后抗-HBs 和抗-HBc 的检测，结果表明 HBBI 率
为 5.36%，其中 18~29 岁年龄段的 HBBI 率最高，提示此群体间的较为常见的传播途径应受到重视[26]。
近年来，国内也有报道提示成人仍具有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23]。而乙肝疫苗作为预防乙肝发生最有效的

方式，在熟知相关知识的前提下，若能及时对自身所处环境做出评估，并定期进行乙肝相关的检测，采

取一定的措施，如在乙肝相关抗体滴度较低时进行疫苗的加强接种，则可有效降低乙肝的发生率。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对乙肝的知晓程度或可影响学生对乙肝疫苗的关注度，但于一岁后补种过乙肝疫苗的学

生的乙肝知晓率也并不理想，其原因可能在于部分学生补种疫苗的行为并非单纯依赖于个人认知，而是

由处于计划免疫时期的相关政策和学校乙肝疫苗接种的倡导使然。对此，在高校的相关宣传教育阶段，

应在增强乙肝疫苗相关知识的普及的情况下，延伸乙肝相关的基础知识，同时加强思想教育，从而在降

低乙肝病毒感染率的同时改善乙肝歧视等相关问题。 
对于大学生乙肝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多年来不同地区的调查均显示出了相似的结果，而致使大学

生对乙肝认识不足的原因以及改善其认知的方案却未得到重视。对此，作者通过对西南地区部分普通本

科院校大学生的乙肝相关基本常识、对乙肝疫苗的认识及相关行为、高校乙肝相关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

情况及效果和大学生对此类活动的态度及行为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提示高校乙肝相关教育活动可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学生对乙肝的认知度，但在此前的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宣教效果并不理想。对此，基于明

确开展过相关活动的受调查者的态度，推测宣教效果不佳或与此类活动的开展形式对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相关。而在活动形式上，知识竞赛的开展更受大部分学生所青睐，或可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此类活动的参

与积极性，从而推进乙肝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防范意识，改善相关的歧视现象。

高校可在开设相关课程以固化基础知识，再通过定期开展一些形式丰富的活动对其学生的相关防范意识

进行强化，在此类模式的效果方面，四川地区已有高校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采用了此种方式，且已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27]。此外，乙肝与艾滋病的传播方式相同，若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教育，则可在节省相

关资源的情况下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同时，在开展乙肝相关宣教活动时应注重乙肝疫苗相关知识的普

及，加强思想教育，强化其防范意识，改善现存的相关歧视现象，使乙肝相关的教育出现实质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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