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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杭州市大学生为调查群体，旨在了解HPV疫苗发展现状，发现存在问题并提出合理意见。采用分

层抽样法进行问卷调查，就被调查者基本信息与接种HPV疫苗意愿度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分

析群体接种率、意愿度、对多方面的满意度等信息，了解HPV疫苗发展现状。最后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以推动HPV疫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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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PV vaccine development, 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we used stratified sampling to establish a bi-
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PV vaccin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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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PV vaccine development, we analyzed the information of 
population vaccination rate, 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
war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PV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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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20 年两会中有代表倡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关于 HPV 疫苗的话题热度不断上涨。

WHO 指出，女大学生等年轻女性作为 HPV 病毒感染的高危、特殊群体，是接种预防性 HPV 疫苗的重点

对象，若接种疫苗后能够积极开展宫颈癌相关知识健康宣教，提高该群体的相关认知，能有效减少宫颈

癌患病率[1] [2]。 
因此，本文通过对杭州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被调查者有关 HPV 疫苗相关信息进行

了多维度调查与访问，以 HPV 疫苗发展现状为主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2. 样本量的确定 

在预调查中，我们建立答题评分机制，设置了 8 道不同认知维度题目，每道 10 分，共计 80 分。根

据预调查的结果计算出样本均值 59.25x = ，样本方差 2 1553.51s = ，假设相对误差 r 不超过 5%，置信度

为 95%α = ，t 统计量为 1.1，极限抽样误差 2.9625e xr= × = ，由样本量公式： 
2 2 2 2

0 2 2 2 680t s t s
r x

n
e

= = ≈  

再根据杭州市大学生约有 48 万人(含研究生)，修正初始样本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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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实际问卷中可能存在无效问卷，我们预估问卷有效率 0.8deff = ，对本组样本容量进行调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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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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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实际问卷的回收率的问题，适当扩大样本量以缩小抽样误差，最终确定样本容量为 900。 

3. 调查方法 

通过预调查，我们了解到杭州市部分大学生对于 HPV 疫苗相关信息的了解情况与接种现状。基于反

馈情况，我们完善调查问卷，设计了个人信息、基本情况、HPV 疫苗发展现状及前景的问题和满意度调

查四个维度[3] [4]，使问卷更加精准有效。 
我们采取线问卷调查与访谈等形式，根据杭州市大学生的主要分布，选取了钱塘新区、西湖区、滨

江区、临安区、余杭区、拱墅区六个地区作为我们的调查范围。考虑到选取的大学需具有可代表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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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每个区分别选取了 2 至 3 个大学作为调查地点。最终，回收问卷有效率为 94.67%。 
在本次调查中，月可支配资金在 1000~2000 元的人数占被调查者的比例最大，符合杭州市大学生月

消费标准；未接种疫苗的受调查者占总调查人数的 78.29%；同时我们的受调查者在院校、年级、性别、

是否为医学相关专业、是否有过性行为均有不同的分布，具有全面性和均衡性。可见本次调查为深入分

析杭州市大学生对于 HPV 疫苗的接种现状、了解情况、满意度及相关问题提供数据保障，能够较好地反

映 HPV 疫苗发展现状。 

4. 对 HPV 疫苗接种意愿度的研究 

4.1. 模型的变量选取与赋值 

受调查者“是否有意愿接种 HPV 疫苗”对于描述杭州市大学生接种意愿度具有一定意义。基于对于

基本信息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与列联表分析，我们确定所学专业是否为医学专业、每月可支配资金、是否

有过性行为、是否接种过 HPV 疫苗、对 HPV 疫苗了解程度、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为自变量，以“是否

有意愿接种 HPV 疫苗”为因变量，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受调查者接种 HPV 疫苗的意愿度。接

下来我们将对上述变量进行分类、汇总、编号与说明[5]。 
首先定义因变量，将因变量“是否接种 HPV 疫苗”记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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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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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自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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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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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于上述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定义，定义了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其具体形式如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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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表示受调查者接种 HPV 疫苗的意愿度。 

4.2. 模型的建立 

运用 SPSS 软件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6]： 
 
Table 1. Variables in equations 
表 1. 方程中的变量 

 系数值 B 标准误差 S.E 卡方值 Wald 自由度 df 显著性水平 Sig 系数值的自

然对数 Exp(B) 

每月可支配资金   13.903 3 0.003  

每月可支配资金(1) 0.994 0.345 8.293 1 0.004 2.703 

每月可支配资金(2) 1.095 0.347 9.980 1 0.002 2.990 

每月可支配资金(3) 1.405 0.377 13.894 1 0.000 4.076 

是否接种过 HPV 疫苗(1) 0.838 0.181 21.462 1 0.000 2.312 

对 HPV 疫苗了解程度   31.143 4 0.000  

对 HPV 疫苗了解程度(1) −0.689 0.404 2.902 1 0.088 0.502 

对 HPV 疫苗了解程度(2) −0.028 0.364 0.006 1 0.939 0.972 

对 HPV 疫苗了解程度(3) 0.434 0.339 1.642 1 0.200 1.543 

对 HPV 疫苗了解程度(4) 0.763 0.347 4.817 1 0.028 2.144 

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   15.959 4 0.003  

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1) −0.696 0.499 1.948 1 0.163 0.499 

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2) −0.305 0.319 0.914 1 0.339 0.737 

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3) 0.318 0.335 0.901 1 0.343 1.375 

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4) 0.380 0.313 1.474 1 0.225 0.684 

常量 −1.907 0.445 18.348 1 0.000 0.149 

 
经过多次变量筛选，最终确认自变量为每月可支配资金、是否接种过 HPV 疫苗、对 HPV 疫苗了解

程度和可以接受的最高价位。其中，从上表数据得知各个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p 值均<0.05，当置信度为

95%时，可以认为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得我们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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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型的 H-L 检验与分析 

我们进行 H-L 检验来更好地说明所建模型的可靠性，结果数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 contingency table for the Hosmer-Lemeshow test 
表 2. Hosmer-Lemeshow 检验的列联表 

 
是否愿意接种 HPV 疫苗 = 1 是否愿意接种 HPV 疫苗 = 2 

总计 
实测 期望 实测 期望 

步骤 1 

1 71 76.540 15 9.460 86 

2 71 68.582 13 15.418 84 

3 67 64.674 18 20.326 85 

4 62 55.763 17 23.237 79 

5 53 54.387 28 26.613 81 

6 53 64.813 52 40.187 105 

7 54 49.411 30 34.589 84 

8 51 45.859 37 42.141 88 

9 39 37.906 48 49.094 87 

10 19 22.065 54 50.935 73 

 
观察可知最终实测值与期望值大抵吻合，因而能够直观判断该模型拟合度较好。 

4.4. 模型的应用 

根据上述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我们针对受调查的杭州市大学生接种 HPV 疫苗的意愿度进行分

析。同时，我们还对不同的几种情况进行模拟，其中，每个月可支配资金在 1000 元以下，目前暂未接种

过 HPV 疫苗、对 HPV 疫苗非常不了解且可接受疫苗最高价位在 1000 元以下的受调查者，接种 HPV 疫

苗的意愿度为 9.81%。可见，受调查的杭州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资金越高，对 HPV 疫苗相关信息越了解，

对 HPV 疫苗接受价位越高则接种 HPV 疫苗的意愿度越高。 
因此，医疗部门和政府应共同合理加大 HPV 疫苗的普及与宣传，并且在合理的情况下适当降低 HPV

疫苗价格或者将疫苗纳入医保中，这样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有接种 HPV 疫苗需求的大众群体。 

5. 总结与建议 

基于上述的调查数据以及模型结果，我们总结了 HPV 疫苗的发展现状。同时结合专家建议，我团队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进行差异化宣传，提高认知水平[7] 
HPV 筛查和疫苗接种等预防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受人们对于 HPV 疫苗相关知识认知水平的影响，

因此群众需要提高自身认知程度。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相关部门可以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宣传，例如

学校可以针对认知水平较低的男性设置专题讲座。 

5.2. 加强 HPV 疫苗相关补贴 

针对我国目前大学生的经济状况，我国应制定相应医疗报销政策以提高公众防治宫颈癌等疾病的积

极性，加速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进程，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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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速 HPV 疫苗专业化宣传 

目前媒体相关报道主要围绕 HPV 疫苗的预约途径、价格等，而对宫颈癌相关知识的科普及 HPV 疫

苗的介绍较少。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后期宣传过程中，加强 HPV 疫苗的专业知识宣传，不过度宣传

HPV 疫苗的“一针难求”，以免给大众制造恐慌。 

5.4. 发挥人际传播在 HPV 疫苗宣传中的作用[8] 

由同学、家人、朋友等组成的人际网是一种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在信息的线上传播的过程中，

由于人际传播构建的亲密关系网络，人们对于各类健康信息的接受门槛变低。因此，可以针对已接种过

HPV 疫苗或对医学相关专业的人群进行专业培训，再通过他们传播给身边人，可提高宫颈癌防治的健康

信息的传播效果。 

5.5. 预防 HPV 疫苗炒作的商业风险 

九价 HPV 疫苗自上市以来，一直以来都是供不应求、“一针难求”的状态。HPV 疫苗的大量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由此也催生了 HPV 疫苗的灰色产业链，如黄牛的出现。以“畅销产品”作为九价 HPV
疫苗的宣传标识，其背后的商业炒作不容忽视。 

目前 HPV 疫苗的发展尚未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适龄女性接种率较低，且存在着 HPV 疫苗接种

点、预约途径、与预约名额较少、预约过程复杂、疫苗价格过高等问题。全球上市的三种 HPV 疫苗均已

在国内获批上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且对 HPV 疫苗及宫颈癌的认识有限，加之疫苗相对高昂的接

种费用，HPV 疫苗在我国的推广面临着巨大挑战[9]。 

6. 结束语 

感谢指导老师的殷切指导。本次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能力限制，在受众调查选择上存在

一定的不足。且由于个人社会经验的缺乏，在对策提出部分针对性还有待加强。本文对于 HPV 疫苗的研

究只是冰山一角，在未来还有待更多学者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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