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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普及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促进知识传播、提高大众科学素养和科技知识水平等重要的社会功能。

中医药科普不仅能提高公民防病治病的能力，也能促进公众对中医药学科和事业发展的理解。2014年5月颁

布的《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已将中医药科普工作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中，彰显了开展

中医药科普工作的重大意义。为了科学准确地了解公众对中医药科普知识的认知情况，进而对中医药科普

工作提供合理化建议。本文对2019年全国各省市中15岁到70岁常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研究，采用分层多阶

段与人口规模呈比例的抽样法来抽取人口，全面调查居民阅读、使用、信任中医药科普知识的情况；采用

《2019年中国居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问卷调查》，全面调查我国居民的整体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以及

在常用养生保健内容和方法、基本理念和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及行为等三层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的水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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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普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们疾病的防治能力，

促进居民对中医药学事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当前

长寿和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们的共同心愿和追求目标，

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科普是不容动摇的历史任务。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医养

生保健也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广泛关注，我国健康与卫生政

策对中医养生保健的关注点在于“未病先防”的观念，对

于我国医学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中医药科

普工作主要是指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向大众宣传和普及中

医养生保健知识，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主要是指个人获得中

医养生保健知识的服务和信息，并通过这些做出正确的决

策，从而更好的提升自身的健康水平。为了全面了解我国

居民中医药科普知识的了解情况和中医药养生和保健素

养水平，在 2019 年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呈比例的

抽样调查法来进行全面的调查。经过相关研究证实，我国

女性比男性更加注重和关注人口健康问题，且女性的健康

素养水平更高，这对于提升整个家庭的健康水平来说具有

重大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9 年全国各省市中 15 岁到 70 岁常住

人口，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呈比例的抽样法来抽取

人口。全国共调查 20813 人，实际调查 19793 人，有 10193
名男性，有 9600 名女性，年龄 15-70 岁，均值（56.8±18.6）
岁，其中有 9873 名城市人口，有 9920 名农村人口；其中

有 7153 名东部地区，有 5067 名中部地区，有 7573 名西

部地区；其中家庭收入＜3000 元占 973 名，家庭收入

3000-4999元占 615名，家庭收入 5000-9999 元占 1413名，

家庭收入 10000-15000 元占 3218 名，家庭收入＞15000

元占 13574 名；其中患有慢性病占 4229 名，未患有慢性

病占 15564 名。 
1.2  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呈比例抽样问卷调查法，

问卷为《全国中医药科普情况调查问卷》，全面调查居民

阅读、使用、信任中医药科普知识的情况；采用《2019
年中国居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问卷调查》，全面调查我国

居民的整体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以及在常用养生保健

内容和方法、基本理念和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及行为等三

层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的水平情况。 
1.3  观察指标 
全国中医药科普工作调查项目中主要包括了全国中

医药科普普及率、全国中医药科普阅读率、全国中医药科

普行动率以及全国中医药科普信任率等指标。全国居民中

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调查项目中主要包括中医养生保健

素养水平、三层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等指标，其中中医

养生保健素养水平判定标准为：问卷得分在问卷总分的

70%及以上，则表明具有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三层中医养

生保健素养水平判定标准为：该层次所有题目所得的总分

占据问卷总分的 70%及以上，则表明具有该层次的中医养

生保健素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来分析本次研究中的相关数

据，不同性别居民中医药科普情况和养生保健素养水平数

据用%来表示，并用X2进行检验，数据对比结果P＜0.05，
则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居民中医药科普情况 
经过分析，男性和女性的中医药科普普及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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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5%（8618/10193）、83.69%（8034/9600），两组相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X2=2.7433，P 值=0.0976，P＞0.05）。
男性中医药科普信任率为 62.05%（6325/10193），显著

低于女性的 63.72%（6117/9600），P＜0.05（X2=5.8801，
P 值 =0.0153 ）；男性中医药科普阅读率为 79.63%
（8117/10193），显著高于女性的 78.07%（7495/9600），
P＜0.05（X2=7.2225，P 值=0.0071）；男性和女性的中医

药科普行动率分别为 45.42%（4630/10193）、46.48%
（4462/9600），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X2=2.2192，
P 值=0.1363）。 

2.2  不同性别居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情况 
男性和女性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分别为 8.25%

（841/10193）、8.84%（849/9600），两者相比无明显差异，

P＞0.05（X2=2.2261，P 值=0.1356），统计学意义不成立。 
2.3  不同性别居民三层次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

情况 
女性健康生活方式及行为素养水平为20.63%（198

0/9600）高于男性的17.70%（1804/10193），差异明显，

P＜0.05（X2=27.3836，P值=0.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

女性基本理念和知识水平为15.08%（1448/9600），男性

为14.81%（1510/10193），对比后P＞0.05，无统计学意

义（X2=0.2819，P值=0.5954）；女性常用养生保健内容

和方法水平为3.78%（363/9600），男性为4.00%（408/1
0193），无显著差异，P＞0.05（X2=0.6479，P值=0.420
8）。 

3  讨论 

2019 年我国居民中医药科普数据显示，男性中医药

科普阅读率要高于女性，女性中医药科普信任率要高于男

性，则说明女性虽然通过日常工作、就医、生活、学习等

方式阅读到中医药科普知识的机会较少，但是对于中医药

科普知识的信任程度较高，这说明了女性已然成为了当今

社会中宣传和应用中医药科普知识的主力军。 
我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外女内”的家庭模

式较为普遍，男性在外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有更多的机

会接触到外界，从而获取到中医药科普知识的几率较

高，而女性则更多的照顾家庭，关爱家人，因此会更加

注重去了解中医药科普知识。中医的干预手段主要是从

运动、饮食、情志、心理和生理等方面对人采取干预，

中医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中，并且应用到保健和养生方

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而女性因为照顾家庭，从而有更多

的机会将中医药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因此会对中医药

科普知识会更加的信任。所以说，提高我国人们中医养

生保健素养水平还任重道远，还需要和社会以及政府进

行多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提高我国中医养生保健人员

的专业素质，从而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技能培训和宣传

教育，这样一来才能够充分实现我国中医养生保健的理

念，从而满足我国人们中医养生保健的需求。在本研究

中，健康生活方式及行为、常用养生保健内容和方法以

及基本理念和知识等层次上，女性的中医养生保健素养

水平均高于男性，说明女性会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中

医养生和保健，也说明女性在中医养生保健的实施过程

中占据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国居民的

中医药科普认知能力和水平普遍比较低，知识认知能力非常

有限，亟待提升我国居民对中医药科普知识的认知能力。中

医药是我国独特的科技资源，也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重

要的生态资源，中医药学的快速发展，为我国解决居民看病

难、看病贵等问题提供非常有力的保障，而提升居民中医药

认知能力，是提升居民对中医药知识认可的重要前提，是提

升中医药科普水平的关键，也是促进我国居民大众逐渐树立

养生意识，坚持正确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的重要的选择，

对于全面树立中医药在我国居民心中社会形象，也有着非常

重大的意义所以，全面加强我国居民中医药认知能力提升迫

在眉睫，是一项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任务。在居民日常中

医药科普知识过程中，专业人员应该掌握中医药科普的教育

原则和方法，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用、好记、易用的原

则，注意教育的形象、置管和趣味性，让我国居民都能对学

习中医药科普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方便他们记忆和使用。

在科普知识宣传过程中，可以利用社区的专栏、小型报刊或

者各种 App 软件的软文推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内

容展示；或者以故事性的文章出现，让居民可以直观的掌握

知识；或者通过社区定期实地试验示范，居民观看治疗过程

和效果，加深记忆。 
综上，在今后制定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提升策略过程

中，需要针对不同性别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和策略，然后在

实际情况中充分发挥女性应用中医药科普知识的作用，从

各个方面制定出家庭版中医养生保健指南，从女性角色入

手，并渗透到生活中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中，从而

提升整个家庭中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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