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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流行性传染病的认知现状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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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在校本科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从躯体健康、饮食健康、自我管理、疾

病常识四个方面分析研究大学生对流行性传染病的认知程度。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躯体健康程度整体良好，

但饮食健康情况不佳，存在着较大的疾病隐患；自我管理的落实情况较为一般；大学生对于疾病认知方面

总体了解深刻。建议学校可通过开设讲座的方式增加大学生群体对传染病等医学知识的了解，同时提倡大

学生健康饮食、适度运动，增强自身免疫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流行性传染病在校园

传播。 
【关键词】新冠疫情；大学生；疾病常识；认知现状 

DOI：10.18686/jyyxx.v3i3.41397 
 
流行性传染病是指由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感

染发病并具有一定流行性与传染性的疾病，目前我国将传

染病分为 3类 39种，其中以病毒性肝炎、结核病、流行
性脑炎、流行性感冒等最为常见[1-2]。在人口集中、密集

度高的当今社会，针对流行性传染病若不及时采取有效的

预防与控制，直接导致区域内流行性传染病的暴发，其对

人类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均具有极为严重的威胁与影

响，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流行性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措施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与意义[3-4]。特别是大学生，仍处于

受教育阶段，接受新事物速度快，可塑性强，通过有效的

方式帮助大学生提升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意识，加强大学

生对流行性传染病的认知程度，是控制以及预防流行性传

染病的重要措施。 
本文以大学生在面对流行性传染病时如何提升自身

防范意识，减低被感染风险为出发点，进行大学生对流行

性传染病认知现状的调查研究。 

1  调研基本情况 

本研究利用问卷星发放问卷，随机选取塔里木大学各

学院在校本科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自愿作答，为减少疫

情传播风险，所有问卷都通过网络问卷进行回收整理。历

时共 15天，发放问卷 412份，回收有效问卷 396份。有
效回收率为 96.12%。其中男生 187人（47.2%），女生 209
人（52.8%）；城市人口 137 人（34.6%），农村人口 259
人（65.4%）。 

2  实证分析 

2.1  我校大学生躯体健康情况调查 
调查对象每周的运动时间整体偏少，不足 3小时运动

时间的比例达 40.91%，超过 6小时的比例仅为 22.22%。
大学生每周的活动量太低，容易降低身体免疫力，增高病

毒感染风险。有 93.18%的学生每日睡眠基本充足，居家
自我隔离和减少外出给大学生留出了更多可供休息的时

间。超过五成的学生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疫情期间，

大学生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时间有很大程度下降，学生的健

康状况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学生患病次数每年超过三次的

仅为 11.37%，近九成的大学生身体健康程度良好（见表
1）。 

表 1  2020 年我校大学生躯体健康情况调查 
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3小时及以下 162 40.91% 
3-6小时 146 36.87% 
6-9小时 44 11.11% 

体育活动的时间

9小时以上 44 11.11% 
8小时以上 27 6.82% 

6-8小时 332 83.84% 晚睡时长 
6小时以下 37 9.34% 
非常健康 178 44.95% 
亚健康 210 53.03% 健康程度 
不健康 8 2.02% 

1次或者没患病 189 47.73% 
2-3次 162 40.91% 
4-5次 34 8.59% 

患病次数 

5次及以上 11 2.78% 
2.2  我校大学生饮食健康情况调查 
调查对象偏食比例总体较低，近九成的大学生不太偏

食，能够适应突发状况下食物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减

少因营养物质缺乏而患有相关疾病。但有近六成的大学生

早餐不规律或者基本不吃，这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不良

影响，如肠胃慢性受损、低血糖等（见表 2）。 
表 2  2020 年我校大学生饮食健康情况调查 
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一直都有 40 10.10% 
一般，不是很严重 204 51.52% 是否偏食
基本不挑食 152 38.38% 
每天都吃 164 41.41% 

有时吃，不规律 197 49.75% 是否吃早餐
基本不吃 35 8.84% 

2.3  我校大学生自我管理情况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70%的大学生能够每次都认真佩

戴口罩，有 25.51%的大学生对疫情不够重视，未能严格
按照防控要求佩戴口罩。随着疫情的逐渐控制，国家放宽

了对餐饮行业的管控力度，疫情期间 85%的大学生会拒绝
外出就餐，这体现大学生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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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有 43.94%人不按照“七步洗手法”清洁双手， 3.79%的人甚至不洗手（见表 3）。 
表 3  2020 年我校大学生自我管理情况调查 

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每次都认真佩戴 285 71.97% 

偶尔会忘记带口罩出门 101 25.51% 佩戴口罩 
基本不戴口罩 10 2.53% 
委婉拒绝 338 85.35% 

外出聚餐 
好久不见，去聚聚 58 14.65% 
每次都认真清洁双手 207 52.27% 
人比较多就随便洗一下 174 43.94% 

是否使用“七步洗 
手法”洗手 

疫情离我还很远，不洗手不影响 15 3.79% 
2.4  我校大学生疾病常识情况调查 
大学生对常见的流行性传染病了解偏少，其中了解比

例较高的是水痘（68.94%）、麻疹（89.90%），对于其他
传染病了解不多。大学生对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染源认识不

清，其中有高达 58.84%人错误认为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染
源是病原体。通过查找资料可知，病原体不是传染源，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炎病人和

无症状感染者。在“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方面，有 86.11%
的大学生知道飞沫传播会感染新冠病毒，但对接触传播

（55.30%）、食物传播（39.90%）认识不足，对于其他传
播途径了解程度还有待加强。认为老年人和 12 岁以下的
儿童是易感人群的比例分别为 87.12%、78.79%，仅有
35.61%的人认为有基础性疾病的成年人是易感人群，还有
25%的大学生错误认为医护人员是易感人群。大学生认为

最受影响的是身体健康（85.61%），其分别为饮食健康
（79.04%），生活习惯（77.02%），睡眠状态（75.25%），
心理状态（72.98%）。在“可能发生感染的行为”“一次性
口罩的使用”“医学观察的时间”“感染症状”方面，大学

生的认知水平较高，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正确判断。大学

生中有 90%的人清楚，新冠疫情一次完整的医学观察是
14天。对于“患者治愈标准”，有 78.28%大学生能够以“两
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作为患者治愈标准，有 14.39%
的同学认为“体温正常”体温正常即为健康，有 6.06%认
为“患者症状得到基本缓解”也是患者健康的标准。当前

全国新冠肺炎患者统一的出院标准是：体温恢复正常 3
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

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

至少一天），可解除隔离出院（见表 4）。 
表 4  2020 年我校大学生疾病常识情况调查 

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水痘 273 68.94% 
流感 98 24.75% 
麻疹 356 89.90% 
手足口病 136 34.34% 

流行性腮腺炎 150 37.88% 
肝炎 157 39.65% 

急性细菌性痢疾 52 13.13% 

常见的流行性传染病 

其他 74 18.69% 
病原体 233 58.84% 

传染源 
散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 163 41.16% 

飞沫传播 341 86.11% 
接触传播 219 55.30% 
空气传播 252 63.64% 
体液传播 232 58.59% 

传播途径 

食物传播 158 39.90% 
老年人 345 87.12% 

12岁以下的儿童 312 78.79% 
有基础性疾病的成年人 141 35.61% 

易感人群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 99 25.00% 
与患者有近距离接触 359 90.66% 
接收未经消毒的快递 229 57.83% 
食用野生动物 325 82.07% 

可能发生感染的行为 

使用疫区合格的防护物资 23 5.81% 
一旦被污染，及时更换 344 86.87% 

佩戴口罩时，避免直接接触口罩内侧 291 73.48% 
口罩越厚，防护效果越好 26 6.57% 

一次性口罩的使用 

一次性口罩可以多次使用 18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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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20年我校大学生疾病常识情况调查 
7天 27 6.82% 
8天 1 0.25% 

14天 358 90.40% 
医学观察的时间 

30天 10 2.53% 
发热、干咳 364 91.92% 
鼻塞、流涕 142 35.86% 

全身乏力、精神不振 282 71.21% 
感染症状 

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 293 73.99% 
两次核糖检测均为阴性 310 78.28% 
患者症状得到基本缓解 24 6.06% 

体温正常 57 14.39% 
患者治愈标准 

能独立进行日常生活 5 1.26% 

3  主要结论 

本文从躯体健康、饮食健康、自我管理、疾病常识以

及对新冠疫情五个方面分析研究影响大学生对流行性传

染病的认知程度，大学生对新冠疫情的基本知识有较好的

了解，认知较为全面。 
大学生的躯体健康程度整体良好。疫情期间大学生的

晚睡时长得到保证，患病情况良好，但受困于疫情，大学

生的非必要外出极致下降，运动时间不可避免的减少。同

时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大学生比例高达 53.03%，
这对大学生的健康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大学生饮食健康情况不佳，存在着较大的疾病隐患。

大学生偏食比例总体较低，能够适应突发状况下食物短

缺、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有近六成的大学生早餐不规律或

者基本不吃，这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不良影响，如肠胃

慢性受损、低血糖等。 
大学生自我管理情况较为一般。大学生对于佩戴口

罩、外出聚餐、使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基本了解，但是

在国内疫情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最

基本的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对疫情防控放松了警惕，给

疫情传播可趁之机。 
大学生对于疾病认知方面总体了解深刻。对于常见传

染病的传播途径、流行性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可能感染的

行为、一次性口罩的使用、新冠患者或疑似患者的医学观

察时间、新冠患者的感染症状方面掌握良好，但是对于传

染源和新冠患者治愈标准了解有限。其中有高达 58.84%
人错误认为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染源是病原体。错误判断传

染源会增加防疫支出，给疫情期间传染源的防控管理带来

不便，同时也会给防疫增加压力。 
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了解疫情，并保持对疫情的关

注。大学生了解疫情的途径主要是社交软件，借助互联网

了解信息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流。从“想了解内容”

看，大学生对疾病常识（76.26%）、预防措施（82.07%）、
疫情的发展变化情况（78.03%）更感兴趣，疫情的每一次
发展、变化都将对大学生的选择产生长远影响。大学生更

愿意相信官方平台（81.06%）发布的消息来验证流言的正
确与否，这表明官方发布的消息不仅受大学生群体认可程

度高，大大降低谣言误导的风险。同时大学生对预防常见

的流行性传染病所采取的措施了解情况良好，这为预防将

来有可能发生的其他传染病防控打下坚实基础。 

4  建议与对策 

4.1  做好自身防护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佩戴口罩、避免

与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人密切接触等能很好降低感染风险。  
4.2  健康饮食、适度运动，增强自身免疫力 
保持健康且规律的生活作息，减少熬夜。坚持清淡饮

食、合理膳食，不暴饮暴食。多喝水，增加新陈代谢；每

周安排时间适当运动，增强机体免疫力，做好身体健康状

况的自我观察。大学生要学会自我照顾，对自己健康负责，

也是对周围的人负责。勤洗手，减少外出，能大大较低外

界环境带来感染风险的，个人卫生防护也要严格对待。 
4.3  提升大学生群体对流行性传染病的认知水平 
学校可以开设讲座，增加大学生群体对传染病等医学

知识的了解，与日常的卫生检查相联合，避免流行性传染

病在校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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