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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 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 57 万，其中死亡病例约 31 万

例 [1]。HR-HPV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性传播，可通过直接性

接触传播的HPV类型有40多种[2]。研究表明[3-6]，<20~25岁,>60~65

岁为感染 HPV 的高危人群，即随着年龄增长，HR-HPV 感染率

呈 U 形。其中年龄较小的易感人群感染 HPV 的主要因素与性生

活频繁有关，目前大学生对性生活持开放态度较多，因此了解大

学生对HPV的知晓程度与影响其接种率相关因素的调查，对日后

的宣教与科普有着指导性意义。

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大学生正处于接种 HPV 疫苗的

适龄阶段，同时为疫苗接种的理想人群，一方面，大学生对性

生活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且大学生性知识缺乏的情况比较严

重 [7]，感染 HR-HPV 的几率更大，另一方面大学生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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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内容和调查结果为日后推广HPV 疫苗，进行宫颈癌的科普宣教提供一个研究方向。

【关键词】H P V ；宫颈癌；大学生；H P V 疫苗

[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cervical cancer is increasing, becoming the fourth largest malignant tumor of women in the world.

Long-term persistent human papillomavirus (HR-HPV) infection is the most clear pathogenic factor of cervical cancer and its

precancerous lesion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Multipl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HPV vaccine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HR-HPV infection and further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ervical cancer, which is current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age of HPV vaccine, is the ideal vaccine group, bu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HPV vaccine and vaccination rate is not ideal, the articles on this phenomenon to make the following review,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 research method, content and survey results for promoting HPV vaccine in the future, to

popular scienc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to provide a research direction of cervical cancer.

[Keywords] HPV;Cervical cancer;College students;HPV vaccine

度较高，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向其宣传宫颈癌的预防知

识更易被接受。潘丹 [12]的研究中表示大学生对疫苗的知晓率

仍很低，但知晓后意愿接种度却很高，前后行成鲜明对比。（见

表 1）

2  调查方法

多数采用系统抽样法，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法。王晓妮[9],刘宇

豪[14],贾鑫华[17]等的调查研究均均进行了预调查，并对调查的研究

员进行了统一的培训，采用现场回收的方法，以保证问卷填写的

可靠性。经过培训的研究员除完成问卷回收的工作外，还能在调

查结束后对宫颈癌相关知识进行宣教，进一步提高公民对宫颈癌

的认识。王晓妮[9],宋巧巧[13],贾鑫华[17]等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不仅

实行了统一培训，且对调查数据采取了双人双录入方法，保证数

值及信息的可靠性。徐瑶[10]利用了网络方式，在征得受调查者同

意后，将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通过 QQ，微信等媒介进行发送与

回收。

3  调查内容及结果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HPV疫苗的知晓率以及

影响疫苗接种的相关问题。

3.1 人口学特征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校，专业，户籍类型等基本信息。部

分调查中将学生分为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相比与非医学生，医学

生对 HPV 的知晓率更高[13-14,17]。部分研究者还对大学生性行为以

及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进行了调查[11,14,17]。刘宇豪[14]的调查数据显

示，在所调查的对象中有 28.0% 的同学有性伴侣，贾鑫华[17]的调

查数据中显示，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大学生为

33.3%,由此可见，多数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开放态度，所以向

调查地区 调查人数 发表年份 作者

某医学院校 2258 2020 段凡等

西安市三所民办高中 979 2020 王晓妮等

浙江省内高校 302 2020 徐瑶等

某职业院校 583 2020 赵宏等

台州市三所院校 811 2019 潘丹等

厦门市6所大学 1760 2019 宋巧巧等

齐齐哈尔医学院 805 2019 刘宇豪等

成都市部分大学生 294 2019 蒋叶等

烟台市三所高校 490 2019 陈鹏等

赣州市三所高校 2108 2019 贾鑫华等

广州某大学本科生 579 2018 魏志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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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学生对HPV疫苗认知情况相关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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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宣教宫颈癌预防知识十分必要。但所调查的文献中，只有

少部分调查者在问卷中增设了吸烟，饮酒这一项，吸烟、饮酒等

协同因素可影响 HPV 的感染,加快宫颈癌前病变的自然进程从而

引起宫颈癌的发生[19]。因此加大对吸烟，饮酒人群的重视程度，知

识普及十分必要。

3.2 HPV 的知晓率及意愿接种率

调查主要包括对HPV的知晓率，是否听说过宫颈癌，是否听

说过HPV 疫苗，以及知晓疫苗后的接种意愿等。经调查发现，我

国大学生对 HPV 及 HPV 疫苗的认知有所提高，但仍然处于很低

的水平（见表 2），各地大学生对 HPV 的认知也有所差异。意愿

接种疫苗率的差异可能与自身知识水平，社会的宣传程度有关。

赵宏[11]的研究显示，65.2% 的大学生不知道有那些途径可以避免

HPV 感染，39.7% 的大学生有意向接种，但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注

射疫苗，可见我国对于 HPV 的宣传仍有许多空白。大学生获取

HPV 相关知识的途径依次来源于网络，电视报刊，家人朋友，学

校教育，咨询医务人员等，其中网络途径占比最大，微博是网络

传播的最主要途径[10-13]。

3.3 影响大学生 HPV 疫苗接种因素

意愿接种HPV疫苗的因素有，可以有利于身心健康，担心自

己将来可能有发展为宫颈癌的风险[12-13]。不愿接种HPV疫苗的原

因有,担心疫苗的效果不良反应，安全性等因素[13,17]。价格也是影

响疫苗接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潘丹[12]的调查显示，34.2% 的大学

生因疫苗的价格过高而不愿意接种，宋巧巧[13]的研究显示，38.6%

的大学生认为疫苗的价格过高。目前国产2价HPV疫苗已开始应

用，改善了价格过高的部分现状。

大学生对疫苗的接受度还受到母亲的影响，医学专业老师的

推荐，以及医务人员的推荐等[9,13]。宋巧巧[13]的调查显示，大学生

愿意接受医务人员的推荐率达 43 .3% ,甚至超过母亲的推荐率

23.7%。可见医务人员的推荐对 HPV 疫苗传播与推广起到关键性

左右。

4  讨论

在国家层面，2020 年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于鲁明提出建议，

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可见国家对宫颈癌的发展给予了

高度的重视与关注，虽然疫苗的推广与发展不能一步到位，但会

使更多的人们意识到宫颈癌及其危害。

在公民意识层面，虽然 HPV 疫苗为预防宫颈癌的有效途径，

但疫苗的接种不能取代常规检查，也不能取代预防HPV感染和性

传播疾病的其它措施。因此接种疫苗并非一劳永逸，仍需加强自

我防护，大于 35 岁女性每 1 — 2 年仍需进行宫颈癌筛查。

最新研究显示，HR-HPV不是导致宫颈癌的必然因素，且有

HPV 阴性的宫颈癌存在，说明宫颈癌还有其它病因[20]。下生殖道

感染，可能协同于HPV 感染，抑制机体对病毒的清除[21]，其中通

过性传播的某些隐性感染病原体的长期存在导致的下生殖道疾病

与宫颈癌病变有一定的相关性，尤其解脲支原体（uu）的感染率

最高。汪蕾[20],XIAOLEI C[22]的研究均显示，HPV 阳性时，uu 感

染率升高，当 uu 感染数量增多时，与 HPV 导致癌前病变具有相

关性。可见宫颈癌的致病因素仍有待调查，虽HPV疫苗很大程度

上可以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但在日后健康宣教过程中，不可过

分夸大 HPV 疫苗的疗效，需正确引导群众了解宫颈癌相关知识，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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