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11 个项目生活满意度自评结果

项　目

满意

人数
构成比
(%)

一般

人数
构成比
(%)

不满意

人数
构成比
(%)

经济收入 224 22.24 591 58.70 192 19.06

吃　　穿 281 17.90 666 66.14 60 5.96

居　　住 311 30.80 613 60.87 83 8.24

夫妻生活 357 37.34 470 49.16 129 13.49

文娱体育 190 20.04 568 59.91 190 20.04

子女孝顺 417 41.74 546 54.65 36 3.60

家庭和睦 459 45.94 512 51.25 28 2.80

身体健康 332 32.91 586 58.19 89 8.83

医疗保健 278 27.63 614 61.03 114 11.33

家庭生活 288 28.69 653 65.04 63 6.27

人际关系 372 36.94 612 60.77 23 2.28

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增多 ,据 1995年统计资料

老年人口开平为 16%,博罗为 11.59%,均已

进入老龄化市 、县。本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调查结果表明:两地的农村老年人 94.64%

生活完全自理 ,靠自己劳动收入是大部分老

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同时子女的提供使得

月平均收入相对较高;生活满意度综合评价

在中 、上的占比例大;健康状况和医疗条件差

是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表明大部分老年人

健康状况中等 , 56.05%的老年人有慢性病

史 ,10.42%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很差;医疗条

件满意度不高 ,尽管老年人经济收入高 ,但就

医难或就医不方便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困难

居首 ,其次为医疗水平差看不好 、医院太远 、

无人伴送 。为此 ,笔者认为:①农村老年人是

社会的一大财富 ,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多 ,他们

一生从事农业劳动 ,使得晚年仍保持较好的

生活自理和活动能力 ,且多数都在继续劳动 ,

所以 ,怎样提高其生活质量 ,使其老有所为 ,

应为老年工作的重点。②健康状况直接影响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高低 ,应高度重视农村老

年人的医疗保健问题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

件应将老年医疗保健纳入重点 ,使农村老年

人真正做到老有所医 ,实现健康老龄化。 ③

经济条件是决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

素 ,本次调查的老年人月平均收入高与当地

农村经济发展有关(如:人均产值高 ,华侨投

资等),同时子女收入高的老年人经济条件相

对就好 ,反之就差 ,所以不应忽视低收入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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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异常反应 22例报告
王成竹1　　王　岩2

　　1997 年 5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 , 北京市宣武地

区11 所医院对 1 ～ 14 岁儿童接种流行性乙型脑炎

(以下简称乙脑)疫苗 25 426 人次 , 发生异常反应 22

人 ,发生率为 9/万。其中基础免疫 3 065 人 , 无异常

反应。加强免疫 22 361 人 , 22 人发生异常反应 , 发

生率为 10/万。接受免疫加强次数越多 , 异常反应发

生率则越高。女孩异常反应率略高于男孩 , 男孩发

生率 8/万;女孩发生率 9/万。 1 岁和 2 岁儿童均未

发生异常反应。乙脑疫苗异常反应绝大多数发生在

学童(小学一年级 11 例;初中一年级学生 6 例)。接

种疫苗0.5ml者发生率3/万 , 接种1 ml者发生率

1　北京友谊医院预防保健科　100050

2　北京市宣武区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科

14/万。从注射乙脑疫苗后到症状开始 ,绝大多数在

1 小时内出现速发反应。异常反应与既往过敏史无

关。 22例异常反应中 , 过敏性休克 1 例 , 其余 21 例

出现皮肤超敏反应。 在身体不同部位(颈部 , 胸部 ,

上臂和脸部多见),出现荨麻疹 ,斑 、丘疹和充血性皮

疹 , 发痒。有 4 例合并有消化道超敏反应 , 出现恶

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症状。 还有 3 例合并呼吸道

超敏反应 , 患儿有喘 、蹩 、胸闷等症状。 22 例异常反

应的患儿均经脱敏治疗 , 11 例口服扑尔敏和维生素

C。 3例肌注苯海拉明。8 例使用地塞米松或氢化可

的松。均痊愈。 3 例住院 2 ～ 3天后出院 , 其余 19 例

均在急诊留观 12 小时内先后痊愈回家。不留任何

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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