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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殖道感染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调查

郭素芳 王临虹 严仁英

【摘要】 目的 研究社会心理因素对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影响。

方法 采用!"#$ 和 !%"&’(&% 的社会行为模式，于 )**+ , )*** 年在河北省迁安县和北京市，对有生殖

道感染症状的已婚妇女共 +-. 例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城市和农村已婚妇女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

状的发生率分别为/01-2和.-1+2，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的就诊率分别为34102和3-142。

5678(98: 回归分析显示：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城市妇女中，干部组、医疗付费方式为公费者、本次

患病严重、既往看病医生提供的信息多且医生服务态度好者，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利用卫生服务的

可能性大。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农村妇女中，自我治疗生殖道感染方面的知识水平高、自我感

觉患生殖道感染后社会对他们无不良看法、认为生殖道感染很严重、家庭收入高、既往生殖道感染的

症状严重、本次患病严重者，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结论 很有必要针对

城乡妇女，开展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妇女对生殖道感染疾病的认识，提高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

并且应对妇女定期进行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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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感染（’&=’6"A:98>& 9’#:9 8%@&:986%(，E<F(）是

目前国际上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

尽 管 生 殖 道 感 染 患 病 率 高［)G/］，然 而 妇 女

利用卫生服务的比例却很低，许多有生殖道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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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从不就医［)，.，0］。我国有关生殖道感染妇女利

用卫生服务的研究很少，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妇

女利用卫生服务影响方面的研究更少。为了引导妇

女正确的就医行为，并开展切实有效的生殖健康教

育项目，从而促进妇女的生殖健康，我们就影响城乡

患生殖道感染妇女就医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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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河北省迁安县

和北京市某些企事业单位，选取已婚妇女进行调查。

# "调查方法：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的方法。用

筛查问卷筛查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共筛

查农村妇女 $%$ 名，城市妇女! &’(名，结果分别有

&)$ 名农村妇女和 *$’ 名城市妇女自述有生殖道感

染的症状。对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进行调

查。内容以 +,-. 和 +/,0120/ 的社会行为模式为依

据，包括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有关生殖道感染症

状及自我治疗方面的知识水平、对生殖道感染病因

的认识、社会对生殖道感染的不良看法、影响就医需

求的因素（既往患病情况、本次患病情况、对生殖道

感染症状严重性的认识）以及对卫生服务的满意程

度。

& "生殖道感染定义：是指由各种病原体如细菌、

病毒、衣原体等引起，发生在女性生殖器官的感染，

包括性传播疾病、内源性感染和医源性感染。调查

者根据白带异常、外阴瘙痒、下腹疼等症状来判断是

否有生殖道感染。

* "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采用 3433 5 46 )"(进行

数据录入及分析，采用 789:2;:< 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

析。

结 果

! "妇女自述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发生率：城市妇

女为&( "’=，农村妇女为*’ "$=，农村明显高于城

市。

# "妇女对卫生服务的利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

症状的城市妇女就诊率为#) "(=。在就医的妇女

中，>>=的妇女是自己决定去医院就医；在未就医的

妇女中，!’ "*=的妇女采用自我治疗的方法，$& "’=
的妇女未采用任何治疗措施。农村自述有生殖道感

染症状的妇女的就诊率为#’ ")=。在就医者中，丈

夫建议或朋友建议去就诊的占(( "*=。未就医者

中，*’ "#=的妇女未采取任何治疗，(& "$=的妇女采

用自我治疗的方法。

& "妇女的一般状况：被调查的城市妇女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平均受教育!# "#年；工人

组占*( "’=，(* "(=为非工人组（包括教师、干部、技

术人员、职员）；># "$=的妇女生活在核心家庭；公费

医疗者占*$ "(=；非公费医疗者占(! "(=（其中大病

统筹者占*> "*=，自费医疗、医疗保险等方式者占

# "!=）；家庭平均月收入# &)*元。被调查的农村妇

女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岁；平均受教育( "&
年，平均家庭月收入为 #&( 元；$& ">=的妇女生活在

核心家庭，医疗付费方式均为自费，职业均为农民。

* "影响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城市妇女利用

卫生服务的因素：采用多因素 789:2;:<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表 !），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城市妇

女中，享有公费医疗、干部组、认为医务人员的服务

态度好、医务人员提供的信息多和本次患病严重者，

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

表 ! 影响患生殖道感染的城市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因素

影 响 因 素 ! @-7,"
# 值 ! 值 ABC（!）

医生服务态度（% D 不好，! D 好） %"%>( &"%>> %"%)$ !"!%%
医生提供的信息（%D未提供，!D提供）%"!%) &">!> %"%*$ !"#%$
既往患病（% D 患病轻，! D 患病重） E %"%%> &)"!>) %"%%% %">>!
本次患病（% D 患病轻，! D 患病重） %"*#% >"%## %"%%& !"(##
医疗付费方式（% D 非公费，! D 公费）%"’(> &"&)% %"%’’ !">&#
家庭收入（计量资料） %"%%% *"**( %"%&( !"%%%
职业（% D 工人组，! D 干部组） %">(! ("’>% %"%!) #"($>

( "影响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农村妇女利用

卫生服务的因素：多因素 789:2;:< 回归分析显示（表

#），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农村妇女中，自我治

疗生殖道感染的知识水平高，认为生殖道感染严重，

家庭收入高，本次患病严重，既往患病严重，认为社

会对生殖道感染的妇女无不良的看法者，利用卫生

服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讨 论

! "妇女自述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发生率高，且农

表 # 影响患生殖道感染的农村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因素

影 响 因 素 ! @-7,"
# 值 ! 值 ABC（!）

有关自我治疗生殖道感染的知识水平（% D 低，! D 高） ! "(’ #) ")’ % "%% * ")$
认为生殖道感染的严重性（% D 不严重，! D 严重） ! "%# !! "%> % "%% # "))
家庭收入（计量资料） % "’* & "(% % "%’ ! "$>
本次患病情况（% D 患病轻，! D 患病重） % "*’ & "!$ % "%) ! "(>
既往患病情况（% D 患病轻，! D 患病重） % "** # "$& % "%> ! "(’
认为社会对生殖道感染的不良看法（% D 无，! D 有） E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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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明显高于城市，而有症状的妇女就诊率低，这与云

南的研究一致［!］。说明生殖道感染疾病是影响妇女

健康的常见疾病，农村妇女的患病情况更为严重，应

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影响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利用卫生

服务的因素：

（$）影响城市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因素：!医务

人员的服务态度：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好，给病人提

供的信息多，则妇女就医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应加

强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医疗付费方式：本研究结

果显示，公费医疗的妇女就诊率高于大病统筹和自

费者，说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支持是影响妇女就

医的重要因素，因此，医疗体制的改革需要不断完

善；#本次患病的严重程度：患病严重的，则妇女利

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这与其他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因此，建议开展工作场所的健康教育，同时健

康教育的重点人群应该是工人，医疗付费方式为自

费和大病统筹，以及低收入者，使妇女了解生殖道感

染的严重性以及及时治疗的益处，以促使妇女有病

及时就医。此外，对女工应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定期

体检，以保证她们的健康。

（"）影响农村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因素：!缺乏

有关生殖道感染自我治疗方面的知识：结果显示，多

数妇女缺乏从医学上来说正确的有关生殖道感染自

我治疗方面的知识，而且生殖道感染自我治疗方面

的知识多，则妇女就医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建议应

该给妇女提供有关自我治疗生殖道感染方面的正确

的知识，改变妇女不正确的观念。"社会对患生殖

道感染的妇女的不良看法：妇女认为生殖道感染是

一个不洁的疾病，害怕别人知道，因而认为社会对生

殖道感染的妇女有不良的看法，于是她们不愿意告

诉任何人，也不去就医。因此，应该利用大众传播媒

介宣传有关生殖道感染方面的知识，以减少社会对

生殖道感染的不良看法，鼓励妇女就医。#认为生

殖道感染不是严重的疾病：认识到疾病的严重性这

是决定就医的重要因素。未就医多是因为没有认识

到疾病可能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或未意识到需要特殊

的照顾。因此，应该开展健康教育，使妇女及男性认

识到生殖道感染的严重性，从而把妇女的健康问题

提到议事日程。$既往生殖道感染史和本次患病情

况：本次调查显示既往患生殖道感染严重的妇女利

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而且本次患生殖道感染严

重的，则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这与城市的

调查结果相一致。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妇女往

往在初次患病或疾病初期不重视，只有疾病反复发

作或变得严重时才引起她们的重视。因此，很有必

要加强妇女对生殖道感染的认识。%调查结果还显

示家庭经济收入低，则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

小，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妇女很依赖其丈夫、子

女，多数妇女就医均是在家人或朋友的建议下就医

的，而且当存在家庭的支持时，妇女的疾病更易得以

治疗。因此，家庭的支持可以促进控制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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