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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SARS认知情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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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探讨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SARs的认知状况。方法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区及加格达奇地区城、乡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共2079份，以居住地的不同分为城市、

城镇、农村三组，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通过对有效问卷2003份的分析，民众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及sARS知识知晓情况良好，各项三地总认知率均超过60％。城市、城镇、农村三地民众在

疫情发生时的心态普遍较为平和(71．7％)，城市组对政府和媒体的好感度最高，71．8％将&攮S的控

制归功于政府的有效措施，65．O％的民众对政府处理危机的信心增加；而农村组对于医院和相关专业

人员最为信赖。结论政府通过媒体和医疗等专业机构与民众及时、畅通的互动和沟通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尤为重要，同时要加强经常性的突发事件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公民责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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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wareness on 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mong general publics．Meth州Is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implemented in

Harbin and Jiagedaqi district of Daxinanling of Heilon西iang prOvince．Research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S city，township and rural areaS and were given questionnaires to fill in． Data was analyzed

with Epi—data and SPSS． Results 2003 available questionnaires were∞1lected．The general publics weU

underst00d the knowledge 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the SARS with the whole rec()gnition rate rnore

than 60 percent． During the epidemics，people in city，town and cOuntryside were calm(71．7％)． The

rates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govern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rnong the subjectS living with the city，

town or rural areas．The city group expressed the hi曲est fa、Dr to the govemment and media，71．8％of

them gave the credit on the control of SARS to the effective method taken by the governm朗t and 65．0％

of them showed that they had enough∞nfidence on the gOvemmental ability of dealing with crises while the

countryside group trusted the hospitals and relative specialists the most．C叫cll塔ion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vernment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s through media，medical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when confront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Publicity on health knowledge and coping system on

emergency should play key m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system 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d the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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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逐渐开放透明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和报道日益频繁。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短短几年

的时间，我国就出现了数次规模大小不等的传染病

疫情暴发。尤其是2003年的SARS，全国上下抗击

SARS的场面令人至今记忆犹新，抗击SARS的过

程也变成一个向民众进行健康教育的课堂，使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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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理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扭转了政府对

公共卫生的认识，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由此也加

快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为

探讨民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情况，我们

于2005年春陆续对黑龙江省部分城乡居民进行了

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

1．研究对象：随机选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区及

加格达奇地区的民众，以学校、社区、工厂为单位进

行整群抽样调查，以居住地的不同分为三组。其中，

城市组709人(哈尔滨市区某工厂的工人351人，某

中学学生358人)，有效问卷678份；城镇组709人

(加格达奇市区的某小区居民345人，某中学学生

364人)，有效问卷690份；农村组661人(加格达奇

郊区某农村中学生338人以及村民323人)，有效问

卷635份。

2．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现场无记

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以近年来对黑龙江省民众产

生较大影响的SARS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

主体。分为以下四部分：①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

别、职业、文化程度等；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

及SARS一般知识的知晓情况；③民众对发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④疫情过后，民众对政府及专

业机构的评价。调查员由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前对

调查员进行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力求质量控制达到

要求，并进行预调查。

3．统计学分析：调查结果的数据采用Epi date

3．02软件录入计算机内，使用Excel与SPSS软件进

行统计处理。根据资料类型的不同，分别采用R×C

列联表Y2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等不同统计学

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结 果

共发放问卷2079份，剔除缺项过多无法补救的

问卷，筛选出有效问卷2003份，合格率为96．34％。

剔除的问卷不足总数的5％，而且在各组中分布大

致均等。调查的民众中男性占58．2％，女性占

41．8％；年龄为12～65岁，其中<20岁占15．5％，

20～29岁占20．5％，30～39岁占32．3％，40岁以上

占31．7％；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占71．0％。三组居民

年龄构成比大致相当，文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1．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及SARS知识的知

晓情况：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知晓情况：被调查的

有效问卷中，76．7％的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词知晓，其中82．3％的人认为它是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38．7％

的人认为它还包括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以及其

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95．2％的人通过电

视、报纸和广播首次得知SARS、禽流感等疫情的情

况，而通过网络、电话、短信、他人告知等其他方式的

仅占4．8％。

(2)对SARS知识的知晓情况(表1)：对于普通

民众来说，能掌握三项关于SARS的基本问题，即认

为对SARS知识知晓i分别为：临床症状(发热和干

咳)、传播途径(近距离飞沫)、预防措施(保持良好通

风和注意个人卫生)。总体看来，各项三组总认知率

均超过60％，尤其是预防措施的认知，达到了

79．5％。其中临床症状(x2=64．904，P<0．01)与

预防措施(x2=10．981，P<0．01)两项，城市组优于

城镇组和农村组；传播途径的认知三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表1 三组不同居住地民众对sARS知识的知晓情况

塑堕 垫堕竺 塑堕塑 奎塑望 鱼盐 x：篁 !堡
临床症状487(71-8)4眩(58．3)320(50．4)1209(60，3) 64．904 0．000

传播途径436(64．3)418(60．6)393(61．9)1247(&．3) 2．075 0．354

预防措施535(78．9)575(昭．3)4毋(76．1)15够(79．5) 10．981 O．004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认知率(％)

2．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疫情发生

期间，有71．7％的人感觉平和，14．2％的人紧张，

7．8％的人无所谓、不关心，另有6．1％的人恐惧。疫

情发生时最想求助和咨询的是医护专业人员

(60．2％)，其次分别为家人、朋友、同事(27．0％)和

媒体(12．6％)。三组居民问卷答案构成比差别较大

的问题见表2。其中，如果出现类似发病症状(复

选)，80．6％的人选择会去医院检查，三组居民

(77．0％、81．2％、8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而选择向专业人员咨询者有26．6％，三组居

民(33．2％、22．9％、2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疫情流行期间民众最关心的信息是预

防措施(69．6％)，其他依次为疫苗的研究和应用

(44．2％)，自己周围有无类似发病症状者(35．4％)，

物价的上涨、生活用品的短缺(12．8％)，疑似及患病

例数(25．7％)，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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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37．3％的人认为自己和周围人卫生习惯有很

大改善，略有改善的占42．9％。如果SARS再次流

行，20．0％会感到恐惧悲观，35．2％会紧张。此2题

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3．疫情过后民众对政府及传媒的评价：认为政

府在疫情流行期间表现出色者占61．1％，表现一般

34．2％，认为不佳和非常糟分别占3．6％和0．9％。

60．2％的民众觉得获取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比较清

晰，16．4％认为比较模糊，认为非常清晰和非常模糊

的分别为20．3％和2．7％。相信官方消息的占

71．9％，相信民间“小道”消息的为5．9％，都相信和

都不相信的分别占13．9％和7．9％。预测我国能否

会再出现类似SARS的传染病疫情大流行，42．9％

认为不会，28．6％认为也许会，3．5％认为一定会，另

有25．0％说不清。如上所述，三组居民问卷答案构

成比差别较大的问题见表3。其中，在回顾2003年

关于SARs蔓延以及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等问题

中，三组民众的回答构成比差异最大，除了民众的支

持与合作、医院加大救治力度两项外，其余各项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于控制疫情的有效

措施，选择各级政府齐抓共管和媒体大力宣传者，三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疫情过后对政府

处理危机的信心增加者，城市组占65．0％，城镇组

56．7％，农村组49．3％；不变者城市组27．3％，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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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36．4％，农村组4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X2=28．915，P<0．01)。

讨 论

调查表明，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和

SARS知识的知晓率较高，这与政府和媒体当时较

大的宣传力度密不可分。有71．0％的人疫情期问感

觉平和，14．5％的人感觉紧张。这虽有2年前时过

境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黑龙江省几乎未受到

SARS的冲击，与其他没有或仅有少数病例的地区

情况类似⋯。民众大多是从正面媒体上接触和了解

到关于SARS的一切，此时政府已在媒体上播报疫

情，所以这些地区的民众心态多为紧张或平和。而

SARS的重灾区北京、广州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民众

心理起伏波动则相对强烈得多心。6o。回顾2003年2

月初，SARS在广东省刚开始蔓延时，谣言也随之

悄悄流散，引起部分民众的恐慌和盲目抢购。2月

11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先后召开新闻

发布会，权威媒体开始正式介入，有关信息逐渐正

式对外公开，事件渐趋明朗∽1。事实证明，民众心

态的平静程度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成正比哺]。因

为公开，民众对疫情高峰期每天攀升的趋势并没有

表现出太大的恐慌，而且对政府的信赖度渐渐

回升‘7|。

表2 三组不同居住地民众在疫情流行期间及过后的行为情绪

问题 城市组 城镇组 农村组 合计 f值 P值

如果您出现类似发病症状您会

在家中自行解决

去外地躲避

去医院检查

向专业人员咨询

不理会

疫情流行期间您比较关注

疫情的预防措施

疑似及患病人数

疫苗的研究

自己周围有无类似发病症状者

物价的上涨、生活用品的短缺

sARS过后您和周围人卫生习惯

有很大改善

有一些改善

和从前一样

如果SARS再次流行您会觉得

恐惧、悲观

紧张

平和、无所谓

14(2．1)

14(2．1)

522(77．0)

225(33．2)

31(4．6)

478(70．5)

169(24．9)

367(54．1)

237(34．9)

127(18．7)

234(34．5)

285(42．0)

155(22．1)

17(2．5)

9(1．3)

560(81．2)

158(22．9)

17(2．5)

450(65．2)

200(29．0)

291(42．2)

275(39．9)

80(11．6)

201(29．1)

333(48．3)

156(22．6)

22(3．5)

9(1．4)

532(83．8)

150(23．6)

32(5．0)

466(73．4)

145(22．8)

228(35．9)

197(31．0)

49(7．7)

312(49．1)

242(38．1)

82(12．9)

53(2．6)

32(1．6)

1614(80．6)

533(26．6)

80(4．0)

1394(69．6)

514(25．7)

886(44．2)

709(35．4)

256(12．8)

2．629

1．450

9．882

22．782

6．615

10．825

6．849

45．959

11．366

37．019

106(15．4) 190(29．9) 401(20．0)

267(38．7) 213(33．5) 706(35．2) 49．046

313(45．4) 231(36．4) 891(44．5)

0．269

0．484

O．007

0．000

0．037

0．004

0．033

O．000

0．003

0．000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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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组民众疫情过后对政府及传媒的评价

堡里 些堕望 塑璺望 壅盟望 鱼笪 盖：笪 !篁
sARs的蔓延主要原因

政府初期不公开疫情

小道消息泛滥引起恐慌

医院救治不力

民众卫生习惯和环境卫生差

SARS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

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民众卫生习惯、环境的改善

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医院加大救治力度

控制疫情的有效措施

媒体大力宣传

各级政府齐抓共管

严格的隔离制度

医院救治手段提高

民众服用药物

疫情过后对政府处理危机信心

增加

不变

下降

408(60，2)

60(8．8)

64(24．2)

240(35．4)

487(71．8)

163(24．0)

282(41．6)

303(44．7)

245(36．1)

431(63．6)

239(35，3)

244(36．0)

143(21．1)

441(65．0)

185(27．3)

51(7．5)

294(42．6)

93(13．5)

73(10．6)

336(48．7)

430(62．3)

191(27．7)

29l(42．2)

318(46．1)

198(28．7)

322(46．7)

218(31．6)

283(41．0)

128(18．6)

391(56．7)

251(36．4)

48(7．0)

96(15．1)

95(15．0)

50(7．9)

374(58．9)

251(39．5)

251(39．5)

232(36．5)

285(44．9)

122(19．2)

207(32．6)

214(33，7)

254(40．0)

169(26．6)

313(49．3)

266(41．9)

55(8．7)

798(39．8)

248(12．4)

287(14．3)

950(47．4)

1168(58．3)

605(30．2)

805(40．2)

906(45．2)

565(28．2)

960(47．9)

671(33．5)

781(39．0)

440(22．0)

281，127

12．455

83．150

73．299

147．688

40．482

5．213

O．315

46．495

126．695

2．069

4．029

13．001

0．000

0．002

0．000

O．000

0．000

0．000

0．074

0．854

0，OOO

0．OOO

0．355

0．133

0．002

注：同表2

关于疫情过后民众对政府和传媒的评价，城市、

城镇与农村的差异较大，多数问题的选择三组呈阶

梯递增或递减，均有统计学意义。例如城市组认为

SARS蔓延的主要原因为政府初期不公开疫情和医

院救治不力，分别有60．2％和24．2％，而农村组只有

15．1％和7．9％；相反，归因于民众卫生习惯和环境

卫生差的农村组有58．9％，城市组35．4％；城镇组都

分别介于城市组与农村组之间。综合起来可以看

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

境的不同，其他类似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2，5|。

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平均文化程度较高，多有

固定职业，获取信息、消化理解信息的能力也较强，

他们同政府和媒体的距离更近，更为熟悉，因此信任

度更高。城市居民认为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措施就是

各级政府齐抓共管(63．6％)，有65．0％在疫情过后

对政府处理危机信心增加，疫情期间更多的人想要

向媒体或专业人员咨询。而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

民似乎对医院的感情要更深一些，他们认为控制疫

情最有效的措施是医院救治手段提高，疫情期间更

想求助医护人员；如果出现发病症状，八成以上的人

选择直接去医院检查。在疫情来临之时，民众最关

心的就是预防措施，其次是疫苗的研究和周围有无

患病者；城市组相比农村组还更加关心物价的上涨

和生活用品短缺。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令人始料不

及，其发展的时间、空间及流行强度很难预测。加之

未知性较大，使得反应不及时、决策不果断则造成的

危害加大。纵观近几年来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疯牛病、SARS、猪链球菌感染，在流行的初期即使

是医学专家也对此不甚清楚，因此常造成误诊、误

治，而致病性病原体和正确的治疗方法则往往在疫

情蔓延甚至控制了以后才被找到。正是由于这些特

点，使得疫情发生时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起社会

的恐慌与不安，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会受到极大威胁。

如今，人们很容易从网络、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中了

解、传播信息，而且速度与范围超乎想象。因此，权

威的媒体稍有缺位，就会让谣言、甚至从科学的角度

看来十分荒谬的观点和信息占据上风，在民众中制

造混乱。因此，政府以及媒体、医院等专业机构如何

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并与公众良性互动就至关

重要。

近年来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为我

们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其现代传媒技术运用在危机

管理时的重要性，也十分明显哺’91。结合本次调查，

有两方面启示。第一，政府应主动发挥媒体以及相

关机构的积极作用。城市居民获取信息很方便，对

政府和传媒的信赖度也较高，互相沟通也比较容易；

农村居民对医护专业人员信任度较高，可以组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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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病学和临床专家在媒体，或亲自组队下乡，就民众

比较关心的问题向民众解释、宣传。同时，要避免封

锁消息和失实报道的出现。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混

乱与恐慌状态的出现或加剧常常与谣言或误传有

关n 0。，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媒体在危机期间的舆论

导向和社会职责作出规范。另一方面，平时要经常

进行突发事件的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

例如日本政府经常对国民进行防灾科普教育，这样

使民众的忧患意识增强，即使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也

不恐惧，沉着应对、自救或互救。美国的联邦和各级

政府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很扎实，通过广泛动员，使危

机事件的预防、处置既是一种政府行为，又深入到每

一个普通公民的意识之中H1。13 o。

政府如何去引导公众、服务媒体、传播信息、普

及知识是一门深奥的艺术【14I，也是信息时代的大环

境下运用现场流行病学观点调动传媒和民众与之良

性互动的一门新课题。继续完善信息发布系统，使

疫情信息的发布快速化、准确化、透明化，不仅对社

会的稳定和民心的安定有重要的意义，还可以动员

民众、国内甚至国际的社会团体力量广泛参与，如募

捐等公益活动。正如SARS期间，媒体的一句宣传

口号“我们众志成城”，这是非常时期增强社会凝聚

力的快速、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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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近期连载“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系列讲座

近些年来，特别是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有关公共卫生的宏观思维和流行病学方法的理论已深入到疾病预防控制系

统和医学临床、科研多领域，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应用流行病学的思维和方法，如何对公共卫生决策进行“循证”，还需要

学习系统的理论和实际的训练，有关这方面的需求已声声可闻。为此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詹思延教授组织编写了“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系列讲座，共分8讲，其题目分别是：①观察性研究的

报告规范；②遗传关联性研究及其Meta分析的报告规范；③诊断试验真实性研究的报告规范；④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⑤

组群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⑥非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⑦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的报告规范；⑧统计模型报告规范。本

刊将从2006年第6期起以“系列讲座”栏目形式逢双月刊出。敬请读者悉阅。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