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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2008--201 0年老年人流行性感冒疫苗

接种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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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已经多次引起世界范围大流行。

2009年王小莉等⋯用蒙特卡罗模型对北京市甲型H1N1流感

感染人数进行了估算，约有180万人感染。接种疫苗仍是预

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乜。。本研究对北京市老年人在

2008—2010年流感流行前后流感疫苗接种的情况及影响

2010年接种流感疫苗的因素进行了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北京市年满60岁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地

区连续居住超过半年者)作为调查对象。基于前期预调查结

果，北京市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约取50％，允许误差5=0．1

兀。取95％可信限，I．to=1．96，复杂抽样的设计效应deft=1．5，

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计算出每层应抽取576人。考虑城郊

和性别等分层因素(共4层)，应调查样本量为2304人，实际

调查2578人。

(2)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法。分别在北

京市8个城区和10个郊区(县)中各随机抽取3个区(县)进

行调查(东城、西城、海淀、怀柔、昌平和通州)。多阶段系统

抽样：每个区(县)将乡镇／街道按照人口数排序，抽取5个乡

镇／街道；再按照村／居委会名称首字母排序抽取5个村／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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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按照门牌号进行排序抽取17人。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

问卷进行人户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主要

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2008--2010年接种流感疫苗、流感相

关知识、态度、锻炼身体和过去一年内出现过流感样症状

(ILl)等。在两次预调查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和研究方

案；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

要求，并进行口头知情同意。调查过程中和调查结束后由北

京市和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对各调查点进行监

督，并抽取10％的问卷现场复核，问卷采用双录入。

(3)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

数据的双录入和检错。使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Pearson％2检验比较不同老年人群流感疫苗接种

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流感疫苗接种影响因

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别以2010年接种流感疫苗为因

变量，以问卷调查的各个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

法进行分析，自变量检验水准a=0．05。

2．结果：

(1)一般情况：调查回收问卷2578份，其中有效问卷

2521份，有效率为97．8％。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66．8±6．1)

岁，最大99岁；城区和郊区分别为1240和1281人；男性1220

人，女性1301人；文化程度中，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组、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和大学及以上组分别为260、696、810、435

和319人，1人不详。

(2)流感疫苗接种情况：表1显示，2008--2010年流感大

流行前后北京市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分别为41．8％、

49．2％和44．0％。郊区均高于城区(P<0．05)；男女性之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影响接种流感疫苗的因素分析：影响北京市老年人

接种流感疫苗的单因素分析见表2。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进入方程变量为文化程度、自觉身体状况、锻炼身

体和认同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表3)。

3．讨论：本研究显示，2008—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流感

疫苗接种率较低，与WHO制定的2010年老年人流感疫苗接

种率达到75％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2009年流感疫苗接

种率较2008年明显升高，可能与2009年居民先后接种甲型

H1N1流感疫苗和季节性流感疫苗有关，也可能与卫生服务

得到了加强有关。本研究中高文化程度、认为自己身体状况

很好／好、不能坚持锻炼身体和不认同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最有效措施的居民流感疫苗接种率较低。与国外的研究结

果一致b川。文化程度较高居民获得流感相关信息的途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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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8--2010年流感大流行前后北京市老年人

流感疫苗接种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接种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接种率；2008和2009

年调查人数中不包含当年未满60岁老年人

表2影响北京市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单因素分析

注：括号内数据为应答率(％)

多，同时获得负面消息也较多，可能与流感疫苗接种率较低

有关。人群对流感普遍易感，对感染流感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影响流感疫苗的接种率。有研究显示”1，认为身体状况好，

不会感染流感是阻碍流感疫苗接种的原因之一。坚持锻炼

身体的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较高，提示具有良好生活习惯

的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较高。此外，对流感疫苗在预

防流感中作用的认识影响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对流感疫苗

有效性的不信任也是阻碍流感疫苗接种的重要原因之一“1。

虽然接种流感疫苗产生的副作用是罕见的，而且主要以轻微

的发热和局部红肿为主，但是媒体对此过分关注，，可能是造

表3影响北京市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多因素分析

成流感疫苗接种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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