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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联厂从业人员感染弓形虫的

行为危险模式研究

马彦 金涛 汪立源 杨廷忠 李鲁 张乐

【摘要】 目的 揭示肉联厂从业人员感染弓形虫的行为危险模式。方法 在杭州市肉联厂采集

从业人员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弓形虫循环抗原、!"# 和 !"$ 抗体；行为测量采用基于行为推

理理论的问卷调查。以行为推理理论假设感染的行为危险模式。结构由一个测量行为变量关系的模

型和一个反映行为变量彼此间关系的行为变量模型构成。用因子分析结合通径分析的方法对这一结

构中的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 共完成 %&’ 人的调查，回收率()*+,-。弓形虫感染率.(*’&-，近期

感染指标循环抗原阳性率.)*+(-，!"$ 抗体阳性率’*%’-，既往感染指标 !"# 抗体阳性率)*/%-，循环

抗原与 !"#、!"$ 抗体同时阳性的占.*%’-，循环抗原与 !"# 抗体同时阳性的占’*/)-，循环抗原与 !"$
抗体同时阳性的占.*((-。弓形虫感染与难产及接触生猪、体液、内脏有关，与流产无关。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除了行为态度和行为后果评价外，其他行为的内在可信度较好（克劳巴赫系数大于&*,），这

些测量项目能很好地解释行为变量。通径分析显示，两个结构均显著独立贡献于防护行为，防护行为

与弓形虫感染的发生有关；行为因素与其他因素对弓形虫感染发生的贡献率约各占)&*&&-。行为信

念在预测防护行为方面比主观规范更加重要。结论 用行为推理理论基本上能够解释行为因素在弓

形虫感染中的作用，这一病因模式对疾病的预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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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临床发现与孕妇

的习惯性流产、难产有密切联系［!］；脑瘫、小头畸形

新生儿的弓形虫感染率往往较高［"］。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食用未熟的肉、生的瓜果、与宠物接触密切以

及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都是感染弓形虫的危险因

素［#］。弓形虫病流行的生物因素已相当清楚，流行

病学研究往往针对极其宏观的方面，对行为在疾病

发 生 中 的 作 用 很 少 进 行 整 体 理 解 和 客 观 估 计。

$%&’( 和 )*+,-’*(［.］提出的行为推理理论则针对人体

的认知系统，阐明了行为信念、主观规范、行为态度

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每一概念均有明

确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在吸烟、饮酒、使用避孕药、接

种流感疫苗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成功的尝试［/］。

本研究旨在用该理论来揭示弓形虫感染的行为危险

模式。

材料与方法

! 0研究对象及检验方法：选取杭州市肉类联合

加工厂 !1 个部门的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对每位受

试者采静脉血 # 23，根据双盲操作的原则集中检测。

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4567$）检测弓形

虫循环抗原（8$9）；用抗体捕捉 4567$ 检测弓形虫

69: 抗体；用间接 4567$ 检测弓形虫 69; 抗体，试剂

由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提供。

" 0调查内容和方法：依据行为推理理论设计调

查表内容，预调查后对问卷内容进行结构效度和信

度分析，剔除差异无显著性的项目。调查内容包括

一般情况和行为项目。前者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时

间、工作年限、工作性质、生育胎儿情况、动物（宠物）

的饲养（接触）史；后者包括：!防护行为：由 . 个问

题进行测评：工作中穿戴衣帽；对皮肤的保护情况；

对接触生猪部位清洗消毒；饭前洗手习惯。"参照

信念：由 . 个问题进行测评：单位对操作者采取保护

措施的要求；医生对操作者采取保护措施的要求；同

事提醒操作者的作用；家人提醒操作者的作用。#
遵循态度：由 . 个问题进行测评：对单位要求的态

度；对医生劝告的态度；对同事提醒的态度；对家人

提醒的态度。$主观规范：由参照信念与主体遵循

态度相乘所得值相加而得。%行为信念：由 " 个问

题进行测评：皮肤完整对防病的作用；对皮肤清洗消

毒对防病的作用。&行为后果评价：由 . 个问题进

行测评：保护措施对预防疾病的效果；保护比治疗的

作用；时刻注意保护比偶尔注意的作用；不吃生的蔬

菜及未熟肉制品对预防疾病的作用。’行为态度：

由以上两项得评分项目之和构成。确定统一的问卷

调查时间后，分别对不同对象开始同时调查。

# 0统计分析：用 7<77 =0 1 对指标进行分析。本

研究所假定的病因模型见图 !。通过分析揭示各测

定项目反映相应的行为变量和各行为变量之间的通

径。行为变量各测定项目应答的同质性用克劳巴赫

系数表示，!1 0>为可信标准。用因子分析方法显示

测定项目对行为变量的表达，以因子负荷值作为衡

量标准，!1 0#.为有效标准［?］。用通径分析方法对

结构部分进行拟合，标准多元偏回归系数用所有的

通径系数估计。

图 ! 本研究所假设的行为关系模型

结 果

! 0共完成调查表 #1" 份，回收率为@/ 0=>A。总

感染率为!@ 0"1A，男性、女性弓形虫感染率分别为

!= 01!A和"1 0/>A，! B 10"/。表示近期感染的指标

8$9 阳性率为!/ 0=@A，69: 阳性率为" 0#"A；既往感

染指标 69; 阳性率为/ 0?#A；8$9、69;、69: 同时阳性

的占! 0#"A，8$9、69; 同时阳性的占" 0?/A，8$9、69:
同时阳性的占! 0@@A。

" 0接触生猪、体液、内脏者与不接触者感染率分

别为". 0"@A和!" 011A，! B 1011#。已婚女性发生

流产 与 未 发 生 流 产 的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 0!.A 和

!# 01=A，! B 10111；发生难产与未发生难产的感染

率分别为"/ 011A和? 0/.A，! B 10111。饲养宠物、

偶尔接触、不接触感染率分别为!1 011A、= 0##A和

"1 0#>A，! B 10111。

#0以恺撒C梅耶C奥金（D:E）及巴雷特（FGHI3’II）检

验作为信度依据，用克劳巴赫系数评价各因素的效

度，防护行为、主观规范、遵循态度、参照信念、行为

信念均较好，行为态度和行为后果评价则较差。

. 0防护行为、行为信念、遵循态度、常规信念、主

观规范的相关关系矩阵见表 !。在变量中提取多于

" 个因子时，将项目对应的数值相加。将年龄、工龄

控制变量，以弓形虫感染为因变量，防护行为、行为

信念、遵循态度、参照信念、主观规范为自变量进行

逐级分析，通径分析的结果见表 "。在通径分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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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未发现代入的人口学变量有作用。最后形成

的通径图见图 !，各变量的通径系数如图中所示。

表 " 拟进行通径分析行为变量的相关关系矩阵

变量 主观规范 遵循态度 防护行为 参照信念 行为信念

主观规范 ! 值 "#$$$ $#"%&! ’$#((!! $#)((! $#(*"!

" 值 ’ $#$$! $#$$$ $#$$$ $#$$$
遵循态度 ! 值 $#"%&! "#$$$ ’$#(%$! $#()$ $#)+"!

" 值 $#$$! ’ $#$$$ $#$$$ $#$$$
防护行为 ! 值’$#((! ’$#(%$ "#$$$ ’$#,($! ’$#,+%!

" 值 $#$$$ $#$$$ ’ $#$$$ $#$$$
参照信念 ! 值 $#)((! $#()$! ’$#,($! "#$$$ $#%$+!

" 值 $#$$$ $#$$$ $#$$$ ’ $#$$$
行为信念 ! 值 $#(*"! $#)+"! ’$#,+%! $#%$+! "#$$$

" 值 $#$$$ $#$$$ $#$$$ $#$$$ ’

! " - $#$"

图中数据除$ #()$为相关系数外，其余均为通径系数

! " - $#$+ !! " - $#$"

图 ! 各行为项目的通径图

讨 论

本次研究发现，杭州市肉联厂从业人员的弓形

虫感染率达到了"* #!$.，近期感染情况较严重，不

同性别、年龄、工龄间差异无显著性，说明人群普遍

易感。育龄妇女发生难产、流产与感染率水平有关。

接触生猪、体液、内脏者感染率较高，显示工作性质

是一个环境危险因素。而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个体却

并未都被感染，说明从业人员的感染是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人们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

响，使行为往往具有经常性、广泛性和持久性［%］。行

为推理理论正是一个对行为产生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特点进行定量化描述并结合数理分析理论，得到各

种行为因素的贡献作用的应用型理论。本研究根据

上述理论分析弓形虫感染的行为危险因素，用因子

分析和通径分析方法找到了 + 条明显的路径，表明

行为因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弓形虫感染的发

生，从弓形虫感染的残差系数可知，行为危险因素的

贡献率达到了+! #&.，而非行为危险因素的贡献率

则为)% #!.，说明工作环境因素是外因，行为危险因

素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使人们对

暴露机会比较接近而感染率却不同的现象有合理的

解释。行为信念在预测防护行为方面比主观规范更

加重要。结合本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我们认为在预

防弓形虫感染的实践中，要求操作者采取适当的保

护措施，提高机体对弓形虫感染危险性的认识，矫正

对疾病认识上的不正确态度，有利于达到减少弓形

虫感染发生的目的。

虽然应用行为推理理论初步验证了该理论的有

效性，仍有两个项目的信度和效度均不够理想，提示

对项目内容的设计还应深入研究。理论的应用最好

针对生物学特征和流行规律比较明确的疾病，我们

相信这种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理论对疾病预防

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表 ! 防护行为等通径分析结果

变 量 ! #"$ 0! % 值 " 值

防护行为—#感染 $ #"!+ $ #$!! $ #!") + #,,( $ #$$$
行为信念—#防护行为 ’ $#!&+ $ #$() ’ $#)%, ’ &#(), $ #$$$
主观规范—#防护行为 ’ $#!"& $ #$," ’ $#!$) ’ (#++( $ #$$$
参照信念—#主观规范 ’ $#)%! $ #$%+ ’ $#(!$ ’ ,#!%) $ #$$$
遵循态度—#主观规范 ) #*"!1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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