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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泸州市城区居民"$!@O"$"$年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开展健康教
育干预工作及制定相关卫生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年!!月和"$"$年!!月!采用分层多阶段
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泸州市城区!7!%@岁居民?$$人!采用.四川省居民健康素养问卷/对其开展问卷调
查!并分析其健康素养具备率及影响因素'结果!"$"$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高于

"$!@年"!!#%&\%$"$"$年泸州市城区居民三方面"!"b6#"!?!!:#:"7%&六类问题健康素养水平"!"b
&#!:@!"%#"!$%均高于"$!@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多因素4F.BCHBJ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
)农村!比值比"3H%b$#?":!@7\置信区间"@7\86%#$#!":!$#:6$*!年龄"%$!%@岁!3Hb$#!:%!@7\86#

$#$7&!$#%$?%!文化程度"初中!3Hb?#6!%!@7\86#!#!":!!$#?6&$高中(职高(中专!3Hb%#!&%!@7\86#

!#@6%!!@#%$"$大专(本科及以上!3Hb@#6!@!@7\86#"#7&%!?6#7%%$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Hb!"#"%"!

@7\86#"#%%"!7%#6:7%!家庭年收入"&!$$$$$元!3Hb"#%"?!@7\86#!#?$:!7#"%$%是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的影响因素"!$$#$7%'结论!"$"$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高于"$!@年'居住地&年龄&文化
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是健康素养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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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6:7%!-DM-DD/-4IF/C0IF4MBDJF80"&!$$$$$5/-D!3Hb"#%"?!@7\86#!#?$:O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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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素质
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提升健
康素养已被国际公认为是维持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
的策略+",)"$!%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强调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地位+?,)同年*1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成为 .1健康
中国"$?$2规划纲要/的!?个主要指标之一+6,)健康
素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要涵盖?个方面的素
养!健康知识和理念-正确生活方式-健康生存技能&
包括%项内容!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
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素养+71%,)本研
究通过对"$!@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进行健康素
养水平调查分析*了解其健康素养水平现况及影响因
素*为制定卫生健康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A!资料与方法

A#A!调查对象!以"$!@年!!月和"$"$年!!月泸
州市城区非集体居住的!7!%@岁常住居民为调查对
象)纳入标准!$!%泸州市城区常住居民$连续居住时
间大于或等于%个月%&$"%愿意参加本次调查者)排
除标准!$!%非泸州市城区常住居民&$"%有严重交流
障碍或不愿意参加本次调查者)

A#B!调查方法

A#B#A!抽样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每年分别抽取不同乡镇"街道的非集体居住的!7!%@
岁常住居民?$$人)抽样过程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
段!在泸州市城区内随机抽取?个乡镇"街道&第二阶
段!抽中的乡镇$街道%随机抽取"个村$社区%&第三
阶段!抽中的村$社区%中*随机抽取7$个家庭户&第
四阶段!抽中的家庭户内*采用 Ze)* 法抽取!名

!7!%@岁常住人口作为对象开展调查*直到抽取每个
村"社区满足要求的调查对象7$个)

A#B#B!调查方法!采用.四川省居民健康素养问卷/
进行入户调查*以自填或面对面询问的方式进行)问
卷包括?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及六类健康问题素养
水平)

A#B#C!判定标准!调查问卷共7$题*总分%%分)
每个单选题!分*每个多选题"分)问卷选项与标准
答案完全一致则认为1正确2并得分*得分大于或等于
总分的:$\被判定具备健康素养)某方面健康素养

或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条目得分大于或等于相应总分

的:$\*被判定具备该方面健康素养或该类健康问题
素养)

A#B#D!质量控制!调查前!调查对象选择遵从随机
化原则*调查人员参与调查工作前均经过统一培训)
调查中!现场调查质量由调查员和质控员共同把控*
调查员当场核对问卷并回收*质控员统一核查当天回
收的问卷)调查后!按简单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7\
的调查对象进行电话或现场复核)

A#C!统计学处理!问卷采用U+BM-H-数据库双人双
录入*)̂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分类资料用率
或构成比表示*不同组间率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4F.BCHBJ回归分析*'b$#$7)

!$$#$7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结!!果

B#A!基本情况!"$!@年调查男!7?人*占7!#$$\&女

!6& 人*占 6@#$$\)"$"$ 年 调 查 男 !6" 人*占

6&#??\&女!7:人*占7"#%&\)以"$!@年为例*在调
查的?$$人中*城镇居民"$$人*占%%#%&\&农村居民

!$$人*占??#??\)年龄中以67!$%$岁人数最
多*占6?#%&\&!7!$?$岁人数最少*占%#%&\)文
化程度中初中学历人数最多*占?:#$$\&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人数最少*占6#??\)职业以农民为主*
占6&#??\)家庭年收入以!$$$$!$7$$$$元居
多*占67#??\)"$"$年的情况大致相同)"$!@年与

"$"$年居民性别-居住地-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
庭年收入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
见表!)

B#B!"$!@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

?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
康素养具备率为!!#%&\*"$"$年增长至!&#??\*两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年泸州
市城区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基本健康技能具备率均高于"$!@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7%)见表")

B#C!"$!@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六类问题健康素
养水平!"$"$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六类问题健康素养水
平均高于"$!@年)其中*除慢性病防治以外*科学健康
观-传染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和健康信息具备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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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基本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项目
"$!@年$0b?$$%

人数 构成比$\%

"$"$年$0b?$$%

人数 构成比$\%
!" !

性别 男 !7? 7!#$$ !6" 6&#?? $#:$& $#?%@

女 !6& 6@#$$ !7: 7"#%&

居住地 城镇 "$$ %%#%& "$$ %%#%& $#$$$ !#$$$

农村 !$$ ??#?? !$$ ??#??

年龄$岁% !7!$?$ "$ %#%& !? 6#?? "#%%6 $#66%

?$!$67 6! !?#%& ?% !"#$$

67!$%$ !?! 6?#%& !6% 6:#%&

%$!%@ !$: ?%#$$ !$7 ?7#$$

文化程度 不识字"少识字 ?$ !$#$$ "? &#%& ?#6!7 $#%?%

小学 &? "6#?? &7 "7#$$

初中 !!6 ?:#$$ !$: ?%#$$

高中"职高"中专 7" !&#?? %! "$#??

大专"本科 !: %#$$ "6 :#$$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 6#?? @ ?#$$

职业 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 !? 6#?? !: %#$$ ?#%%& $#?$$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 !: %#$$ !7 7#$$

学生 & "#?? 7 !#%&

农民 !6" 6&#?? !?: 6%#$$

工人 "@ @#%& 6! !?#%&

企业人员 "? &#%& "% :#%&

其他 %: ""#%& 7& !@#$$

家庭年收入$元% $!$$$$ 7% !:#%& 6" !6#$$ 6#%&: $#7:%

!$$$$!$7$$$$ !?% 67#?? !77 7!#%&

7$$$$!$!$$$$$ %" "$#%& %? "!#$$

&!$$$$$ 6% !7#?? 6$ !?#??

表"!!"$!@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总体和?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

年份 0
总体健康素养

具备人数 具备率$\%

基本知识和理念

具备人数 具备率$\%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具备人数 具备率$\%

基本健康技能

具备人数 具备率$\%

"$!@年 ?$$ ?7 !!#%& %6 "!#?? ?! !$#?? 6" !6#$$

"$"$年 ?$$ 7" !&#?? !!" ?&#?? 6: !%#$$ &6 "6#%&

!" O ?#::7 !:#:"7 6#"!? !$#@6?

! O $#$6@ $$#$$! $#$6$ $#$$!

!!注!O表示无此项)

表?!!"$!@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六类问题

!!!健康素养水平

类别

"$!@年$0b?$$%

具备人数
具备率

$\%

"$"$年$0b?$$%

具备人数
具备率

$\%

!" !

科学健康观 &6 "6#%& !$6 ?6#%& &#!:@ $#$$&

传染病防治 6& !7#%& :@ "@#%& !%#&&" $$#$$!

慢性病防治 ?& !"#?? 6@ !%#?? !#@77 $#!%"

续表?!!"$!@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六类问题

!!!健康素养水平

类别

"$!@年$0b?$$%

具备人数
具备率

$\%

"$"$年$0b?$$%

具备人数
具备率

$\%

!" !

安全与急救 !!6 ?:#$$ !7: 7"#%& !?#$"$ $$#$$!

基本医疗 ?" !$#%& %! "$#?? !$#&$" $#$$!

健康信息 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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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O"$"$年泸州市城区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根据"$!@和"$"$年%$$例城区居
民的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和女性健康素养具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不同居住地-年龄-文
化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居民之间健康素养具备率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见表6)
表6!!"$!@O"$"$年泸州市城区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0b%$$'

人口学特征 项目
具备

人数

具备率

$\%
!" !

性别 男 6" !6#"6 $#$?" $#:7&

女 67 !6#&7

居住地 城镇 :$ "$#$$ "@#":@ $$#$$!

农村 & ?#7$

年龄$岁% !7!$?$ !7 67#67 76#%%% $$#$$!

?$!$67 "6 ?!#!&

67!$%$ ?6 !"#"&

%$!%@ !6 %#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 !#@@ @6#:%@ $$#$$!

初中 "6 !$#:!

高中"职高"中专 "@ "7#%%

大专"本科 !: 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 76#77

职业 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 !? 6!#@6 7%#$%: $$#$$!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 : "6#"6

学生 " !%#%&

农民 !? 6#%6

工人 !? !:#7&

续表6!!"$!@O"$"$年泸州市城区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0b%$$'

人口学特征 项目
具备

人数

具备率

$\%
!" !

企业人员 !7 ?$#%!

其他 "? !:#6$
家 庭 年 收 入

$元%
$7$$$$ "@ &#6% 6:#:?? $$#$$!

7$$$$!$!$$$$$ "@ "?#"$

&!$$$$$ "@ ??#&"

B#F!"$!@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多
因素4F.BCHBJ回归分析!以泸州市城区居民是否具备
健康素养为因变量$$b不具备&!b具备%*将纳入单
因素分析有意义的自变量$包括居住地-年龄-文化程
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进行多因素4F.BCHBJ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居住地-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
均为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的影响因素$!$$#$7%)在
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方面*农村低于城镇
+比值比$3H%b$#?":*@7\置信区间$@7\86%!

$#!":!$#:6$,)以!7!$?$岁年龄阶段为参照*

%$!%@岁居民的健康素养具备率较低*3H 为$#!:%
$@7\86!$#$7&!$#%$?%)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
参照*大专"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居民的健康素
养具备率较高*3H 分别为@#6!@$@7\86!"#7&%!
?6#7%%%-!"#"%"$@7\86!"#%%"!7%#6:7%)以

7$$$$元以下的家庭年收入为参照*&!$$$$$元的
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3H 为"#%"?$@7\86!

!#?$:!7#"%$%)见表7)

表7!!"$!@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多因素4F.BCHBJC回归分析

因素 " *=,= P/)F!" ! 3H @7\86

居住地

!城镇- !#$$$

!农村 O!#!!7 $#6:$ 7#?6@ $#$"$ $#?": $#!":!$#:6$

年龄$岁%

!!7!$?$- !#$$$

!?$!$67 O$#"$" $#7%& $#!": $#&"! $#:&! $#"%@!"#6:$

!67!$%$ O$#@7& $#77@ "#@?$ $#$:& $#?:6 $#!":!!#!6@

!%$!%@ O!#%:" $#%$$ &#:%& $#$$7 $#!:% $#$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初中 !#""@ $#7%7 6#&!" $#$?$ ?#6!% !#!":!!$#?6&

!高中"职高"中专 !#:"! $#7:@ @#76% $#$$" %#!&% !#@6%!!@#%$"

!大专"本科 "#"6? $#%%? !!#6!? $#$$! @#6!@ "#7&%!?6#7%%

!硕士及以上 "#7$& $#&&@ !$#?67 $#$$! !"#"%"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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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O"$"$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多因素4F.BCHBJC回归分析

因素 " *=,= P/)F!" ! 3H @7\86

职业

!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 !#$$$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 O$#$66 $#%66 $#$$7 $#@67 $#@7& $#"&!!?#?&:

!学生 O!#:&6 $#@%: ?#&7$ $#$7? $#!76 $#$"?!!#$"?

!农民 O$#6$6 $#%$& $#66" $#7$% $#%%: $#"$?!"#!@7

!工人 $#!"7 $#%$" $#$6? $#:?7 !#!?6 $#?6:!?#%@$

!企业人员 $#"7: $#7:: $#!@" $#%%" !#"@6 $#6$:!6#$@:

!其他 $#!7? $#77% $#$&% $#&:? !#!%7 $#?@"!?#6%%

家庭年收入$元%

!$7$$$$ !#$$$

!7$$$$!$!$$$$$ $#%"! $#??6 ?#6%? $#$%? !#:%" $#@%&!?#7:"

!&!$$$$$ $#@6% $#?77 &#?&? $#$$& "#%"? !#?$:!7#"%$

!常量 O"#?!$ $#:&& %#@?: $#$$: $#$@@

!!注!-表示参照因素&"为回归系数&*=,=为标准误&3H 为比值比&@7\86为@7\置信区间)

C!讨!!论

!!"$!@ 年 泸 州 市 城 区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为

!!#%&\*"$"$年增长至!&#??\*"$!@年和"$"$年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提示泸州市健康素养促进工作整体成效显著*
可能与泸州市自"$!7年启动健康城市建设项目*深
入开展各项创建工作*以及在全省示范性开展1全民
预防保健项目2等建设项目有关)尤其是"$!@年以
来*为顺应国家推进提高居民健康素养的要求*泸州
市建立了县乡村一体化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试点了主动健康项目*制定了针对不同
风险人群的健康教育计划*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监测
评估体系+&,)这些项目建设优化和提升了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使居民的健康知识-健康意识逐
步得到提高)健康城市建设项目在推动健康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截至"$!@年底*城区拥有体
育健身设施社区比例达@%#&\*行政村体育设施覆盖
率为&&#$\)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
实施1全食品链2管理)以上各项工作*均为居民健康
素养的不断提升作出了贡献)"$"$年泸州市城区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重庆市农村地区+:,和湖州市吴

兴区农村+@,*低于全国+!$,和浙江省杭州市+!!,*尚未完
成1健康中国2规划中"$"$年达到"$\的目标+!",*可
能与各地教育-经济和医疗水平有关)

本次调查显示*泸州市城区居民?个方面健康素
养水平中基本知识和理念具备率最高*健康生活方式
与行为具备率最低*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6,)根据
1知信行2理论*推测在泸州市采取健康城市项目与全
民健康素养促进行深入结合后*居民健康知识储备情
况不断改善*但将具备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活行为不

是一蹴而就*提示在以后的健康宣传工作中*不仅要
注重理论知识的普及*更要注重影响健康行为的多方
面因素*有针对性地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与
行为*把握提高健康素养水平的关键环节)

泸州市城区居民六类问题健康素养水平中*安全
与急救具备率最高*慢性病防治和基本医疗具备率最
低*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71!%,)提示今后需重点加强
该两方面的健康教育)一方面*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
老龄化加速阶段*慢性病患病率增加*医疗负担重+!&,&
另一方面*提升居民慢性病素养水平可能有助于慢性
病的整体防控*提高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水平可能是缓
解医患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结合国内外多篇研究报告*发现影响健康素养水
平的因素不全相同*有职业-年龄-家庭收入和文化程
度等+!@1"$,)本次调查中*多因素4F.BCHBJ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居住地-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是泸州
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由于城乡间经济
水平和医疗条件的差异*居住在城镇的居民可能有更
宽泛的机会接触到更系统-全面的健康知识*更容易
获得健康技能)!7!$?$岁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最
高*可能是该人群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养成了一定的健康行为)老年人群健康素养具
备率最低*可能是由于其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学习能
力下降*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文化程度是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水平越高*健康
素养具备率越高*可能与高文化程度人群的阅读-理
解-学习和甄辨能力更出色有关*提示通过教育途径
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可能是一种高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年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高于"$!@年*但泸州市城区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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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应将居民健康素养促进重心偏向农村地区-老
年人群和低文化程度-低收入人群)在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战略的背景下*应继续发扬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社会参与的健康城市建设模式*创新健康促进手段*
借助微信-抖音和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知
名专家名人效应*探索宣传内容的通俗性和表现形式
的多样性*实施针对性措施*切实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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