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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农村女性两癌筛查意愿性的干预效果探析 

叶惠香，林 芳，张考珍，梁雪琼，关焕琼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广东佛山 

【摘要】 目的 研究健康教育用于农村女性两癌筛查中对提升女性筛查意愿性的作用。方法 2018年 1月-2020
年 12 月本院辖区内的农村常住女性 2140 名作为入组成员，随机均分 2 组人数一致各 1070 名。研究组采取健康

教育，对照组行常规指导。对比两癌筛查意愿性等指标。结果 两组人员实施相应措施后两癌知识认知度，研究

组（91.36±3.15）分，比对照组（75.34±4.83）分高，P＜0.05。针对两癌筛查意愿性，研究组 98.22%，比对照

组 93.08%高，P＜0.05。针对满意度，研究组 98.13%，比对照组 90.94%高，P＜0.05。结论 于农村女性两癌筛查

中用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农村女性对两癌知识的认知度，且女性两癌筛查意愿人员明显增高。加强农村女性对

疾病的防控意识，满意度的改善较大，效果显著，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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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improving the willingness of screening in rural 
wome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20,2140 rural resident females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to 
the group,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of 1070 each.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guidance. The willingness to screen for both cancers was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75.34 ± 4.83) , the Study Group (91.36 ± 3.15) scored higher in cancer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p &lt; 0.05) . For the two cancer screening willingness, the study group 98.22% ,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93.08% , p &lt; 0.05. According to the satisfaction, the research group 98.13% ,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90.94% , p 
&lt; 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on of rural women to the knowledge of two 
cancer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screening for two cancers is obviously higher. To strengthen the rural women’s awarenes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improvement of satisfaction is significant,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the application 
value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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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临床工作中，乳腺癌和宫颈癌都十分常见，且

两者都是恶性肿瘤，可损害患者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

量[1]。相关资料中提及，宫颈癌通常是由高危型人乳头

瘤病毒持续性感染所致，可引起接触性出血与阴道异常

流液等症状，若不积极干预，将会导致患者的死亡，另

外，宫颈癌的发生也与不洁性生活、过早结婚生育和多

个性伴侣等因素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2]。尽管，乳腺

癌和宫颈癌都具有危害性大、病程长与发病缓慢等特点，

但通过早期的筛查可及时发现问题，尽早干预，避免疾

病进展[3]。但对于多数农村女性而言，因缺乏对乳腺癌

与宫颈癌的正确认知，使得其参与两癌筛查的意愿性降

低，不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为此，医院还应加

强对农村女性进行干预的力度。本文选取 2140 名农村女

性（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旨在分析健康教育用

于农村女性两癌筛查中对提升女性筛查意愿性的价值，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1月到 2020年 12月本院辖区内的农村

常住女性 2140 名进行研究，通过对照研究模式分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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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随机编号进行分组），设置对照组和研究组，且

两组人数一致各 1070 例。对照组年龄范围（31 岁至 59
岁，均值 38.96±2.84 岁），研究组（30 岁至 59 岁，均

值 38.95±2.69 岁），t=0.084，p=0.933。对照组体重范

围（40kg 至 69kg，均值 53.97±4.15kg），研究组体重

范围（40kg 至 70kg，均值 53.68±4.26kg），t=1.595，p
=0.111。对照组身高范围（152cm 至 168cm，均值 160．2
1±10．02cm），研究组身高范围（155cm 至 165cm，

均值 160．05±10．22cm），t=0.366，p=0.715。比较显

示：对照组和研究组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大 (P＞0.05)，具

有可比性 
1.2 纳入指标 
（1）有完善的资料者；（2）意识清楚，没有交流

障碍者；（3）无严重躯体性疾病者；（4）文化程度在

初中及以上。 
1.3 排除标准[4] 
（1）无法正常沟通者。（2）认知障碍者。（3）精

神病者。（4）已经明确诊断的其它恶性肿瘤者。（5）
生理缺陷者。（6）急性传染性疾病者。（7）全身严重

性感染者。（8）心理障碍者。 
1.4 方法 
2 组都接受常规指导：两癌筛查目的及筛查时间告

知等。研究组配合健康教育，具体方法如下： 
（1）入户发动：全镇相关计生干部和妇幼卫生工作

者在村干部协助下深入到群众中，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

认识，提高农村妇女的积极性，做好两癌教育，增强宫

颈癌、乳腺癌等妇科的疾病了解，提高农村妇女自我防

护意识，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两癌筛查意愿。 
（2）定期组织农村女性开展防癌健康讲座，邀请妇

科专家出席，为农村女性详细讲述乳腺癌和宫颈癌的病

理知识，包括疾病的定义、临床症状、病因、疾病进展

过程、危害性和诊断方法等，同时向农村女性强调两癌

筛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引起她们的重视，让她们能

够自愿参与到两癌筛查的行列当中来。每次健康讲座时，

可留一部分时间给农村女性提问，以及时解答她们心中

的困惑，提高她们对于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认知程度。 
（3）根据农村女性的特点、文化水平情况以及接受

能力，制定个体化的两癌筛查宣传手册，同时将之分发

到每名女性的手中。合理利用社区宣传栏，借助标语、

广播、电子显示屏和海报等，生动形象的向人们普及两

癌筛查的意义，让农村女性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两癌筛

查工作。 
（4）开通健康高明微信公众号，并邀请农村妇女关

注该公众号，定期向她们推送两癌健康资讯，同时提前

向她们公布免费两癌筛查的时间。同时建立微信群农村

妇女就关于两癌问题可以在群里进行发言，并专门设立

护理人员或者医生进行解答，提高时效性。并告诉农村

女性要学会观察自己阴道分泌物的情况，并积极治疗妇

科疾病，如：慢性宫颈炎和阴道炎等，以免影响阴道菌

群的平衡，导致阴道局部免疫力降低，影响机体免疫力

对病毒进行灭杀的效果。 
1.5 评价指标 
（1）采用自制调查表评估 2 组对两癌知识的认知程

度进行评分，内容包括有早期症状、危险因素、筛查目

的和早期预防等，总分 100，评分越高，表面农村妇女

的知识掌握度高，认知度好。（2）统计 2 组愿意参加两

癌筛查者例数。（3）调查 2 组对干预效果的满意度，于

末次干预时开展：调查结果采取百分制。不满意≤74，
一般 75-90，满意≥91。（一般+满意）/例数*100%即满

意度。 
1.6 统计学分析 
分析软件：SPSS20.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均数

±标准差（x±s），数据对比检验：t 值。计数资料：百分

率（%），数据对比检验：χ2 值。统计学意义：P 值，

有意义：P＜0.05；无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两组人员两癌知识认知度分析比较 
针对两癌知识认知度，研究组（91.36±3.15）分，

对照组（75.34±4.83）分。研究组比对照组高，t=14.57
92，P＜0.05。 

2.2 两组人员两癌筛查意愿性分析比较 
针对两癌筛查意愿性，研究组 98.22%，比对照组 9

3.08%高，P＜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2.3 两人人员满意度分析比较 
针对满意度，研究组 98.13%，比对照组 90.94%高，

P＜0.05。如表 2。 
3 讨论 
女性恶性肿瘤中，乳腺癌排名第一，而宫颈癌则次

于乳腺癌之后[5]。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发

的宫颈癌病例约有 50 万，并且，每年也有 27 万左右的

女性因宫颈癌病逝[6]。可见，宫颈癌对于女性的危害性

非常大，需要尽早干预。特别是在近几年中，人们性观

念的开放，加之二胎及三孩政策的推行，使得我国宫颈

癌的患病率有所提升，并朝着年轻化的趋势在发展，已

经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较大的威胁[7]。世界卫生组

织提出，通过早期诊断与早期发现乳腺癌和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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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这两种癌症治疗的效果，改善患者预后。 
表 1 两癌筛查意愿性统计结果表 [n，（%）]  

组别 例数 愿意进行两癌筛查 不愿意进行两癌筛查 

研究组 1070 1051（98.22） 19（1.78） 

对照组 1070 996（93.08） 74（6.92） 

χ2 - 7.3569 7.3158 

P - 0.0227 0.0231 

表 2 统计满意度调查结果表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1070 20（1.87） 214（20.0） 836（78.13） 98.13 

对照组 1070 98（9.16） 305（28.5） 667（62.34） 90.94 

χ2 - - - - 7.4163 

P - - - - 0.0215 
 
通过对女性大力推行两癌筛查政策，能够尽早发现

乳腺癌和宫颈癌，让患者能够尽早得到治疗，从而有助

于减少女性因乳腺癌和宫颈癌而病死的几率[8]。但对于

大部分的农村女性而言，由于缺乏对两癌筛查的正确认

知，加之一提到癌症就害怕的心态，且部分女性思想比

较保守，不愿意到医院中让医生检查自己的隐私部位，

使得其参加两癌筛查的意愿性降低[9-10]。健康教育乃新

兴的干预方式之一，涵盖以人为本理念，能够将农村女

性放在主导地位，采取开展讲座、社区宣传与发放宣传

册等途径，同时合理利用微信等交流平台，向农村女性

推送两癌及两癌筛查的相关知识，以加深她们对两癌的

认知程度，同时也能让她们重视两癌筛查这项工作，从

而有助于提高她们参加两癌筛查的意愿性[11-13]。此研

究，在两癌知识认知度上，研究组比对照组高，P＜0.0
5；在两癌筛查意愿性上，研究组比对照组高，P＜0.05；
在满意度上，研究组比对照组高，P＜0.05。 

综上，通过对农村女性两癌筛查健康教育有利于两

癌知识认知度的提升、满意度的改善及筛查意愿性的增

强，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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