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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癌筛查联合健康教育对漳州市妇女两癌发病率的影响调查分析
王碧凤

漳州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漳州　363099

【摘要】目的　调查分析两癌筛查联合健康教育对漳州市妇女两癌发病率的影响。方法　收集漳州市所有县（区、开发区）

符合条件的 35-64 周岁妇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两癌筛查时间 2022 年 7 月起，通过培训县、区级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公众

号推送宣教资料和视频等方式，由县、区级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开展健康教育。评价两癌防治知识知晓度、两癌筛查自我效能、

发病率。结果　妇女对两癌防治知识总知晓率明显提高妇女两癌筛查自我效能评分明显提高。实施后，妇女两癌发病率相较实

施前明显提高。发病情况得知，2022 年 HPV 项目检查 40116 人，其中宫颈高级别病变 210 例、原位腺癌 5 例、微小浸润癌 7 例、

浸润癌 6 例。乳腺项目检查 40261 人，其中乳腺不典型增生 7 例、导管原位癌 8 例、浸润性导管癌 22 例、浸润性小叶癌 4 例。

结论　两癌筛查联合系统化健康教育能够提高漳州市妇女两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增强筛查自我效能，检出更多早中期妇科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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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癌即乳腺癌与宫颈癌，两癌筛查是有效防治两癌的重

要途径。近些年伴随国内对两癌筛查普及力度不断加大以及

各种筛查项目迅速普及，两癌筛查得到了广泛开展 [1]。但多

数妇女因为两癌相关知识认知不足，受教育程度较低，加上

两癌早期缺乏特异症状，对两癌筛查重视度不足，未积极配

合两癌筛查，从而导致疾病检出率不高 [2]。传统宣教以口头

形式为主，难以充分理解掌握。系统化健康教育丰富了宣教

形式和内容，结合妇女实际情况提供个体化宣教，使知识需

求得到充分满足。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两癌筛查联合健康

教育对漳州市妇女两癌发病率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漳州市所有县（区、开发区）符合条件的 35-64 周

岁妇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两癌筛查时间 2022 年 7 月起。

2022 年 HPV 项目检查 40116 人，乳腺项目检查 40261 人。其

中年龄分布 32 至 58 岁，均值（44.28±6.37）岁；受教育程

度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各有26412例、

34757 例、19208 例。

1.2 方法

全部妇女接受两癌筛查，宫颈癌筛查内容包括妇科检查、

宫颈分泌物、HPV 检查、阴道镜检查、宫颈组织病理检查等。

乳腺癌筛查内容包括局部视诊和触诊、乳腺 B 超 /X 线检查、

乳腺组织病理检查等。

通过培训县、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公众号推送宣教

资料和视频等方式，由县、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开展健康

教育：（1）面对面教育培训：每次筛查时为妇女发放健康图

册或者播放宣教短视频、动画等，详细解释两癌筛查相关知

识，使用便于理解的语言解答妇女疑问，最大限度保证妇女

理解掌握。（2）健康讲座：定期组织（每月 1 次）进行两癌

筛查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座，每次 60 分钟。由专家科普两癌

筛查相关知识，告知日常高危因素、预防手段、生活行为养

成等内容。现场参与者可相互交流互动，分享疾病防治经验，

加深理解和记忆。（3）网络平台教育：首次筛查时组建微信

群，并邀请妇女关注微信公众号，每周在群体推送宣教文章，

定期在公众号更新两癌筛查科普视频。群内成员可相互交流

探讨，每周五晚上安排专人在线解答妇女疑问，提供专业咨询。

（4）电话随访：每月进行 1 次电话随访，了解妇女日常生活

行为习惯，纠正不当生活方式。回答日常疾病防治相关问题，

预约后续筛查时间。

1.3 观察指标

（1）两癌防治知识水平：使用自制问卷调查两癌防治知

识知晓情况，包含两癌筛查主要目的、筛查方法、筛查流程、

注意事项等，满分 50 分，得分越高表示相关知识掌握更多。

按得分划定 3个标准，即全部知晓（＞ 40分）、基本知晓（30

～ 39 分）、未知晓（＜ 30 分），将全部知晓率、基本知晓

率之和得到总知晓率。（2）两癌筛查自我效能：参考宫颈癌

筛查自我效能量表，题目共 18 项（各问题 1 ～ 5 分），总分

90 分，筛查自我效能越高则评分升高。（3）两癌发病率：分

别统计两癌检出情况，计算发病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均符

合正态分布以（χ±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计数数据以 [n(%)] 表示，行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分析

两癌筛查妇女对两癌防治知识总知晓率明显提高。其中

完全知晓 55996 人，部分知晓 19625 人，不知晓 4756 人，总

知晓率 94.08%（75621/80377）。见表 1。

表 1：两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分析 [n(%)]

指标 人数（n=80377） 构成比

全部知晓 55996 69.67

基本知晓 19625 24.42

不知晓 4756 5.92

总知晓率 75621 94.08

2.2 两癌筛查自我效能分析

两癌筛查妇女对于两癌筛查自我效能评分明显提高，其

总分均值（109.47±7.42）分。

表 2：两癌筛查自我效能分析（χ±s，分）

对象 例数（n） 两癌筛查自我效能评分

两癌筛查妇女 80377 109.47±7.42

2.3 两癌发病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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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比具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患儿智力障碍、共济失调、

癫痫各 1 例，总并发症率为 6%；对照组智力障碍 1 例，共济

失调 2 例，癫痫 2 例，总并发症率为 10%，组间对比不具统计

差异（P>0.05）。观察组患儿复发1例，占2%；对照组复发8例，

占 16%，对比具统计学差异（P<0.05）。

综上，针对临床收治的小儿热性惊厥病例，采用苯巴比

妥与地西泮联合治疗，可显著提高临床效果，降低复发率，

且安全性居较高水平，具有非常积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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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其开展TCT检查，可以将患者宫颈癌前病变的检出率提升，

有利于临床及时针对患者的病情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治疗干预

措施，进而将疾病的危害减轻，改善其预后。

总而言之，TCT 检查可以对宫颈异常患者的细胞癌变情况

进行观察，有利于将有力依据提供给临床早期诊断，同时可

改善宫颈癌的预后，应用效果显著，值得进一步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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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情况得知，2022 年 HPV 项目检查 40116 人，其中宫

颈高级别病变 210 例、原位腺癌 5 例、微小浸润癌 7 例、浸

润癌6例。乳腺项目检查40261人，其中乳腺不典型增生7例、

导管原位癌 8例、浸润性导管癌 22 例、浸润性小叶癌 4例。

3 讨论
乳腺癌以及宫颈癌是妇女群体高发的恶性肿瘤病症，近

些年此类患者发病情况有愈发年轻化趋势，对广大妇女生命

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巨大危害 [3]。早期阶段发现两癌，并进

行精确诊断和规范治疗，是减少恶性肿瘤发生、降低病死风

险的重中之重。因此加强对妇女群体两癌相关防治知识的宣

传，强化其主动筛查行为，对于提高妇女群体预后有重要意义。

但是受到地域、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妇女对于两癌认知

程度有所差异，特别是农村地区妇女了解两癌相关防治知识

的途径较少，对两癌筛查重要性认知不足，这也导致参与两

癌筛查的自我效能较低，对两癌防治工作正常开展带来极大

负面影响 [4]。

本次研究以漳州市参与两癌筛查的妇女群体作为研究对

象，对系统化健康教育后相关指标进行调查分析。本研究结

果得知，两癌筛查妇女对两癌防治知识总知晓率明显提高，

同时两癌筛查妇女对于两癌筛查自我效能评分明显提高。这

也说明两癌筛查联合系统化健康教育能够提高漳州市妇女两

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增强筛查自我效能。分析原因是：在系

统化健康教育中，通过运用面对面宣教、网络平台宣教、健

康讲座等多种健康教育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能够满足

各个文化层级妇女的健康知识需求，了解更多两癌防治相关

知识，正确认识两癌筛查目的与重要性，充分调动其主观能

动性，从而提升参与两癌筛查的自我效能 [5]。本研究得知，

2022年 HPV项目检查 40116人，其中宫颈高级别病变210例、

原位腺癌 5 例、微小浸润癌 7 例、浸润癌 6 例。乳腺项目检

查 40261 人，其中乳腺不典型增生 7 例、导管原位癌 8 例、

浸润性导管癌 22 例、浸润性小叶癌 4 例。分析原因是：实施

健康教育后妇女树立良好的两癌筛查观念，提高对两癌筛查

的重视程度，能够主动参与两癌筛查，从而让更多病症被检出，

并且在疾病早期阶段就及时被发现，可以尽快接受治疗控制

病情发展 [6]。

综上所述，漳州市妇女接受两癌筛查联合系统化健康教

育能够提高两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增强筛查自我效能，让更

多早中期癌症及时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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