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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住院医师和全科医生对疫苗接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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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estern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I.I. Mechnikov家庭医学科

进行了一项研究，目的是研究全科医生、住院医生和学生对疫苗接种的态度。

材料与方法。调查对象包括22名学生、14名住院医师和21名全科医师。问卷内容包括自

评预防接种知识水平、对预防接种的态度、对预防接种有效性的看法等。采用SPSS 20.0

（SPSS Inc.，Chicago，IL，美国）和MedCalc 11.5.00（MedCalc Software, Oostende）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评估组间差异。

结果与讨论。61%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自己在疫苗预防领域的知识水平是良好，21%是

满意的，5%是优秀的。学生对自己的知识水平最有信心，住院医师排在第二位，医生

排在第三位（p < 0.05）。9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接种疫苗的态度是积极的。95.5%的

学生、85.7%的住院医师和76.2%的医生认为接种疫苗是必要的（强制性的）。86%的参

与者认为接种疫苗的有效性很高。受访者是否为自己和子女接种疫苗时，大多数人选

择了“是，在国家日历范围内加上额外剂次疫苗”和“在国家日历范围内”两个答案

（分别为51%和39%）。

结果。受访医生、住院医师和学生对疫苗接种的态度大多是积极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疫苗

接种的有效性较高。大多数答复者根据国家疫苗接种日历接种了疫苗，相当一部分答复者还接

受了国家日历中未包括的疫苗接种。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建议患者接种预防性疫苗。

关键词：疫苗接种；对疫苗接种的态度；全科医学（家庭医学科）

The study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was performed at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of North-Western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I.I. Mechnikov. The aim of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attitud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residents, and students towards vaccin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tudy involved 22 students, 14 residents and 21 general practitioners.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that included questions about self-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vaccination, attitude towards vaccination, opinion about its effectiveness, etc.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software SPSS 20.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and MedCalc 11.5.00 (Medcalc 
Software, Oostende).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ssess intergroup difference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61% of the participants rated their own level of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vaccine 
prevention as good, 21% as satisfactory and 5% as excellent. The most confident in their level of knowledge 
were students, in the second place – residents and in the third place – doctors (p < 0.05). 90% of respondents 
identified their attitude to vaccination as positive. 95.5% of students, 85.7% of residents and 76.2% of doctors 
noted that vaccination is necessary (mandatory). The effectiveness of vaccination is considered high by 
86% of participants. When asked whether the respondents do preventive vaccination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majority chose the options “Yes, within the national calendar plus additional” and “all 
within the national calendar” (51% and 3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attitude of the surveyed doctors, residents and students to vaccination is mostly positive,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vaccination as high. Most respondents are vacc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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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vaccination schedule, a larg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also do vaccinations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schedule. Almost all respondents recommend preventive vaccinations 
to patients.

Keywords: vaccination; attitude to vaccination; general practice (family medicine).

接种疫苗是预防与受控感染有关的传

染病的最有效方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疫苗接种每年可预防200-300万

人死亡，全球疫苗接种覆盖率每年可帮助

避免另外150万人死亡[1]。

然而，由于不信任和拒绝开展预防性

疫苗接种，当今世界存在疫苗接种人口

覆盖率不足的问题。WHO已将对疫苗接种

缺乏信心列为2019年全球卫生的主要威胁

之一，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非传染

性疾病一样，如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

疾病、抗菌素耐药性，以及不发达的初级

卫生保健系统[1]。

拒绝接种疫苗的常见原因是粗心大意和

低估传染病的危险，不相信疫苗，担心接

种后的反应或并发症，怀疑接种的有效性，

以及拒绝接种疫苗的合法权利[2,3]。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提高公众

对疫苗预防相关问题的认识，通过医疗机

构咨询，通过大众媒体、社会网络开展解

释工作。根据一些数据，对于许多患者

（20-91%）来说，关于疫苗接种的主要信

息来源之一是互联网，而约31-68%的患者

从医疗专业人员获得这些信息[2,3]。

同时，绝大多数患者（高达95%）认为

医生的意见是最权威的，从医疗专业人员

获得的信息比来自互联网、媒体、亲朋好

友的信息更可靠[4,5]。

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必须具备疫苗预防领

域的必要知识，了解并正确评估疫苗的需

求和有效性。根据一些研究，医生对疫苗

接种持消极态度（3-10%），他们对患者表

达了这种态度，有些医生根本不建议患者

接种疫苗[5,6]。

2020年，North-western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I.I. Mechnikov

家庭医学科开展了一项研究，目的是评估

对不同类型学生接种疫苗问题的态度。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全科医生（家庭

医生）、住院医师和医学院六年级学生对

疫苗接种的态度。

材料与方法

单阶段研究包括57人，其中包括22名

学生，14名住院医生和21名全科医生。

平均年龄为32岁。

研究参与者填写了一份小型问卷，

问题包括他们对疫苗预防领域知识水平的

自我评估，对疫苗接种的态度，以及对疫

苗作为一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的有效性的

看法。“您接种过疫苗吗？”，“您的孩子

接种疫苗了吗？”和“您是否建议您的病

人接种疫苗？”问题也包括在内。那些认

为接种疫苗是有害或危险的人被要求说明

他们这样认为的原因。另一个问题是关于

是否需要对国家预防接种日历作出任何修

改的意见。

采用SPSS 20.0（SPSS Inc.，Chi-

cago，IL，美国）和MedCalc 11.5.00

（MedCalc Software, Oostende）进行

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评估组间差异。

差异在p < 0.05有显著性。

结果与讨论

61%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自己在疫苗预防

领域的知识水平是良好，另外21%的人认为

是满意的。

只有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疫苗接种

知识水平为“极好”。同时，接种知识水

平的置信度与专业经验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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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图1）。学生对自己的知识

水平最有信心，住院医师排在第二位，

医生排在第三位（p < 0.05）。学生对疫苗

接种领域具有良好知识水平的比例比医生

高53.2%（95%CI24.2-71.4%；p < 0.05）。

绝大多数受访者（90%）认为他们对疫苗

接种的态度是积极的（85.7%的医生、92.9%

的住院医师和90.9%的学生），另有10%—持

中立态度。没有一个参与者对疫苗接种持

否定态度。

对接种疫苗需要的态度时，大部分受

访者（95.5%的学生、85.7%的住院医师和

76.2%的医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强制）， 

部分受访者选择了“可接受（可能，

但可选）”的答案（p > 0.05）（图2）。

与此同时，86%的参与者认为接种疫

苗作为一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的有效性

很高，14%认为中等。没有人选择“低”

和“极低”。两组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调查参与者是否为自己和他们的

孩子接种预防疫苗的问题，大多数人选

择了“是，在国家日历范围内加上额外剂

次疫苗”和“在国家日历范围内”两个答

案（分别为51%和39%）。五名参与者作为

国家日历的一部分接种了疫苗，一名参与

者写道他没有接种疫苗。应该指出的是，

一些与会者指出，每年的流感疫苗接种是

日历中不包括的额外剂次疫苗接种。

对接种疫苗有效性的积极态度和信念直

接影响研究对象是否接种疫苗以及是否向

患者推荐接种疫苗（p < 0.05）。自己接种

疫苗的研究参与者向他人及子女推荐疫苗

的可能性更大（p < 0.05）。

拒绝接种疫苗的原因时，调查对象

（4人）表示不确定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与此同时，其中一名参与者没有接

种疫苗，其余的受访者在国家日历框架内

部分接种了疫苗。

我们分析了关于接种疫苗的危害或危险

的答案。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接种疫苗是

有害或风险的。然而，五名受访者指出了

在接种疫苗有哪一种一定的风险。因此，

三名参与者报告说，接种疫苗会导致过敏

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免疫力下降。

与此同时，有一个应答者没有接种疫苗，

第二个应答者有时候会接种疫苗和第三个

应答者都是按照国家日历接种疫苗。这些

参与者要么发现很难评估关于疫苗预防的

知识水平，要么表示满意。另外两名与会

者表示，如果有禁忌症，疫苗接种可能有

风险，而且如果使用的疫苗没有通过所有

必要的临床试验。与此同时，这些参与者

自己根据国家日历和额外剂次疫苗接种，

并认为自己的疫苗预防知识水平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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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预防疫苗领域知识水平的自我评估
Fig. 1. Self-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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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接种疫苗必要性的态度
Fig. 2.  Attitude  towards  the  need  for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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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您是否建议病人接种预防疫苗？”

大多数参与者表示，他们根据国家日历推

荐疫苗接种和额外剂次疫苗，而一小部分

受访者建议只在国家日历内接种疫苗。

关于需要修改国家预防接种日历的意

见如下：22位参与者认为这些改变是不必

要的；2位指出，一些疫苗可以排除在日

历之外，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种疫苗； 

33位指出，可以在国家日历中增加疫苗

接种，特别是预防人类乳头瘤病毒、

水痘、蜱媒脑炎、脑膜炎球菌和肺炎球菌

感染、轮状病毒和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

接种。三名参与者写道，尽管我们在调查

前言中指出，该调查没有解决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和相关的疫苗接种问题，但仍

有可能在国家日历中增加新冠病毒感染

（COVID-19）疫苗接种。

结论

因此，受访医生、住院医师和学生对疫

苗接种的态度大多是积极的，大多数受访

者认为疫苗接种的有效性较高。

绝大多数应答者是按照国家疫苗接种

日历接种疫苗的，此外，相当一部分应答

者还接受了国家日历中没有包括的疫苗

接种。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建议对他们的患者

进行预防接种，包括那些未列入国家日历

的疫苗。

然而，鉴于疫苗接种覆盖率不足的

数据，需要进行研究来确定这一问题的

原因，然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可能是增加医生

在疫苗预防领域的知识和活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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