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2　性别分布　男性 、女性的 HBsAg阳性率分别为 9.5%

(126/1 324)和 7.6%(86/1 13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HBV流行率分别为 48.4%(641/1 321)和 39.1%

(442/1 1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3　年龄分布　HBsAg阳性率以 20 ～ 30岁年龄组最高 ,

为 9.9%(42/423), 0 ～ 10岁 、 30 ～ 40岁年龄组 , 分别为 9.1%

(1/11)和 9.0%(89/986);HBV流行率 30 ～ 40岁年龄组最

高 , 为 50.1%(494/986);HBsAb、HBeAg、HBV阳性率年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4　职业分布　HBsAg阳性率和 HBV流行率均以农民群

体最高 , 为 15.4%(4/26)和 46.2%(12/26);学生群体最低 ,

为 5.9%(1/17)和 17.6%(3/17), HBV流行率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3.5　婚姻状况　HBsAg阳性率和 HBV流行率离异或丧偶

群体最高 , 分别为 13.7%(14/102)和 59.8%(61/102),但组

间比较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　乙肝疫苗接种情况

2.4.1　乙肝疫苗接种人群分布　本次调查 2 455人中有乙

肝疫苗接种史的有 640人 , 占 26.1%;无乙肝疫苗接种史的

有 1 815人 ,占 73.9%;以全国人口进行标化 ,乙肝疫苗的标化

接种率为 32.6%。 0 ～ 10岁年龄组的乙肝疫苗接种率最高 ,

为 63.6%, 60岁 ～年龄组乙肝疫苗接种率最低 ,为 8.4%, 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乙肝疫苗接种率有下降趋势。城市乙肝疫

苗接种率最高 , 为 26.9%(606/2 256),高于农村的 17.1%(34/

199)。学生群体的乙肝疫苗接种率最高 , 为 76.5%(13/17),

农民群体最低 , 为 7.7%(2/26)。男性乙肝疫苗接种率为

30.8%(408/1 324),高于女性的 20.5%(232/1 131)。乙肝疫

苗接种率在年龄 、城乡 、职业 、性别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2.4.2　乙肝疫苗接种史对 HBV感染的影响　有乙肝疫苗接

种史的调查对象 HBsAg流行率和 HBV流行率分别为 6.3%

(40/640)和 20.3%(130/640), 无乙肝疫苗接种史的调查对

象 HBsAg流行率和 HBV流行率分别为 9.5%(172/1 815)和

44.2%(802/1 815),有无乙肝疫苗接种史人群的HBsAg流行

率和 HBV流行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接种乙肝

疫苗后 HBsAg流行率和 HBV流行率均降低。

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铜陵地区的 HBsAg流行率 8.6%, 标

化 HBsAg流行率为 8.5%,和刘怀珠等 〔2〕的报道比较接近 , 仍

高于 2006年全国乙型肝炎血清流行调查结果的全国平均水

平。本次调查人群乙肝疫苗的标化接种率为 32.6%, 但是 0

～ 10岁年龄组的乙肝疫苗接种率最高 , 为 63.6%,表明 1992

年开始乙肝疫苗的推广接种 、特别是 2002年将乙肝疫苗的注

射纳入到儿童免疫规划后 , 乙肝疫苗的接种率有所提高。 乙

肝疫苗的接种率城市高于农村 , 且在职业分布中也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 ,提示以后应该加强全人群特别是农村人群的乙肝

疫苗接种工作 , 从而提高乙肝疫苗的接种率。

是否接种乙肝疫苗将调查人群进行分组比较。结果显

示 ,有乙肝疫苗免疫史的调查对象 HBsAg流行率和 HBV流

行率均低于无乙肝疫苗免疫史者 , 与文献报道一致 〔3-4〕。 证

实了接种乙肝疫苗可以有效地阻断 HBV的传播 , 降低HBsAg

流行率和 HBV流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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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URLB)成人依恋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亲密关系体验问卷
及自编问卷对河北省 2所高校 1 062名有农村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　成人依恋回避和依恋
焦虑维度平均得分分别为(4.16±0.53), (3.82±0.8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 性别(β =0.236)及与父母联系频
次(β=0.073)为 URLB依恋回避的影响因素;性别(β =0.079)、留守家庭生活满意度(β =-0.074)、开始留守时间(β
=-0.12)及与抚养人沟通情况(β =0.066)为 URLB依恋焦虑的影响因素。结论　性别以及童年期的留守经历对
URLB成人依恋的发展有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成人依恋;留守经历;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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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explorethestatusofadultattachment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theundergraduatesfrom
ruralareaswithleft-behindexperience(URLB).Methods　Atotalof1 062 studentsfromtwocollegesofHebeiprovince
wereinvestigatedbyExperiencesinCloseRelationshipsInventoryQuestionnaire(ECR).Results　Thescoreofadultattach-

mentavoidencedimensionamongtheURLBwas4.155±0.529;theattachmentanxietyscorewas3.819±0.822.Regres-
sionanalysisimpliedthatgenderandcontactfrequencywithparentsinfluencedtheadultattachmentavoidancepoints(β =
0.236, 0.073)andgender, familylifesatisfaction, starttimeofleft-behind, communicationwithraisingpeople, andmother'
sprofessionaffectedtheattachmentanxietyscoreswiththeβ valueof0.079, -0.074, -0.12, and0.06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dultattachmentofURLBisinfluencedbygenderandleft-behindexperienceinchildhood.

Keywords:collegestudent;adultattachment;left-behindexperience;influencingfactor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留守儿童数量逐年增多 , 因此

在高校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有农村留守经历的大学生

(undergraduatefrom ruralareaswithleft-behindexperiences,

URLB)。研究显示 , URLB存在自我评价低 、情绪不稳定 、人

际交往闭锁 、心理发展水平不平衡等问题 〔1-4〕。目前有关于

该群体的研究多局限在消极情绪和心理障碍等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以依恋理论为视角 , 于 2008年对河北省 2所高校

URLB进行问卷调查 , 评估 URLB成人依恋现状并分析留守

经历对其成人依恋发展的影响 ,为改善留守儿童成长环境和

为 URLB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河北省 2所高校农村生源的在校大学生。纳入

标准:在儿童期(0 ～ 16岁)有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

被留在家乡持续时间≥1个月 , 并由父母中一方 、其他监护人

或儿童自己照顾的经历 〔5〕。共获得有效样本 1 062人 , 其中男

生 399人 ,女生 663人;年龄为 17 ～ 27岁 , 平均年龄(21.54±

1.42)岁。

1.2　方法　采用团体测验的方法 , 测验采用统一问卷 、指导

语 , 统一发卷 ,现场匿名填写 , 当场回收。调查工具:(1)自编

问卷: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 、父母文化程度及职业

等)以及留守情况(如开始留守年龄 、留守持续时间 、与外出

打工父母联系频次以及和抚养人沟通情况等)。 (2)亲密关

系体验问卷 〔6〕(ExperiencesinCloseRelationshipsInventory,

ECR):用来测查成人依恋一般状态的自陈式量表 , 分为依恋

回避(不喜欢和他人亲密 ,不喜欢依赖他人—他人模型)和依

恋焦虑(害怕自己被拒绝和遗弃—自我模型)2个分量表 , 共

36题 , 采用 7级评分。奇数项题平均分为依恋回避维度得

分 , 偶数项题平均分为依恋焦虑维度得分。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软件进行 t检验 、单因素方

差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留守情况(表 1)　1 062名调查对象中 , 368人表示对留

守家庭生活不满意 , 占 34.7%, 631人表示满意 ,占 59.4%, 63

人表示无所谓 , 占 5.9%。

2.2　成人依恋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2.2.1　依恋回避　1 062名学生依恋回避维度平均得分为

(4.16±0.53)分。单因素分析表明 , 女生依恋回避得分高于

男生(4.25 ±0.50;3.99 ±0.5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8.056, P<0.01);联系频次 、谁先主动联系 、回家后停留时

间 3个因素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4.223, F=2.976,

F=2.974,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性别(B

=0.260;S x=0.034;β =0.236;t=7.594)和联系频次(B=

-0.029;S x=0.013;β =0.073;t=2.312)对依恋回避有影响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农村留守大学生留守经历情况

项　目 例数 构成比(%)

开始留守年龄(岁) ≤2 287 27.0

3 ～ 6 256 24.1

7 ～ 12 309 29.1

≥13 210 19.8

留守持续时间(年) ≤3 242 22.8

4 ～ 7 247 23.1

8 ～ 12 259 24.4

≥13 314 20.2

在外务工人员 父亲 802 75.5

母亲 40 3.8

父母双方 220 20.7

回家后停留时间 ≤1周 300 28.2

2周 127 11.9

1个月 185 17.4

>1个月 131 12.3

不确定 319 30.0

主动联系人 父母 561 52.8

自己 244 22.9

抚养人 187 17.6

与父母联系频次 每天 58 5.5

1周 196 18.5

2周 126 11.9

1个月 214 20.2

>1个月 468 44.1

与抚养人沟通 经常 514 48.4

有时候 290 27.3

很少 258 24.3

表 2　依恋焦虑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B S x β t值 P值

性别 0.135 0.054 0.079 2.500 0.013

留守家庭生活满意度-0.065 0.028 -0.074 -2.345 0.019

开始留守时间 -0.090 0.024 -0.120 -3.779 0.000

与抚养人沟通 0.068 0.033 0.066 2.081 0.038

2.2.2　依恋焦虑(表 2)　1 062名学生依恋焦虑维度平均得

分为(3.82±0.82)分。单因素分析表明 ,女生依恋焦虑得分

高于男生(3.87±0.80;3.74±0.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267, P<0.05);留守家庭生活满意度 、开始留守时间 、谁

先主动联系 、回家后停留时间 、和抚养人聊天 5个因素得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2.960, F=4.977, F=2.751, F=

3.604, F=3.284,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性别 、留守家庭生活满意度 、开始留守时间 、与抚养人沟通 4

个因素对 URLB依恋焦虑有影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 URLB在成人依恋 2个维度上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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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田瑞琪 〔6〕报告的中国大学生回避和焦虑维度得分

(3.144±0.824, 3.536±0.836),且女生比男生更存在依恋回

避与依恋焦虑 , 表明 URLB的成人依恋发展与同龄大学生存

在差异。儿童期与父母分离的经历使儿童在成长发育 、性格

形成的重要时期许多生理和心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 未形成

安全的依恋模式。研究表明 , 有不安全依恋的人更容易发生

内部心理问题和外部行为障碍 〔7〕。 另外 , 家庭是青少年获得

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 特别是在应对依恋相关的焦虑时 , 家庭

可以提供充分的 、有效的心理支持 ,可以直接对个体的心理行

为产生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 ,双方联系频次越多 , 依恋回避

程度越低;对留守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 , 与抚养人沟通越多 ,

其依恋焦虑程度越低 , 与以往研究相一致 〔8-10〕。因此 , 帮助

留守儿童家庭构建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 , 加强亲子沟通以及

儿童与抚养人的关系 ,是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干预的重要途

径 , 也是预防 URLB心理问题产生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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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食品卫生现状 , 认真贯彻执行

《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卫生标准 , 保障消费者健康 , 2009年 9

-12月 , 对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和沈阳市和平区市售日常生

活食品卫生质量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1)样品来源:随机抽取大连市西岗区和

沈阳市和平区当地乡镇企业生产的农贸市场销售的日常生活

食品样品 , 共抽取肉制品 、植物油 、白酒 、冷饮 、糕点 、食腊 、酱

油共计 450份。 (2)检验方法: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

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 参照文献〔1〕进行。

结　果　(1)肉制品抽检结果:共抽检 100份 , 合格 74份 ,

合格率为 74%;单项指标合格率亚硝酸盐为 98%,细菌总数为

74%, 大肠菌群为 78%。 (2)植物油抽检结果:共抽检 56份 ,合

格 45份 ,合格率为 80.36%;单项指标合格率酸质为 81.04%,

过氧化值为 94.52%, 砷为 98.32%, 汞为 99.58%。 (3)白酒抽

检结果:共抽检 48份 ,合格 41份 ,合格率 85.42%;单项指标合

格率甲醇为 92.78%, 杂醇油为 97.26%,铅为 98.96%, 氰化物

为 100%。(4)冷饮抽检结果:共抽检 84份 ,合格 65份 ,合格率

77.38%;单项指标合格率细菌总数为 71.32%, 大肠菌群为

86.41%,糖精为 95.29%, 铅 、砷、铜 、色素合格率均为 100%。

(5)糕点抽检结果:共抽检 66份 ,合格 54份 ,合格率 91.28%;

过氧化值合格率为 97.96%,铅为 99.03%, 砷为 98.36%。 (6)

食醋抽检结果:共抽检 48份 , 合格 29份 ,合格率 60.42%;单项

指标合格率细菌总数为 70.05%,大肠菌群为 79.24%, 醋酸为

90.43%,铅 、砷 、游离矿酸均为 100%。(7)酱油抽检结果:抽检

48份, 合格 19份 , 合格率 39.58%;单项指标合格率细菌总数

为 64.37%, 大肠菌群为 79.32%, 食盐为 92.33%, 总酸为

42.36%,铅 、砷 、氨基酸态氮均为 100%。

讨　论　本次抽检大连 、沈阳 2市日常生活食品 450份 ,

生化指标除酸价 、总酸等项合格率较低外 ,其他各项指标合格

均 >90%,基本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影响食品卫生合格率的

主要指标是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糕点中酸价较高 , 肉制品

合格率偏低 , 可能与存放时间长 、制作原料及油质质量差有

关 〔2〕。食醋 、酱油各生产环节人工操作污染机会较多导致合

格率较低;总酸价偏高与温度 、发酵生产工艺不稳定有关 〔3〕。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依照《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 加强对日

常食品生产 、加工 、销售市场的管理 , 不断提高食品卫生质量 ,

确保消费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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