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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目前已成为威

胁全球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１］。流行病调查提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ＣＫＤ的患病率

约在６．５％～１０％［２］。多数ＣＫＤ患者在出现临床症状、肾功

能受损或终末期肾病时才被发现，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给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３］。因此开

展各种普查及对高危对象的健康宣教，提高公众ＣＫＤ的知

晓率，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为重要。高血压患者是

ＣＫＤ的高危对象［４］，约１８％的高血压患者最终将出现肾功

能下降［５］。为此，本研究就社区居民中高血压患者对肾脏及

肾脏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社区ＣＫＤ
卫生服务需求，同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开展社

区ＣＫＤ服务提供参考。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调查２００９年５月下旬在南

通学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高血压患者９５例，所

有病例均符合１９９９年世界卫生组织／高血压专家委员会

（ＷＨＯ／ＩＳＨ）制订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对同时符合ＣＫＤ诊

断标准者予以剔除。９５例调查对象均否认有慢性肾脏疾病

史。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

参考２００４年香港肾脏基金会主办的“香港市民对肾脏健康

的关注”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患者年龄、文化程度、所患疾

病、疾病发现距今时间等一般资料以及肾病早期相关症状、

肾病基础知识、相关预防方法的了解程度等。

　　对调查员统一培训，由调查员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目

的。对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者采用自填法，初中以下文化及

视力欠佳者采用问询法，患者利用就诊等待时间完成问卷。

每张问卷调查时间约为１５～２０ｍｉｎ。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
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概率精确检验，Ｐ＜０．０５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共发放问卷９５份，收回９５份，

其中有效问卷９１份，有效率９５．８％。调查对象年龄３５～８２
岁，平均（６２±１０．５５）岁，其中３５～５９岁者３３例（３６．３％），

６０岁及以上者５８例（６３．７％）；初中及以下文化者５７例（６２．

６％），高中及以上文化者３４例（３７．４％）；接受调查时间距发

病年限１０年以下者５７例（６２．６％），发病年限１０年以上者

３４例（３７．４％）。

２．２　调查对象对肾脏及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及影响因

素　社区各年龄段高血压患者对肾脏及肾病相关知识的认

知率普遍不高，２５．２７％的被调查者对肾脏功能一无所知，而

且并没有因高血压发病年限增加而对肾脏相关知识的认知

率有所提高。但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对肾脏及肾病相

关知识的认知率差异较大（表１），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低者

认知率明显低于文化程度高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初中及以下文化患者对于肾脏参与制造血液、过滤废

物、制造尿液等基础功能的认知率不足５０％，而对于肾脏功

能一无所知的人数却占到了３６．８％；不知道正常人具有２个

肾脏以及不知任何肾脏关联疾病者均接近３０％；对预防肾病

方法的知晓率则更低。尽管调查对象均为已确诊的高血压

患者，但仅有近７０％患者选择了“每年检查血压”项目，仅有

约３０％的被调查者能做到每年检查。

３　讨　论

　　ＣＫＤ具有患病率高、医疗费用巨大、易合并心血管疾病

而导致病死率、致残率高等特点［６］。然而ＣＫＤ由于起病隐

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因此知晓率、早期诊断率和治疗率均很

低。调查显示，ＣＫＤ知晓率仅８．３％～９．７％［７８］。延缓ＣＫ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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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到终末期肾病的关键在于提高ＣＫＤ的知晓率、早期诊 断率和治疗率［６］。

表１　文化程度对肾脏及肾脏病相关知识认知率的影响
［ｎ（％）］

题目 初中及以下
（Ｎ＝５７）

高中及以上
（Ｎ＝３４） Ｐ值

你所知，肾脏的作用是

　　（１）参与制造血液 １（１．７５） ３（８．８２） ０．１５

　　（２）过滤废物 １５（２６．３１） ２４（７０．５９） ０．００

　　（３）制造尿液 ２２（３８．６０） ２８（８２．３５） ０．００

　　（４）不知道 ２１（３６．８４） ２（５．８８） ０．００

　　（５）知道（１）～（３）中２项及以上者 ８（１４．０４） ２１（６１．７６） ０．００
正常人身上有多少个肾？

　　（１）１个 ３（５．２６） ０ ０．２９

　　（２）２个 ４０（７０．１８） ３４（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个 ０ ０

　　（４）不知道 １４（２４．５６） ０ ０．００
你认识与肾脏有关的疾病是

　　（１）肾炎 ２０（３５．０９） ２４（７０．５９） ０．００

　　（２）肾亏 １３（２２．８１） ２１（６１．７６） ０．００

　　（３）肾石 ３０（５２．６３） ２９（８５．２９） ０．００

　　（４）尿毒症 ６（１０．５３） １３（３８．２４） ０．００

　　（５）不知道 １８（３１．５８） 　０ ０．００

　　（６）其他 ３（５．２６） ４（１１．７６） ０．４２

　　（７）知道（１）、（３）、（４）中２项及以上者 １６（２８．０７） ２３（６７．６５） ０．００
你认为下列那些是预防肾病的方法？（可多选）

　　（１）多喝水，保持足够尿量 ３０（５２．６３） ３１（９１．１８） ０．００

　　（２）注意个人卫生，女性及小孩易受尿道感染 ７（１２．２８） １４（４１．１８） ０．００

　　（３）注意饮食，避免过量盐、肉类 １４（２４．５６） ２７（７９．４１） ０．００

　　（４）预防其他疾病引起之并发症，如糖尿及血压高等 １０（１７．５４） １１（３２．３５） ０．１１

　　（５）勿乱服药物，如风湿止痛药、抗生素等 ７（１２．２８） １４（４１．１８） ０．００

　　（６）各类尿道阻塞疾病必须及早改善或治好 １０（１７．５４） ８（２３．５３） ０．４９

　　（７）每年检查血压 ３７（６４．９１） ２７（７９．４１） ０．１４

　　（８）每年检查尿常规 ９（１５．７９） １６（４７．０６） ０．００

　　（９）每年检查肾功能 ９（１５．７９） ２０（５８．８２） ０．００

　　（１０）每年进行肾脏超声波检查 ２（３．５１） ４（１１．７６） ０．１９

　　我国ＣＫＤ的低知晓率除ＣＫＤ的自身特点外，还由于社

会公众缺乏了解ＣＫＤ相关知识的渠道，政府、新闻媒体、教

育单位及医疗卫生体系对普及ＣＫＤ知识与教育的认识和投

入不够［３８］。本研究中高血压患者作为慢性肾病高危对象并

没有获得更多机会了解肾脏相关知识，也进一步证实了相关

部门对肾脏及相关疾病知识宣传力量的薄弱。调查发现，初

中及以下文化患者对肾脏及相关疾病基础知识的认知率明

显低于高中及以上患者；对慢性肾病预防措施的认知率也明

显低于高中及以上文化者，且认知不全面，绝大多数高血压

患者不能落实慢性肾病的预防措施。因此，文化程度较低的

高血压患者将是今后慢性肾病健康教育干预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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