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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提升策略

李佳逸
包头市固阳县妇幼保健所Ǔ内蒙古Ǔ包头Ǔ014200

摘Ȟ要：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不足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严峻挑战。经济负担、认知局限和社会文

化观念是制约其参与筛查的关键因素。本文探讨了提升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的策略，包括强化健康

教育、优化医疗服务、加强保障支持及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综合施策，旨在提高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的认知，减轻

筛查负担，改变不良观念，促进宫颈癌早筛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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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宫颈癌作为危害女性健康的主要癌症，早期筛查对

预防和治疗至关重要。然而农村妇女因经济条件有限、

认知水平不足及社会文化观念束缚，宫颈癌筛查参与度

及保健意识普遍偏低。这不仅延迟了疾病的早期发现，

还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健康差距。鉴于此，探索并实施有

效提升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的策略，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保障农村妇女健康权

益、缩小健康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1��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现状

大量严谨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清

晰地揭示出一个严峻现实：农村妇女在宫颈癌定期筛查

参与率方面，与城市存在着仿若天堑般的显著差距，深

入偏远山区、交通闭塞的村落走访便能发现，诸多农村

妇女终其一生都未曾踏入正规医疗机构接受专业的宫颈

癌筛查，她们仿若置身于现代医疗预防体系之外[1]。对

于“TCT检查”——这一能精准检测宫颈细胞是否病变
的关键手段，以及“HPV检测”——用以排查宫颈癌
高危致病病毒的重要项目，她们全然陌生。即便当地政

府或卫生部门出于保障妇女健康的考量，耗费心力组织

筛查活动，可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有的妇女因忙于田间

地头的农活，无暇抽身；有的则受困于传统观念，羞于

参与涉及私密部位的检查；还有的是对未知的检查流程

心存恐惧，担忧检查会带来疼痛或引发其他不适。种种

因素交织，使得众多农村妇女在宫颈癌悄然逼近时毫无

察觉，一次次错过早期发现疾病、及时阻断病情恶化的

黄金窗口，将自身健康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农村独特的

生活环境与高强度的劳作模式，犹如无形枷锁，禁锢着

妇女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每日晨曦微露便起身操持家

务、下田劳作，直至夜幕深沉才拖着疲惫身躯归家，长

此以往，身体稍有不适，她们自然而然地就将其归咎于

过度劳累或是年纪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完全缺乏主动

寻求专业健康检查、积极投身预防保健的内生动力。平

日里，她们极少主动翻阅书籍、浏览资讯去了解生殖健

康知识，对于宫颈癌发病的诸多高危因素，诸如过早开

始性生活、频繁经历生育过程、长期遭受生殖道感染侵

袭等，几乎一无所知。当身体已然发出警报，像阴道不

规则出血这般明显的异常，或是白带出现刺鼻异味、量

明显增多等典型症状，她们也只是简单地自行处理，或

是选择视而不见，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是宫颈癌病

魔敲响的夺命警钟，进而延误病情诊断，让健康一步步

滑向深渊。

2��影响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的因素

2.1  经济因素
农村地区长期受限于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发展滞后

等因素，整体经济发展步伐缓慢，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

微薄。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而言，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子

女教育费用以及应对突发状况已经捉襟见肘。在这种情

况下，部分妇女将宫颈癌筛查所需的费用，哪怕只是少

量的自费项目，都视作一项额外沉重的经济负担，进而

选择放弃筛查。即便当地政府大力推行免费筛查项目，

全力普及相关政策信息，仍有不少妇女心存顾虑。她们

深知一旦筛查结果异常，后续确诊、手术、放化疗等一

系列漫长且昂贵的治疗过程所需费用，绝非自家经济实

力所能承受。许多农村妇女因担忧宫颈癌筛查及潜在治

疗费用可能导致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进而让整个家庭陷

入生活困境，给家人带来沉重压力。这种对经济状况的

深深忧虑，使她们在筛查的第一道关卡便犹豫不决，甚

至轻易放弃了这一可能提前发现疾病、挽救生命的宝贵

机会。这不仅影响了疾病的早期发现与治疗，也让人深

感惋惜。

2.2  认知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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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岁月沉淀，传统封建思想在农村地区依旧根深

蒂固，犹如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观念。不少农村妇

女深受其影响，对妇科检查抱有深深的羞涩、难为情心

理，认为公开谈论生殖系统疾病、袒露私密部位接受检

查，是违背公序良俗、难以启齿之事，会遭人非议、颜

面尽失[2]。这种陈旧观念让她们即便身体出现异常，也

宁愿独自默默忍受，也不愿迈进医疗机构的大门。部分

迷信观念也在农村悄然作祟，一些妇女笃信民间偏方、

“神药”拥有神奇功效，认为依靠这些非正规途径就能

预防宫颈癌，保自己身体无恙。她们宁可花费重金求购

所谓的秘方，也不愿相信科学的医疗手段，这种对迷信

的盲从和对正规医疗的不信任，严重阻碍了科学保健意

识在农村妇女群体中的树立，为农村宫颈癌防治工作蒙

上一层阴影。

2.3  社会文化观念
传统观念的束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一些农

村地区，传统的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部分妇女深受

这些观念的影响，认为妇科检查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部

位，因此羞于接受检查。她们担心，一旦检查过程被他

人知晓，可能会遭受非议和嘲笑。这种心理负担在相对

封闭保守的村落环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许多妇女

宁愿选择忽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也不愿去面对可能的尴

尬和议论。家庭角色定位的限制也阻碍了农村妇女参与

健康筛查的步伐。在农村家庭中，妇女往往扮演着照顾

家庭、操持家务的重要角色。她们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家庭事务中，而自己的健康却常常被忽视。

许多农村妇女视宫颈癌筛查为“不务正业”，认为其会

耽误家庭事务。缺乏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们往往难以

主动参与筛查。这种观念限制了健康检查的参与度，加

剧了宫颈癌的风险。因此改变认知，争取家庭支持，对

于提升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3��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提升策略

3.1  强化健康教育宣传
（1）多渠道普及知识。农村广播与电视作为贴近村

民生活的传统媒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广播可

每日定时推出宫颈癌防治专题栏目，用亲切质朴、通俗

易懂的方言，深入浅出地讲述宫颈癌的发病缘由、常见

症状、预防举措以及筛查的关键要点，让妇女们在田间

劳作、家中操持家务时都能轻松聆听。电视则在黄金时

段投放制作精良的科普节目与公益广告，通过真实案例

的情景再现、专家的权威解读，直观展现宫颈癌的危害

与早筛的重要性，吸引妇女们的目光。在村委会办公

地、热闹的集市等人群聚集之处，张贴色彩鲜艳、图文

并茂的宣传海报，以醒目的视觉冲击传递核心信息；发

放设计精巧、语言直白的宣传手册，涵盖详细的筛查流

程、本地医疗机构联系方式等实用干货。村干部与志愿

者更是要发挥地缘优势，挨家挨户上门讲解，耐心答

疑，确保健康知识如同春日暖阳，照进农村的每一个角

落，温暖每一位妇女的心。（2）个性化教育。考虑到农
村妇女年龄与文化层次的差异，个性化教育势在必行。

年轻一代妇女熟悉新媒体，那就为她们量身定制一系列

活泼有趣的短视频，融入时尚元素与流行梗，在抖音、

快手等平台精准推送，将宫颈癌防治知识包装成轻松的

娱乐内容。而对于老年妇女，她们更钟情于传统交流方

式，用熟悉的方言唠家常，讲述村里村外的真实防癌抗

癌案例，围坐炕头、庭院，在温情氛围中传递关键知

识，让不同群体的农村妇女都能欣然接受、内化宫颈癌

防治的相关信息，逐步提升保健意识。

3.2  优化医疗服务模式
（1）流动筛查服务。为切实解决农村妇女因交通不

便、路途遥远而不愿参与宫颈癌筛查的难题，组建专业

流动筛查团队成为关键之举。这支团队成员需涵盖妇科

专家、检验技师、经验丰富的护士等多领域专业人才，

他们不仅业务精湛，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与农

村妇女亲切交流，消除她们的紧张与顾虑。所配备的设

备务必做到便携且先进，如小型化的基因检测仪器、高

精度的便携式超声诊断仪等，确保能够在简陋的乡村环

境下精准、高效地完成各项筛查任务[3]。依据农村地区的

农忙农闲规律，合理规划下乡行程，定期深入那些地处

偏远、交通闭塞的山区与村落。到达目的地后，迅速搭

建临时筛查站点，从信息登记、妇科检查、样本采集到

初步检测，为妇女们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她们足不出村

就能完成筛查，最大程度减少奔波劳累，大幅提升筛查

的便利性与参与率。（2）医联体帮扶。建立城市大医院
与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紧密型医联体，是提升农村医疗服

务水平、缩小城乡医疗差距的有力抓手。一方面，城市

大医院定期选派医术高超的医生下乡坐诊，他们带来先

进的诊疗理念与技术，为前来就诊的农村妇女提供精准

的诊断与科学的治疗方案，让疑难病症在家门口就能得

到妥善解决。另一方面，组织开展系统的培训活动，由

城市医生对农村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通过理论

授课、病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多种形式，帮助他们掌握

最新的宫颈癌筛查技术、诊疗规范以及患者管理方法，

逐步提升农村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农村基层医疗机

构具备更强的服务能力，为农村妇女提供持续、优质的

医疗服务，筑牢农村宫颈癌防治的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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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强化保障支持体系
（1）加大财政投入。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许多

家庭难以承担宫颈癌筛查及后续治疗费用，这成为阻碍

妇女参与筛查的关键因素之一。鉴于此，政府需发挥主

导作用，持续加大对农村宫颈癌筛查项目的专项资金投

入。一方面，确保筛查费用全免或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

减免，涵盖TCT检查、HPV检测、妇科检查等各个环节，
让每一位农村妇女都能毫无经济顾虑地接受筛查。另一

方面，对于经筛查确诊的患者，依据病情严重程度、家

庭经济状况进行分层评估，给予相应的治疗费用补贴，

如手术费用补贴、放化疗补助等，切实减轻患病家庭的

经济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发生，为农村

妇女的健康兜底。（2）激励机制。为激发农村妇女参与
筛查以及基层医疗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设立合理有效的

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对于积极参与筛查的妇女，可给予

实用性强的生活用品，如食用油、大米等生活必需品，

或是提供当地医院的体检优惠券，鼓励她们持续关注自

身健康。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当完成既定的筛查任务指

标时，给予财政奖励，用于设备更新、人员培训等方

面；对于医务人员，在绩效评定、职称晋升、评优评先

等环节给予优先考量，让他们劳有所得、干有所盼，从

而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农村宫颈癌筛查工作中，推动

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3.4  加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
（1）借助社区力量。农村社区贴近妇女生活日常，

是健康促进的前沿阵地。社区人员与村医携手，定期逐

户走访，精准掌握妇女健康状况，为未筛查者建档立

卡，耐心劝导，全程跟踪其筛查动态。社区活动中心可

定期举办小型活动，小型健康讲座邀请专家剖析宫颈癌

防治误区；康复患者经验交流会，让同村康复姐妹讲述

抗癌历程，真实经历更易引发共鸣，增强知识可信度[4]。

在社区显眼处设立固定宣传栏，及时更新宫颈癌防治前

沿成果、本地筛查时间地点、康复励志故事，让妇女们

在日常休闲中潜移默化接收健康信息。（2）倡导家庭
关怀。“家庭健康责任”宣传活动直击传统家庭观念痛

点，通过温馨的家庭座谈会、欢乐的亲子活动，向男性

家庭成员普及女性健康知识，讲述宫颈癌危害，强调筛

查对守护妻子、母亲健康的关键意义，扭转男性忽视女

性健康的旧观念，鼓励他们主动关心、支持女性筛查。

“家庭健康模范”评选树立标杆，对关爱女性健康的家

庭公开表彰，颁发荣誉证书与实用奖品，激发邻里效

仿，营造全社会关爱农村妇女健康的浓厚氛围。

结语

提升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依从性及保健意识，是一

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通过强化健康教育、优化医疗服

务、加强保障支持及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综合措施，我

们有望打破经济、认知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约，提高

农村妇女的健康素养，推动宫颈癌的早筛早治。这离不

开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及农村妇女自身的共同努

力。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为农村妇女构建一个更加健

康、平等的社会环境，守护她们的健康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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