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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干预活动对农村校外青少年
;LT!

防治相关态度的影响"

轩志东!程丽娟

#河南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所!河南开封
+:2**%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健康干预活动对农村校外青少年
;LT!

防治相关态度的影响'方法
!

基线调查
&&&

名校外青少年!终末

调查
&)6

名校外青少年!期间进行为期
:

个月的健康干预活动!比较参与两次调查的
:)

名青少年在干预前&后对感染
#L\

或患

有
;LT!

的亲戚&朋友以及多个性伴侣现象的态度变化情况'结果
!

干预后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亲戚及朋友向

善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
6)'6̂

及
2)'(̂

!向恶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
5':̂

及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b

*'***

%$对多个性伴侣现象由不赞同也不反对态度向反对态度变化的百分比为
&)'%̂

!大于由反对向赞同变化的百分比与由不

赞成也不反对态度向赞同变化的百分比之和#

5')̂

%'结论
!

健康干预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校外青少年
;LT!

防治相

关态度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健康教育$健康知识!态度!实践$青少年$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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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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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简称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AGC$9"C1

CG943>B"/">9/

M

="FG8

#

#L\

'所引起的致命性慢性传染病(在

中国中部农村地区#

#L\

携带者和
;LT!

患者的分布呈现村落

集中的特点(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覆盖每

一个
#L\

携带者和
;LT!

患者的防治机构网络#实施了.四免

一关怀/政策#使绝大多数
#L\

携带者和
;LT!

患者得以和谐

地生活(而在农村居住的校外青少年#他们过早失学#缺乏系

统的学校教育和预防
;LT!

的相关知识#是
;LT!

易感人

群*

%1&

+

#又是
;LT!

预防的重点人群*

)

+

(本项目组认为
;LT!

防

治工作应实施.同心圆策略/#以
#L\

携带者和
;LT!

患者所

在村庄为圆心#防治工作重点依次向紧邻村庄)外围村庄辐射#

并针对农村校外青少年进行了相关健康干预调查活动(现将

该活动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基线调查
!

在
;LT!

高发区
;LT!

村周边的
+

个项目村#

调查校外青少年
&&&

人(以项目村中心为原点#划分东)东南)

南)西南)西)西北)北和东北
(

个方向#随机选择
&

个方向#采

用偶遇方式调查(由调查人员宣传调查工作的意义和注意事

项#特别强调对于被调查对象个人信息的保密(如果被调查对

象同意接受调查#就由调查人员向其发放礼品和调查问卷(设

计问题!%

%

'.假如你的亲戚得了
;LT!

#你对于他是/&%

&

'.假

如你的朋友得了
;LT!

#你对于他是/&%

)

'.你对拥有
&

个或
&

个以上性伴侣的态度是/#该假设性的调查问题有
)

个备择答

案!主动帮助)尽量回避)断绝来往(该问卷在正式调查前经过

预调查验证(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独立填写#不填写被调查对

象的姓名和住址#问卷填写完毕后由被调查对象本人将其投入

回收箱#项目组成员回到住地后统一取出(

B'C

!

健康干预活动
!

项目组成员分别在基线调查后第
%

个

月)第
)

个月和第
:

个月先后
)

次到村挨家挨户发放
;LT!

防

治宣传单)书本)挂历#并在适当位置张贴宣传画等资料#并确

保每一个目标青少年都能获得
;LT!

的相关知识(发放资料

&&(%

重庆医学
&*%%

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第六轮中国全球
;LT!

项目#

&**(

年国家级配套经费项目%

+1*&

'(



的内容包括
;LT!

的传播途径)感染范围及预防措施等(资料

图文并茂#内容浅显易懂(必要时对校外青少年进行一对一的

讲解(基线调查后第
&

个月#在项目村的主干街道播放
%

次

;LT!

反歧视宣传影片#项目组成员动员目标青少年观看影

片(基线调查后第
+

个月和第
6

个月#项目组成员先后
&

次到

村挨家挨户寻找目标人群#发放安全套#并宣传安全套的防病

和避孕功能(基线调查后第
2

个月#邀请专家在项目村的村委

会广场进行
%

次
;LT!

专场讲座(项目组成员动员目标青少

年到场听讲座(健康干预活动为期
:

个月(

B'D

!

终末调查
!

终末调查方法及被调查人员与基线调查相

同(为调查到较多的基线调查对象#终末调查对象多于基线调

查对象#有
&)6

名校外青少年接受终末调查#有
:)

人接受了两

次调查(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2

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频

数分析)精确概率检验分析(

C

!

结
!!

果

C'B

!

对待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亲戚的态度变化分析

C'B'B

!

被调查总体的态度变化分析
!

基线调查与终末调查比

较#被调查者选择.主动帮助/有小幅增加#.尽量回避/小幅下

降#.断绝来往/不变#但两次调查均无显著差异(见表
%

(

表
%

!!

:)

名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

!!

亲戚(朋友态度的变化情况$

^

&

调查
主动帮助

亲戚 朋友

尽量躲避

亲戚 朋友

断绝来往

亲戚 朋友

基线调查
(+'5 (&'& %&') %%'* &': 6'(

终末调查
(6') (+'5 %%'* ('& &': 6'(

C'B'C

!

被调查个体态度变化的分析
!

问题.假如你的亲戚得

了
;LT!

#你对于他是/的回答在数据库中的赋值为!主动帮助

赋值
%

#尽量躲避赋值
&

#断绝来往赋值
)

(态度变化为负值表

示态度朝主动帮助方向变化#是向善变化&态度变化为正值表

示态度朝着断绝来往方向变化#是向恶变化&态度变化为
*

值

表示态度无变化(结果显示#两次调查中态度无变化者
6*

人

%

(&'&̂

'(态度变化者
%)

人%

%:'(̂

'#其中#态度由断绝来往

到主动帮助%态度变化值
c&

')态度由主动帮助到断绝来往%态

度变化值
&

'各有
%

人%

%'+̂

'&态度由断绝来往到尽量躲避

者#或者由尽量躲避到主动帮助者%态度变化值
c%

'有
6

人

%

('&̂

'&态度由尽量躲避到断绝来往者#或者由主动帮助到尽

量躲避者%态度变化值
%

'有
2

人%

6'(̂

'(结果表明#终末调

查与基线调查对比#对待亲戚感染
#L\

或患
;LT!

的态度向

善变化与向恶变化的百分比均比较小#基本持平(见表
&

(

表
&

!!

:)

名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

!!

亲戚态度变化的赋值分析

态度变化%赋值' 频数 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

c& % %'+ %'+

c% 6 ('& 5'6

!

* 6* (&'& 5%'(

!

% 2 6'( 5('6

!

& % %'+ %**'*

合计
:) %**'* c

!!

c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C'B'D

!

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的交叉分析
!

在基线调查时#

6&

名愿意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的亲戚提供主动帮助者当

中#态度向恶变化
6

人%

5':̂

'&在
5

名尽量躲避者中#向善变

化
6

人%

66':̂

'&在
&

名断绝来往者当中#向善变化
%

人(没

有从小恶%尽量躲避'向大恶%断绝来往'变化者(前述由恶向

善变化者共
:

人#在基线调查时态度向恶者%尽量躲避者和断

绝来往者'共
%%

人(向善变化的百分比%

6)'6̂

'远大于向恶

变化的百分比%

5':̂

'(费歇尔精确概率检验 %

B"8A>FU8>K$/?

?>8?

'

!b*'*&+

#表明向善变化百分比与向恶变化百分比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

名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

!!

亲戚态度变化的交叉分析

基线调查
终末调查

主动帮助 尽量躲避 断绝来往
合计

主动帮助

!

频数
26 2 % 6&

!

百分比%

^

'

5*') ('% %'6 %**'*

尽量躲避

!

频数
6 ) * 5

!

百分比%

^

'

66': ))') *'* %**'*

断绝来往

!

频数
% * % &

!

百分比%

^

'

2*'* *'* 2*'* %**'*

合计

!

频数
6) ( & :)

!

百分比%

^

'

(6') %%'* &': %**'*

C'C

!

对待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朋友的态度变化分析

C'C'B

!

被调查总体的态度变化分析
!

调查结果与对待亲戚的

态度相似(基线调查与终末调查比较#被调查者选择.主动帮

助/有小幅增加).尽量躲避/小幅下降).断绝来往/不变#但两

次调查均无显著差异(见表
%

(

C'C'C

!

被调查个体态度变化的分析
!

与表
&

相似#在基线调

查与终末调查中#被调查者对朋友的态度没有变化
6%

人

%

()'6̂

'&态度变化共
%&

人%

%6'+̂

'(取值
c&

的向善变化

与取值
&

的向恶变化百分比相等&取值
c%

的向善变化百分比

高于取值
%

的向恶变化百分比#但无显著差异(见表
+

(

表
+

!!

:)

名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

!!

朋友态度变化的赋值分析

态度变化%赋值' 频数 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

c& ) +'% +'%

c% + 2'2 5'6

* 6% ()'6 5)'&

% & &': 52'5

& ) +'% %**'*

合计
0 :) %**'* c

!!

c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C'C'D

!

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的交叉分析
!

基线调查时#在
6*

)&(%

重庆医学
&*%%

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名愿意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朋友提供主动帮助者中#

态度向恶变化
+

人%

6':̂

'(在
(

名尽量躲避者中#向善变化

)

人%

):'2̂

'&向恶变化
%

人%

%&'2̂

'(在
2

名断绝来往者当

中#向善变化
+

人(前述由恶向善变化者共
:

人#在基线调查

时态度向恶者%尽量躲避者和断绝来往者'共
%)

人(向善变

化的百分比%

2)'(̂

'远大于向恶变化的百分比%

:'+̂

'(费歇

尔精确概率检验%

j"8A>FU8>K$/??>8?

'

!b*'***

#说明向善变

化百分比与向恶变化百分比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

表
2

!!

:)

名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

!!

朋友态度变化的的交叉分析

基线调查
终末调查

主动帮助 尽量躲避 断绝来往
合计

主动帮助

!

频数
26 % ) 6*

!

百分比%

^

'

5)') %': 2'* %**'*

尽量躲避

!

频数
) + % (

!

百分比%

^

'

):'2 2*'* %&'2 %**'*

断绝来往

!

频数
) % % 2

!

百分比%

^

'

6*'* &*'* &*'* %**'*

合计

!

频数
6& 6 2 :)

!

百分比%

^

'

(+'5 ('& 6'( %**'*

C'D

!

对待拥有
&

个或
&

个以上性伴侣现象的态度变化分析

C'D'B

!

被调查总体的态度变化分析
!

与基线调查比较#终末

调查对拥有
&

个或
&

个以上性伴侣现象持赞同或持反对态度

的校外青少年均有所增加#而不赞成也不反对的青少年有所减

少(但无显著差异(见表
6

(基线调查时#缺失
)

人对该项的

回答(

表
6

!!

:)

名校外青少年对多个性伴侣现象态度的变化情况

调查 赞同%

^

' 反对%

^

' 不赞成也不反对%

^

' 缺失%

$

'

基线调查
%'+ 6%'+ ):'% )

终末调查
&': 62'( )%'2 c

!!

c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表
:

!!

:)

名校外青少年对多个性伴侣现象

!!

态度变化的交叉分析

基线调查
终末调查

赞同 反对 不赞成也不反对
合计

赞同

!

频数
% * * %

!

百分比%

^

'

%**'* *'* *'* %**'*

反对

!

频数
% )5 ) +)

!

百分比%

^

'

&') 5*': :'* %**'*

续表
:

!!

:)

名校外青少年对多个性伴侣现象

!!

态度变化的交叉分析

基线调查
终末调查

赞同 反对 不赞成也不反对
合计

不赞成也不反对

!

频数
* 6 &* &6

!

百分比%

^

'

*'* &)'% :6'5 %**'*

合计

!

频数
& +2 &) :*

!

百分比%

^

'

&'5 6+') )&'5 %**'*

!!

注!交叉表分析中#基线调查缺失
)

人(

C'D'C

!

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的交叉分析
!

在基线调查时#有

%

名赞同多性伴侣现象者#在终末调查时态度没有变化(在
+)

名反对多性伴侣现象者当中#向赞同态度变化
%

人%

&')̂

'&向

不赞成也不反对态度变化
)

人%

:'*̂

'(在
&6

名不赞同也不

反对者当中#向反对态度变化
6

人%

&)'%̂

'&没有向赞同态度

变化者(由不赞同也不反对态度向反对态度的变化百分比

%

&)'%̂

'大于由反对态度向赞同态度变化的百分比与由不赞

成也不反对态度向赞同态度变化的百分比之和%

5')̂

'(费歇

尔精确概率检验%

B"8A>F<8>K$/??>8?

'

!b*'***

#说明向反对态

度变化百分比与向赞同态度变化百分比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

(

D

!

讨
!!

论

本项干预活动结果的分析数据显示
;LT!

高发区非艾村

的校外青少年对感染
#L\

或患有
;LT!

的亲戚及朋友愿意

.主动帮助/者的百分比在终末调查时比基线调查时有所提高&

对多性伴侣现象不赞成也不反对者的百分比有所降低#这与李

雨波等*

+

+对辽宁省北票市%县级市'和喀左县农村社区的常住

居民进行艾滋病态度方面的干预措施效果相同#提示了
)

个方

面的问题!%

%

'健康教育活动确实能够改变校外青少年的态度#

青少年是具有可塑性的群体#通过适宜地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建

立健康的观念#形成良好的行为*

2

+

(应该在
;LT!

流行地区大

力开展以宣传
;LT!

防治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健康教育工作(

%

&

'健康教育活动的被调查对象#其整体态度变化幅度较少#相

对稳定(%

)

'态度变化者占被调查对象整体的百分比远远高于

被调查对象整体向主动帮助态度变化的百分比#健康教育活动

导致的态度变化是向着两极发展的(对
;LT!

患者提供宽松

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对
;LT!

的总体预防(因为#严重的社会歧

视或排斥会产生负面效应(受歧视或者羞辱的人可能会采取

过激行为或者隐瞒病情#将
;LT!

传染给更多的人#对社会造

成更大危害*

61:

+

(为了在
;LT!

流行地区转变校外青少年对

;LT!

患者的态度#营造良好的预防控制
;LT!

的社会环境#仅

仅有健康教育干预活动还是不充分的(

在现有背景条件下#健康教育干预活动促使态度恶者向善

变化#也促使少数态度善者向恶变化#说明干预活动没有达到

最佳效果#分析原因!%

%

'此次干预策略重在提高校外青少年整

体的
;LT!

相关知识水平#以此来减少目标人群对
;LT!

的恐

惧#进而减少歧视#达到态度转变的效果(但是忽略了校外青

少年的心理和特定的社会因素(农村校外青少年比校内学生

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社会#更容易受一些社会不良习气的

侵蚀#这与校外青少年的年龄和特点有很大关系*

(

+

#一些因素

+&(%

重庆医学
&*%%

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如家庭)朋友)就业机会以及青少年自身心理因素等造成了他

们态度的不稳定性(%

&

'干预覆盖面大#但次数有限#力度不

够(干预的内容无法深入每个受干预者的内心#也就无法改变

受干预者的态度和行为(对
;LT!

的反歧视教育是一个长期)

艰巨的任务#不是靠某个项目团队在一朝一夕之内就能完成

的(按照行为的知信行理论#要形成健康的行为必须有正确的

知识作基础#良好的态度与信念作动力*

5

+

(行为理论认为#要

想使某人形成某种行为#首先必须相信该行为将会带来好

处*

%*

+

(所以要强化目标人群的社会责任感#坚定预防艾滋病

的信念#端正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从控制行为入手#提高认知水

平(

!HJ$F/J$03

*

%%

+等研究结果表明#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羞辱

或歧视程度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成反比(戴敏*

%&

+

等人调查结果也表明#农村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多少与其对

艾滋病者的态度相关(因此#健康教育的内容应该有针对性#

不仅要包括
;LT!

的一些常识问题#还应包括一些心理)伦理

道德及人文关怀等方面的知识(在校外青少年中开展同伴教

育具有积极作用(一项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研究显示#在流动

人口中开展为期
%

年的同伴教育后#目标人群对
;LT!

"性传播

性疾病%

8>KG$00

M

?F$98C"??>33"8>$8>8

#

!-T

'的知识水平)防范

意识等态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

+

(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

工作政策#将
;LT!

防治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的范畴#创造政府

牵头)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局面*

%+1%2

+

(鼓励市)县医疗卫

生机构和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员深入乡村#支持乡村开展
;LT!

防治健康干预活动#还要强调村干部在
;LT!

防治健康教育活

动中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把
;LT!

防治健康干预活

动从单个的)不确定的项目活动方式转变为普及的)持久的基

础工作方式#从而使得农村
;LT!

防治工作得以长期)持续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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