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高校艾滋病健康教育策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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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在校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分析大学生获得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探索适合该群体的有效的

健康教育方法'方法
!

随机抽取烟台市
DJK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录入
E4Q3EWS

进行整理!

<4<<

HO0K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普及率不高$知识获得的主要途径为网络'结论
!

针对大学

生自身特点!建议学校开展多种形式健康教育'

关键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健康教育$认知情况$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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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自被发现以来#严重地危害着人类健康+经济发展

和社会安全&大学生处于艾滋病感染高危多发年龄段#属于艾

滋病防治的生理学意义上的重点人群&他们对艾滋病知识掌

握的多少和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如何与艾滋病的流行态势密切

相关&本文通过了解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发现防治艾

滋病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有关艾滋

病的健康教育的进行讨论&

!

!

对象与方法

!0!

!

调查对象
!

以烟台市
C

所本科院校'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滨州医学院(

DJK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DJK

份#全部收回#其中剔除不合

格问卷#合格问卷
DCO

份#合格率
IL0D\

&在
DCO

份合格问卷

中#男
HHI

人#女
HDC

人#男女比例为
K0IBcH0KK

#性别基本均

衡$年龄在
HP

&

DO

岁#平均
DH0C

岁&

!0+

!

调查内容
!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年龄+专业+

年级等(#艾滋病的基本知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对待艾滋病

的态度等主要内容&

!0:

!

统计学处理
!

合格资料采用
E

&

)(+-$HO0K

进行录入#数

据库经检验无误#采用
<4<<HO0K

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0!

!

艾滋病的认知情况
!

从调查情况来看#学生对于艾滋病

的基础知识知晓率偏低#超过
OK\

的学生不知道艾滋病的全

称$只有
HC0K\

的学生了解世界艾滋病日$大部分学生

'

LC0H\

(认识到现在艾滋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对艾滋病

感染后的临床表现知晓率较低&而对于目前艾滋病在我国的

流行情况#只有
CK0O\

的学生认识到其严重性#见表
H

&

表
H

!!

艾滋病的认知情况

调查内容
答对人数

'

)

(

构成比

'

\

(

艾滋病的中文全称
HOD JC0O

艾滋病的英文缩写
HBJ BL0I

世界艾滋病日
OC HC0K

艾滋病目前在我国的流行情况严重吗.

IP CK0O

目前是否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

HPK LC0H

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可否从外面观察出来.

HBP BI0H

艾滋病主要表现在生殖器官吗.

IL OI0I

成人感染后立即会发病吗.

BI DP0C

常用的化学消毒剂能否杀灭艾滋病病毒.

HKB CO0B

+0+

!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

学生对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的知晓

率较高#

IO0C\

的学生知道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对性传播+母

婴传播也有正确认识&但对于蚊虫叮咬等非传播途径知晓率

较低'

OC0B\

(#见表
D

&

+0:

!

对待艾滋病的态度
!

在对艾滋病的态度的相关问题的回

答中#大多数学生对艾滋病是严厉排斥和恐惧的#很少会以平

和或同情的心态接受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假设不幸感染艾

滋病#大部分学生'

LB0J\

(的第一反应是隐瞒$如果朋友不幸

感染艾滋病#

PK0D\

的学生会选择躲避艾滋病感染者$将近

LK\

的学生认为艾滋病很可怕#不愿与艾滋病患者正常接触$

大多数学生'

BL0I\

(能够接受婚前性行为#同时也了解正确使

IL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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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套能够有效避免艾滋病的传播'占
LH0B\

(&见表
O

&

表
D

!!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调查内容
答对人数

'

)

(

构成比

'

\

(

礼节性的亲吻+握手+拥抱会传染艾滋病吗.

DKJ PC0C

与传染者+艾滋病人游泳会传染艾滋病吗.

HLP LO0O

与传染者共同使用劳动工具会传染艾滋病吗.

DOH IJ0K

咳嗽+打喷嚏会传染艾滋病吗.

HJO BD0I

多性伴侣会增加艾滋病的传播吗.

HPL LB0I

与艾滋病者共用注射器会得艾滋病吗.

DKP PJ0B

输入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的艾滋病吗.

DDL IO0C

感染艾滋病的孕妇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吗.

HLJ LD0K

蚊虫叮咬会传染艾滋病吗.

PC OC0B

被艾滋病病毒污染过的针头刺伤一定感染吗.

HCO JP0P

表
O

!!

对待艾滋病的态度

调查内容
持有人数

'

)

(

持有率

'

\

(

是否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就餐+握手.

CO HL0O

如果不幸感染艾滋病#第一反应是隐瞒吗.

HPB LB0J

如果朋友不幸感染艾滋病#会躲避他吗.

HIJ PK0D

艾滋病可怕吗.

HBI BI0J

对艾滋病人持同情态度
IO OP0O

愿意照顾患艾滋病的亲属
HHD CB0H

愿意与艾滋病人正常交往
CB HP0I

艾滋病人应统一隔离管理
HKP CC0C

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
HBJ BL0I

可以接受多个性伴侣
OD HO0D

相信安全套能预防艾滋病
HLC LH0B

+0E

!

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
!

学生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途径比较广泛#但多数来自网络#占
PL\

#其次是公益宣传和

学校教育等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分别是
BO\

和
CI\

&见图
H

&

图
D

!!

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途径

:

!

讨
!!

论

:0!

!

对调查结果的探讨
!

由于新的社会理念和生活方式充斥

着大学校园#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多数持较为开放的态度&本

次调查中半数以上的大学生认可婚前性行为及同居现象#这与

以往调查结果一致,

H

-

#表明大学生性观念的变化趋势#性观念

淡薄#性道德脆弱#而性行为正是艾滋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同

时#由于艾滋病的传染性和致死性#部分大学生又把艾滋病视

为0洪水猛兽1#把艾滋病患者看作0定时炸弹1#产生了对艾滋

病的恐慌和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D

-

&

根据调查情况来看#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整体水平不

高&部分学生不知道艾滋病的全称#大部分学生认识到现在艾

滋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对艾滋病感染后的临床表现知晓

率较低&学生只意识到了艾滋病的危害性#却对艾滋病的具体

情况不甚了解&大部分学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是非传

播途径的知晓率低#这与其他学者调查结果相近,

OAL

-

&因此#艾

滋病对于普通的学生来讲#是一个可怕的存在#一旦不幸感染

艾滋病#大部分学生的第一反应是隐瞒&对于艾滋病患者#不

愿与其交往#

CC0C\

的学生认为应将艾滋病感染者统一隔离&

可见#对艾滋病的无知是产生歧视的根源之一#因此必须增强

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使其正确对待艾滋患者和感染者#这是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重要之处&

虽然大学生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比较广泛#但多数

还是选网络#其次是公益宣传和学校教育等获取这方面的知

识&网络上的知识相对丰富#但网络资源具有隐匿性#而且知

识良莠不齐#正确性得不到保证#错误知识容易对学生产生误

导#因此对于网络知识的真实性有待提高&

:0+

!

对大学生获得艾滋病知识途径的探讨
!

作为学生#学校

应当是获得知识的基本场所#通过学校获取的艾滋病的相关知

识的认可程度应当更高&因此#增强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的最有

效途径还是做好学校工作&健康教育是通过行为的改变来影

响健康#其目的是使人们形成健康的行为+塑造健康的人生观#

在学校进行健康教育可以使学生正确的认识艾滋病#最大限度

的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流行&同时#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利用自

身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认识和获得艾滋病知识的

机会&

:0+0!

!

艾滋病健康教育通过传统课堂传授
!

很多大学开设了

健康教育课#或者在思想道德课中融入健康教育内容&还可以

根据各校具体情况#开设诸如0艾滋病保健预防课1这种课时

短+针对性强的课程#让学生通过课堂这种传统有效的形式接

受到有针对性的知识和教育&教育内容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哪

些传播途径#如何预防#甚至把一些不会传播艾滋病的途径#比

如说握手+共同吃饭+共同到游泳池游泳等不会传播艾滋病的

知识也告诉他们#避免他们无谓的恐慌&其中也包括关爱的思

想教育#对得了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不要歧视&

:0+0+

!

艾滋病健康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同伴教育
!

在大学生

中开展艾滋病知识普及和预防可以通过同伴教育的方式#就是

利用青少年的趋众倾向#使相关的知识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

对青少年进行教育&青少年尤其通常愿意听取同伴+朋友的意

见和建议#思想上更容易接受同伴的意见#行为上也容易受到

伙伴的影响&

在一项针对大学生的有关艾滋病同伴教育干预效果评价

的调查中,

P

-

#经过同伴教育后#学生对艾滋病播途径的认识+艾

滋病预防方法等都得到了提高#对艾滋病的态度有所改变#更

愿意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亲近及给予帮助&

:0+0:

!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其他方法
!

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

通过校报+校园广播+校内专题网站+发放宣传手册+展板展览+

举行专题讲座等多种宣传手段#在校内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健

康教育&学生得到的艾滋病知识#不仅可以自己受益#还可以

把知识传播给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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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亿,

I

-报道大庆油田钻井工人高频段听力损失检出率为

CO0LH\

均高于本次调查的检出率
DP0CK\

#提示钻井工人噪

声引起的高频段听力损失应该被高度关注&

耳鸣是一种主观症状#常常出现于噪声聋之前&本次调查

中#噪声组中耳鸣症状者占
HP0DK\

#低于郑亿,

I

-报道大庆油

田钻井工人自觉耳鸣症状者
OL0JK\

#对噪声所致耳鸣的机制

尚不确定#研究结果提示耳鸣症状是环境因素和个体敏感性共

同作用的结果&

本调查表明#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

工龄在
HK

年以上者检出率均在
CK\

以上#工龄在
HH

&

HJ

年

是听力损失检出率明显增加#并且符合噪声聋标准的
HH

名钻

井工人工龄也均在
HH

年以上#这与倪蕾等,

HK

-的研究结果相

近&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E

是研究噪声与听力损失关联

的较为科学的指标之一,

HHAHD

-

#王军义等,

HO

-研究发现#

!>E

与

听力损失检出率存在线性相关#随着
!>E

的增大#听力损失检

出率会随着增大#非条件
/"

*

)%-)6

回归分析表明#

!>E

是多个

因素中与听力损失检出率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丁茂平等,

HC

-研

究也发现#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随着工人接触噪声剂量的增大

而升高#呈典型的剂量
A

反应关系$本调查也显示#随着
!>E

的

不断增加#噪声组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明显增高&听力损失检

出率分别与工龄+

!>E

呈正相关#提示听力损失是一个逐渐积

累的过程#机体反复接触噪声超过了代偿值时#随着噪声接触

时间越长#接触量越大#听力损失患病率越高&具体的时间和

量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针对调查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为了

保护钻井作业工人的身心健康#应采取一+二级相结合的预防

措施&建议企业加大职业卫生监管力度#重点加强个人防护的

规范化管理#加强健康教育#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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