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已经展示出巨大的潜力［１１１２］。所以不

管是ｉＰｈｏｎｅ还是其他智能手机都为人们提供整合了专业、娱

乐、多媒体（语音、视频等）和网络的 Ａｐｐｓ
［１３］，但这些 Ａｐｐｓ开

发者都应以指南为基础，以循证医学为原则，为用户提供高质

量的戒烟Ａｐｐｓ和专业的戒烟支持。本文仅从相关程度的角

度来分析戒烟 Ａｐｐｓ的内容，而下载量与相关程度得分、对

Ａｐｐｓ占用储存空间大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用户对 Ａｐｐｓ的

可用性以及内容的可靠性、认同度等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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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重庆地区３所理工高校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需求及教育现状满意度调查


纪　娟
１，李练兵３，黄　娅

１，袁　倩
１，胡　荣

１，付利娟１，２△

（１．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４０００１６；２．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４０００１６；３．重庆市人口和

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出生缺陷与生殖健康重点实验室　４０００２０）

　　摘　要：目的　了解在校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认知、学校教育与服务的需求。方法　对重庆市３所理工院校在校大

学生进行分层抽样，问卷调查。结果　在校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总体知晓率较低，且低年级学生知晓率显著低于高年

级学生。受调查高校对性与生殖健康法规宣传教育不足，学生满意度低。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需求涉及面广，获取

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于网络、报刊、杂志、影视等，学校和家庭教育来源比率低。结论　高校应加强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普及，提升生

殖健康相关服务的可及性。

关键词：大学；学生；生殖健康服务；性教育；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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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ｎ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ｘ

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３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ｉｔ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ｅａｗａｒｅ

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ｗ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ｏｗ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ａ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ｕｎ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ｉ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ｎ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ｓｅｘ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ｅｔ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ｍｏｖｉｅ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ｎ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在校大学生是正处于情感和性需求最活跃时期的特殊青

年群体，随着性需求的增加及性态度的日益开放，非婚性行为

变得越来越广泛。调查显示，大学新生对生殖生理常识、性病

防治知识及相关法律知识匮乏，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认识存在严

重错误［１］。８０％的在校大学生不了解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女性

最易受孕时间及法定婚龄等；在校大学生对避孕套的使用时

机、安全期的计算及紧急避孕方法知晓率不高［２］；９９％以上的

受调查者对口服避孕药的不良反应缺乏正确认识［３］。这使得

他／她们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增多。据调查，实施人工流产的未

婚人士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居多，占５９．６％
［４］。成都地

区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低、性态度宽容、

性行为发生率较高［５］。上海地区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生殖健康

知识水平不全面。近年来教育部门一直提倡开展青少年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但在校大学生这方面依然知之甚少，使其在发

生性行为时可能存在诸多风险［６］。理工科高校在性文化传播

中更趋于保守，因而本研究对重庆地区３所理工院校的部分在

校大学生进行了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和教育满意度调查，现将调

查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期间，抽取重庆市

３所理工院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在校大学生１１２４名。获得

有效问卷 １０７１ 份，其中，男 ７７２ 人 （７２．０ ％），女 ２９９ 人

（２８．０％）。年级分布：低年级４６２人（大一２０４人，大二２５８

人），高年级６１８人（大三３２９人，大四２８９人）。

１．２　调查方法　依据参考资料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在校大学生的基本情况，性与生殖健康认知，相关服务满意度

及需求３部分。调查员由本课题组的成员担任，调查前由调查

员宣布调查目的、意义、填写规则及保密原则。以班级为调查

点，统一发放问卷，匿名答题完毕后，现场收回，问卷回收率

９７．１％。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

录入。问卷缺填１０％以上视为无效问卷，不列入统计分析范

围。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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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年级在校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常识知晓率（％）

项目 狀 占比
大一

男 女

大二

男 女

大三

男 女

大四

男 女

女性月经期的注意事项 ７５５ ７０．５ ６９．６ ５８．２ ６９．５ ６１．５ ６６．５ ７７．２ ６５．０ ７２．７

女性易受孕时期 ５２３ ４８．８ ４１．９ ３９．７ ３８．８ ５１．９ ４８．５ ５５．３ ５８．０ ７０．１

安全套使用方法 ５２７ ４９．２ ４２．６ ３．０ ５７．８ ４０．７ ５５．２ ２６．０ ６９．４ ２８．６

紧急避孕方式 ８２９ ７７．４ ８０．９ ７５ ７８．２ ７６．９ ８２．９ ８０．０ ８０．７ ９１．７

紧急避孕药的副作用 ６３０ ５８．８ ２２．０ ２１．２ ２８．１ ２６．９ ２３．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７．３

人工流产的最佳时期 ９６ ９．０ １４．３ ７．６ ４．１ ７．７ ８．２ ４．１ １３．２ １３．０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的了解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学

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总体认知不高，如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知晓

率占总体的４８．０％。男生知晓率显著高于女生（χ
２＝３８．０４１，

犘＜０．０５）；高年级（大三、大四年级）学生知晓率显著高于低年

级（大一、大二年级）学生（χ
２＝５．１７７，犘＜０．０５）。在女性最易

受孕时期的认知方面，高年级学生高于低年级学生（χ
２＝

２５．６９４，犘＜０．０５）。对人工流产的最佳时期认知上，总体知晓

率仅９．１ ％，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掌握得更好（χ
２＝

１．２４９，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性与健康教育与服务现状及满意度分析　调查发现

２３．０％的在校大学生认为自己就读高校没有性与生殖健康相

关规定；５９．７％认为没有生殖健康服务机构；从没接受过学校

的生殖健康相关知识讲座及宣传的占２７．９％，见表２。大学生

满意度分析从侧面反映了重庆地区理工高校在性与健康教育

与服务的现状。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本校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和宣传的满意度较低，在男、女生中分别占比１．１％和０．３％；

不满意率较高，男女生中分别为５１．１％和４７．４％。

表２　　学校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服务与教育的

　　　　知晓情况分析（％）

项目 没有 不知道 有 其他

生殖健康相关规定 ２３．０ ６９．７ ６．９ ０．４

服务机构 ５９．７ ３７．１ ２．９ ０．３

知识讲座及宣传 ２７．９ ３２．０ ２．７ ７．９

２．３　性与生殖健康的高校教育现状　在校大学生对学校提供

的性健康教育及服务的知晓情况以及满意度均较低，并由多种

因素造成。调查发现，受访者不愿公开谈及是首要原因

（６５．５％，７０８人），其次是学校不重视且无相应师资设备

（５１．３％，５５５人）。此外，学生对性知识掌握程度参差不齐

（４６．０％，４９７人），家长反对（１６．３％，１７６人）也是部分原因。

２．４　大学生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　生殖健康知识来

源途径广泛。在生殖健康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校与家庭

教育尚存不足之处，仅２７．４％学生从此处获得相关知识。学

生主要通过网络（６３．０％）和影视传媒杂志等（５６．８％）了解和

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往往不系统亦不全面，甚至防碍他

们形成正确的性观念。

２．５　对性与生殖健康相关需求分析　７６．８％受调查者认为有

必要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他们对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

需求较广，其中对避孕与人工流产知识需求最大（７５．２％），其

次还包括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６３．３％），性传播疾病和传播

方式（４５．４％）以及孕期保健知识（４３．１％）等。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部分学生（２３．１％）甚至不知道该接受哪些性与生殖健康

相关知识的教育。

２．６　避孕药具获取方式　调查结果发现，在校大学生易于或

愿意获取来自药店和超市（４２．０１％）、自动售套机（４０．３％）、其

他各机构（２３．１％）免费提供的避孕药具。然而，在本调查的各

高校超市极少有避孕药具出售，未见自动售套机，更未见有学

生可从校方或其他机构获得过免费的避孕药具。

３　讨　　论

不安全性行为、过早怀孕等生殖健康问题，已成为很多国

家共同面临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巨大挑战之一［７９］。中国在校大

学生所掌握的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依旧匮乏。安徽铜

陵［１０］、陕西西安［１１］和吉林长春［１２１３］等地区高校调查均显示，

大学生对生殖健康和性行为相关知识知晓率较低。本研究对

重庆地区３所理工高校的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基

本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在安全套的使用、女性最易受孕时期上，

知晓率均低于５０．０％，对人工流产的最佳时期认知上，总体知

晓率仅９．１％。说明在校大学生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知识匮

乏，发生性行为时可能存在诸多风险，提示在大学生中开展生

殖健康相关知识宣传和教育的必要性。

本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对校方提供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及服务的知晓情况以及满意度均较低，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面临

的主要挑战包括性教育话题仍很敏感、受访者不愿公开谈及，

学校对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不重视，即使校方为学生提供了相关

教育，其形式内容单调乏味，与大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现

实需求之间存较大沟壑。本调查显示，７６．８％受调查者认为有

必要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需求几乎囊括了性健康教育所涉

及的所有内容。有调查也显示，９０％以上的学生认为大学有必

要开展性健康知识教育，而且多数学生认为应该从大一就开

设，越早越好［１４］。

由于性与生殖健康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其教育方式显得尤

为重要。学校作为系统的教学组织，有望为学生们提供适宜、

有效的教育方式［１５］。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最易接受的性与

生殖健康知识的方式包括咨询平台、专业知识讲座及其它趣味

活动形式的宣传，同时结合目前最流行的知识传播手段，如网

络、报刊、杂志和影视媒体等，均将有助于性健康知识的掌握。

此外，校方为大学生提供可及性更高的避孕措施等生殖健康服

务，可为他们的性行为建立保护身心健康的最终屏障。因此，

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仍需从多方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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