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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需求的调查

瞿　丽

（西南财经大学医院妇科，成都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目的　了解在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需求的现状，为促进女大学生群体生殖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各年级在校女大学生９６０名进行调查，并对结果作统计分析。结果　低年级和来自农村

的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正确率比高年级和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婚前性行为接受率为

６２．５％；婚前性行为发生率为１２．６％，每次性行为均采取避孕措施为７１．２％；意外妊娠发生率为３．６％。希望从学校、医务人员、

家庭获取生殖健康知识途径比实际情况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认为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占９２．７％，关

注率５０．０％以上的内容依次是生殖与避孕（７６．４％）、性自我保护（７４．５％）、安全性行为（７３．２％）、性健康（７０．８％）、性生理

（６１．２％）、性病预防（５３．４％）。结论　在校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不全面，性态度宽容，性行为发生率较高，对生殖健康教育有

迫切需求，高校应加强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重视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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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健康与提高生命质量密切相关，女性生殖健康尤其是

青年时期女性的生殖健康，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发展和进

步，而且影响到其未来的孩子和家人的健康，进而关系到整个

民族的素质和社会稳定［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青少年性生

理成熟普遍提前而性心理发育滞后；加之生殖健康知识缺乏与

科学性不够，青少年群体中婚前同居、少女妊娠以及人工流产

率及性传播疾病发生率均在上升［２３］。女大学生作为青少年特

殊群体，在婚前性行为和意外妊娠中会不同程度受到生理和心

理的伤害，因而女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和需求值得重视。本研

究旨在调查在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需求，为

高校生殖健康教育和促进健康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法，随机选择了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金融、工商、经济、财税、保险、统计、人文等学院一～四年

级在校女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

有效问卷９６０份，有效问卷回收率９６．０％。其中，高年级（三、

四年级）和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学生分别为４０８（４２．５％）、

５５２（５７．５％）名；来自农村学生和来自城市学生分别为３１６

（３２．９％）、６４４（６７．１％）名。

１．２　调查工具和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大学生生殖

健康调查问卷》，通过匿名自填问卷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问

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生殖健康知识及相关态度、行

８２３２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４３卷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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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保健方向的研究。



为和需求等。利用学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平台，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调查。先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阐明调查意义及填写方法，

并承诺保护学生个人隐私，再一人一表向愿意接受调查学生发

放问卷，要求学生自行独立匿名填写，填写完毕后将问卷折叠

投入问卷箱，由调查员统一收回交给研究者。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录入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１．５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总体认知水

平不高，低年级和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

率大部分低于高年级和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低于４０．０％的依次

是紧急避孕药方法（２０．７％）、人工流产最佳时间（２３．８％）、排

卵期计算（２４．４％）、女性最易怀孕时间（３３．６％）、性病的认识

（１４．７％和３６．８％）；正确率高于６０％的依次是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８７．３％）、既 能 避 孕 又 能 预 防 性 病／艾 滋 病 的 方 法

（７９．６％）、早孕快速检测方法（７５．１％）、月经期可以性交

（６９．２％）、避孕套的使用方法（６５．５％）、受孕的过程（６３．５％）；

正确率在５０％左右的有早孕的症状、安全期性交及体外排精

的可靠性。见表１。

２．２　生殖健康相关态度　低年级及农村女大学生对性行为大

部分调查问题的认可率低于高年级及城市学生，大部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对婚前性行为及婚前体验的接受率

在６０％以上，恋爱的接受率为４５．３％，无保护性行为接受率为

２５．４％。见表２。

２．３　生殖健康相关行为　低年级及农村女大学生对性行为大

部分调查问题的发生率低于高年级及城市学生，部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每次性行为使用避孕套占７１．２％，恋爱经历占

３５．４％，有性交经历的占１２．６％，意外妊娠率为３．６％。见表３。

表１　　９６０名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比较（％）

项目 合计
年级

低年级 高年级 χ
２ 犘

生源地

农村 城市 χ
２ 犘

性生理及避孕知识

　月经期是否可以性交 ６９．２ ６５．７ ７０．２ ２．１７ ＞０．０５ ６７．６ ７１．８ １．８０ ＞０．０５

　受孕过程 ６３．５ ５１．２ ７２．５ ４４．４４ ＜０．０１ ４５．３ ６５．８ ３６．８４ ＜０．０１

　排卵期的计算 ２４．４ ２４．８ ２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８ ２４．７ ０．４２ ＞０．０５

　女性最易怀孕的时间 ３３．６ ２９．７ ３８．８ ８．７１ ＜０．０１ ２５．９ ３７．３ １２．３６ ＜０．０１

　怀孕早期的症状 ５８．８ ５６．８ ６３．５ ４．３８ ＜０．０５ ５９．６ ６１．５ ０．３２ ＞０．０５

　早孕快速检测方法 ７５．１ ７１．６ ７７．３ ３．９６ ＜０．０５ ７０．２ ７８．２ ７．３５ ＜０．０１

　人工流产的最佳时间 ２３．８ ２２．１ ３１．５ １０．７５ ＜０．０１ １５．７ ３０．８ ２５．２３ ＜０．０１

　安全期性交也可能怀孕 ４９．７ ４７．４ ４９．１ ０．２７ ＞０．０５ ４６．９ ４８．２ ０．１４ ＞０．０５

　体外排精是否可靠 ４６．８ ４６．６ ４７．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４５．８ ４７．１ ０．１４ ＞０．０５

　避孕套使用正确方法 ６５．５ ６５．４ ６６．５ ０．１３ ＞０．０５ ６４．８ ６７．１ ０．５０ ＞０．０５

　紧急避孕药避孕方法 ２０．７ １８．４ ２３．５ ３．７３ ＞０．０５ １７．６ ２１．９ ２．４１ ＞０．０５

　既能避孕又能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方法 ７９．６ ７６．８ ７８．５ ０．３９ ＞０．０５ ７１．２ ８８．６ ４５．２２ ＜０．０１

性病／艾滋病知识

　你认为什么是性病 ３６．８ ３６．４ ３８．１ ０．２９ ＞０．０５ ２５．６ ４１．５ ２３．１９ ＜０．０１

　知道３种以上我国重点防治的性病 １４．７ ５．７ １８．５ ３８．８３ ＜０．０１ ３．５ １７．５ ３７．００ ＜０．０１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８７．３ ８８．２ ８７．８ ０．０４ ＞０．０５ ８５．６ ８８．８ ０．１１ ＞０．０５

表２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相关态度接受率比较（％）

项目 合计
年级

低年级 高年级 χ
２ 犘

生源地

农村 城市 χ
２ 犘

手淫 ４０．１ ３５．５ ３７．３ ０．３３ ＞０．０５ ４０．４ ４５．６ ２．３３ ＞０．０５

恋爱 ４５．３ ３８．９ ４８．６ ９．００ ＜０．０１ ４２．６ ５０．８ ５．７１ ＜０．０５

同性恋 １８．２ １２．３ ２０．１ １０．８３ ＜０．０１ １０．６ ２２．７ ２０．４０ ＜０．０１

婚前性行为 ６２．５ ５５．６ ６８．３ １５．９０ ＜０．０１ ５２．６ ６７．８ ２０．９６ ＜０．０１

婚前无保护性行为 ２５．４ ２８．７ ２２．８ ４．２２ ＜０．０５ ２８．７ ２２．８ ３．９６ ＜０．０５

多个性伴侣 ３．２ １７．９１ ＜０．０１ ３．５ １１．３３ ＜０．０１

恋人曾与他人有过性行为 ３８．６ ３１．４ ４４．８ １８．０５ ＜０．０１ ３２．３ ４０．８ ６．５０ ＜０．０５

未婚先孕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８．５ ０．８０ ＞０．０５ １５．６ １９．３ １．９６ ＞０．０５

婚前体验 ６１．２ ６０．６ ６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５ ５０．３ ６５．８ ２１．３５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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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相关行为发生率比较（％）

项目 合计
年级

低年级 高年级 χ
２ 犘

生源地

农村 城市 χ
２ 犘

恋爱经历 ３５．４ ２８．８ ４５．２ ２７．４６ ＜０．０１ ２７．９ ４４．８ ２５．３９ ＜０．０１

手淫经历 ８．１ ８．４ ５．６ ２．７５ ＞０．０５ １０．３ ８．４ ０．９３ ＞０．０５

性交经历 １２．６ ５．１ １７．４ ４．９１ ＜０．０５ ５．２ １７．３ ３．３６ ＞０．０５

每次使用避孕套性行为 ７１．２ ６８．５ ７２．３ １．６２ ＞０．０５ ５６．７ ７８．２ ４７．７１ ＜０．０１

２个及以上性伴侣 １．１ ０ １．５ ８．３３ ＜０．０１ ０ １．７ ５．４３ ＜０．０５

意外妊娠 ３．６ ２．８ ３．９ ０．９０ ＞０．０５ ３．６ 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５

２．４　生殖健康需求情况

２．４．１　获取知识途径　希望从学校、医务人员、家庭获取知识

途径比实际情况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实际获得

生殖生理知识的途径顺次是网络（６６．７％）、杂志和书籍

（６０．５％）、学校（３９．３％）、同学和朋友（３３．１％）、医务人员

（２２．１％）、家庭（２０．５％）。希望获得生殖生理知识的途径顺次

是学校（７２．８％）、网络６２．６％）、杂志和书籍（５７．１％）、医务人

员（４０．５％）、家庭（３５．３％）、同学和朋友（３２．２％）。其中，学校

生殖健康教育的方式依次为：选修课（７４．２％）、专题讲座

（６６．５％）、校园网（５７．６％）、门诊咨询（４２．３％）。见表４。

２．４．２　生殖健康知识需求　９２．７％的女大学生认为需要进行

生殖健康教育，关注率５０％以上的内容依次是生殖与避孕

（７６．４％）、性自我保护（７４．５％）、安全性行为（７３．２％）、性健康

（７０．８％）、性生理（６１．２％）、性病预防（５３．４％）。高年级及城

市学生对生殖与避孕、安全性行为及优生优育知识关注度比低

年级及农村女大学生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

表５。

表４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获取途径／希望

　　　　获取途径［狀（％）］

调查内容 实际获取途径 希望获取途径 χ
２ 犘

杂志、书籍 ６４０（６６．７） ５４８（５７．１） １８．７６ ＜０．０１

网络、电视 ５６４（５８．７） ６２０（６２．６） ７．０７ ＜０．０１

同学、朋友 ３１８（３３．１） ３１０（３２．３） ０．１４ ＞０．０５

父母、家人 １９７（２０．５） ３３９（３５．３） ５２．２７ ＜０．０１

医务人员、门诊咨询 ２１２（２２．１） ３８９（４０．５） ７５．５７ ＜０．０１

健康教育课、专题讲座 ３７７（３９．３） ７２８（７２．８） ２６１．７６ ＜０．０１

表５　　女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比较［狀（％）］

调查内容 合计
年级

低年级（狀＝５５２） 高年级（狀＝４０８） χ
２ 犘

是否需要生殖健康教育 ８９０（９２．７） ５１７（９３．６） ３７５（９１．８） １．１４ ＞０．０５

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

　性生理 ５８８（６１．２） ３３６（６０．８） ２５２（６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５

性心理 ３１０（３２．３） １６９（３０．６） １３８（３３．８） １．１０ ＞０．０５

　性伦理 ３７５（３９．１） ２２５（４０．７） １５９（３８．９） ０．３２ ＞０．０５

　性健康 ６８０（７０．８） ３９６（７１．８） ２８４（６９．６） ０．５５ ＞０．０５

　生殖与避孕 ７３３（７６．４） ４３４（７８．７） ２４８（６０．８） ３６．５８ ＜０．０１

　性自我保护 ７１５（７４．５） ４１７（７５．５） ３０１（７３．８） ０．３６ ＞０．０５

　安全性行为 ７０３（７３．２） ４４２（８０．１） ２４６（６０．２） ４５．７３ ＜０．０１

　性病／艾滋病的预防 ５１３（５３．４） ３１１（５６．４） ２１１（５１．７） ２．０９ ＞０．０５

　优生优育知识 ４５４（４７．３） ２９０（５２．５） １６６（４０．６） １３．３２ ＜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普遍缺乏，生殖健康教育亟待加

强　本调查显示，本校女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掌握最好，避孕

套的使用方法掌握也比较好，这可能与国家对艾滋病宣传和教

育力度较大，以及近几年本校坚持开展艾滋病同伴教育有关。

半数左右对生殖生理知识如月经期性交、受孕过程、早孕症状

等有正确认识，但对避孕、怀孕及人工流产和其他性病知识的

掌握较差，掌握紧急避孕方法仅占２０．７％，７５％以上女大学生

不知道安全期的计算和人工流产的最佳时间，知道３种以上性

病的只有１４．７％。５０％左右不知道安全期性交及体外排精不

可靠。由于入学时间和生源地不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也存在

差异，高年级和来自城市女大学生明显好于低年级和来自农村

女大学生。表明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了解比较片面。因此，

高校应重视对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系统、全面教育。

３．２　婚前性行为态度与行为开放，严重危害女大学生身心健

康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时期，身体发育渐

趋成熟，而心理发育容易受外界影响，从而在性行为上放纵自

己［４］。本次调查，女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较宽容，对婚

前性行为及婚前体验的认可度分别为６２．５％、６１．２％；婚前性

行为发生率为１２．６％，低于成都市谈学灵等
［５］的报道，其原因

可能是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而有所隐瞒。另外，本调查没

有把男生纳入调查对象，有调查显示男生中有性行为的人数多

于女生［６７］。使用安全套不仅可以有效避孕，也是目前预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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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艾滋病的主要措施。本次调查，２８．８％的调查者在性行为

中不是每次使用避孕套，３．６％ 曾有意外妊娠发生。而婚前同

居、少女妊娠以及人工流产不可避免地会危害女大学生身心健

康。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加强性观念和性行

为的正向引导。

３．３　生殖健康供求不平衡　本调查显示，９２．７％的女大学生

认为需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反映出女大学生对于生殖健康知

识有强烈的需求，也说明了学校在这方面教育的不足。

３．３．１　生殖健康教育途径与需求脱节　本调查显示，６０％以

上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主要来源于互联网、杂志和书籍，而

学校健康教育、医务人员等正规途径不足４０％，比重偏低。可

见，希望从学校、医务人员、家庭获取知识途径是实际情况的近

２倍，如希望从学校获得生殖健康知识途径的由实际的３９．３％

上升到７２．８％，从医务人员处获得的由实际的２２．１％上升到

４０．５％，希望从家人处获得的由实际的２０．５％上升到３５．３％。

说明大学生希望获取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途径与当前使用较

多的途径不一致，体现了开展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３．３．２　生殖健康知识获取状况与希望不一致　调查显示，女

大学生对于性安全方面的知识有较强的获取意愿，如怀孕与避

孕、性自我保护、安全性行为、性健康等知识关注率在７０％以

上，关注率５０％～６０％的内容有性生理、性病预防。说明女大

学生对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一定的认识，现有的生殖健康

知识不能满足实际情况。本调查显示，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

主要是通过网路和报刊书籍，这难免造成知识零散和片面，这

些缺乏系统、科学的“性知识”带有更多的“夸张”和“刺激”的商

业性质，很难从根本上满足青少年实际需求，反而起误导作用。

因此，开展高校生殖健康教育已刻不容缓，且已具备良好的教

育契机。

３．４　生殖健康教育内容和实施方式　女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

的态度较宽容，但对生殖健康知识了解不多，容易影响到生殖

健康。针对目前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匮乏、片面、不准确，

性态度宽容，以及女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的强烈需求与当前

教育脱节、学校教育不足等问题，高校有责任将生殖健康教育

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学校可根据女大学生生理、心理特点及需

求，有针对性地加强道德、生殖健康、安全性行为等方面的教

育，内容应涉及性生理、性心理、性态度、性道德、性健康、避孕

及性病预防等知识。实施方式可多样化。首先，应该提倡各大

学把《大学生健康教育》开设为必修课，使每一个大学生都获得

全面、系统、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以避免因生殖健康知识缺乏

导致非意愿性妊娠、堕胎流产或性病的发生。虽然有部分大学

已经开设了《大学生健康教育》选修课，但选修课会使没有选修

的学生错失正规学习生殖健康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其次，可

利用主题班课、同伴教育的形式进行学习和探讨，如讨论婚前

性行为的危害性，或进行生殖健康知识问答有奖竞赛，或进行

辩论赛等，增强大学生维护生殖与性健康的意识，培养自尊、自

爱和自强的优良品质，正向引导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第

三，大力开展校园生殖健康的宣传活动，通过健康专题讲座、主

题宣传日、宣传栏、宣传手册等多种渠道，在大学生们的主要活

动场地，开展校园生殖健康宣传，使大学生们认识到生殖健康

的重要性，了解生殖健康的自我保护方法。第四，建立生殖健

康教育校园网页、校医院咨询门诊、学校心理咨询室等交流平

台，开展校内咨询，及时解决学生生殖健康问题或困惑，减少生

殖与性健康引发的各类问题。

总之，高校应积极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女大学生生殖健康

保健体系，提高女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减少意外妊娠、

性病等不良后果的危害，保护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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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３］ 徐江．高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Ｊ］．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２）：２４２７．

［４］ 周远忠，张玫玫，尹平，等．北京市大学生对生殖健康、避

孕教育及服务需求的调查［Ｊ］．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２００９，１７（２）：７４７７．

［５］ 谈学灵，沈晓玲．成都市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

需求现状〔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２，３３（１１）：１３１２．

［６］ 周远忠，张玫玫，尹平，等．北京市大学生对生殖健康、避

孕教育及服务需求的调查［Ｊ］．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２００９，１７（２）：７３７７．

［７］ 荆春霞，杨光，郑颖，等．广州市大学生生殖健康相关知

识、观念和行为的调查［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８，３５（１９）：

３７３２３７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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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ｌｉｎｉｃ［Ｊ］．ＭｅｄＫｌｉｎ（Ｍｕｎｉｃｈ），２００２，９７（８）：

４４９４５４．

［８］ 高月霞，徐红，肖静，等．南通市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３２）：２７５２７６．

［９］ 袁群，何国平，冯辉，等．长沙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

因素分析［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０（７）：７４６７４８．

［１０］陈彬，罗维武，施光铸，等．福州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

及相关因素分析［Ｊ］．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３２（１）：２４２７．

［１１］贺新艳，栾霞，刘丽杰，等．丧偶独居老年人抑郁状况及相

关因素的调查［Ｊ］．中国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２）：７４６

７４８．

［１２］戴必兵，李娟，吴振云．我国老年抑郁心理干预研究的方

法学分析［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０（６）：８５１８５３．

［１３］刘学员，阳丽华，赵蕾，等．日常生活能力对老年人身心健

康的影响［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１）：９２９４．

［１４］岳劲，翟雅莉，沈明志，等．西安地区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

及其影响因素［Ｊ］．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１３，１

（２８）：９１９９２１．

［１５］闻洁曦，邢国刚．慢性疼痛与抑郁关系的研究进展［Ｊ］．中

国疼痛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７）：４３６４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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