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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区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苏云鹏１，申元英１△，何　梅
２，刘继政３，李洪元３

（１．大理学院护理学院，云南大理６７１０００；２．大理州人民医院功能科，云南大理６７１０００；

３．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大理６７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　评价在大理地区大学生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效果，为青年大学生预防艾滋病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

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对大理学院入学新生进行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普查，了解大学新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

情况；之后对大学生开展理论课学习、知识讲座等多种方式的健康教育。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再次进行调查，并与基线调查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　与健康教育前比较，健康教育后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问题回答正确率显著提高（犘＜０．０５）；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

问题得分通过变量重新赋值及加权评分后，以大于或等于６０分为知晓；健康教育前，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人数为２６１９

名，不知晓人数为８７２名，平均得分（６４．５０±１０．２２）分，总知晓率为７５．６７％；健康教育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人数为３３２３

名，不知晓人数为１３８名，平均得分（８４．９４±１２．６８）分，总知晓率为９６．０１％。经过持续的健康教育，总分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１）。结论　在高校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大学生对艾滋病知晓率，对大学生预防艾滋病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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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８１发现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以来，艾滋病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和传播，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共同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迄今为止，艾滋病尚无有

效的治疗药物和可预防的疫苗，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群艾滋病

知晓率是目前主要的预防措施，也是最有效的疫苗。云南省艾

滋病疫情一直十分严峻，防治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性

接触传播已经成为云南省艾滋病流行的主要途径。青年大学

生是处于性成熟阶段的特殊群体，文化层次高，思想开放，不安

全性行为较为普遍，同时艾滋病知晓率较低，而与之相应的预

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和行为并没有相应提高［１４］，这将增加大

学生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目前艾滋病的传播已从高危人

群转向一般人群。在青年学生有一定的艾滋病感染率的背景

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对艾滋病的知晓

率显得格外重要。本次研究旨在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艾滋病健

康教育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价，以发现高校在艾滋病健康教育方

面的薄弱环节，为大学生预防艾滋病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３４６１名大理学院２０１０级全日

制全部在校大学生，其中男１０３７名，女２４２４名；年龄１６～２４

岁，平均（２０．２５±１．２９）岁；汉族２６０２名，白族１８２名，回族７０

４７７４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４３卷第３５期

 基金项目：大理市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云南省大学生禁毒防艾教育研究学术工作站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苏云鹏

（１９８０－），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艾滋病流行病学。　△　通讯作者，Ｔｅｌ：（０８７２）２２５７３６１；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名，傣族４５名，彝族等其他少数民族５６２名；云南省籍学生２

６２７名，外省学生８３４名；２６２５名学生来自农村，８３６名学生来

自城镇；６９７名学生为独生子女，２７６４名学生为非独生子女；

医学生８６９名，非医学专业学生２５９２名，非医学专业中主要

包括教育学、文学、理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部分数据有

缺失。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对２０１０级全日制在校大学

生进行普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基本情况、艾滋病基本知

识、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途径等。调查问卷设计后请专家修改和

指导。现场调查前随机抽１００人预调查，证实问卷的可行性

后，对２０１０级大学新生进行普查。调查员经过专家统一培训，

统一标准和认识，控制调查偏倚。调查以班级为调查现场，以

个人为单位，问卷在调查员监督下完成，由调查对象自填，当场

发卷当场收回。获得基线调查数据后，对大学生开展以下几种

方式的健康教育：（１）开展艾滋病公选课程的学习。内容主要

包括艾滋病基本知识、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以及艾滋病的流

行状况、国家相关政策和高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２）开展专题讲座。聘请艾滋病研究资深专家为

学生举办讲座。（３）同伴教育。举办艾滋病同伴教育青年骨干

培训班，使青年学生逐步从被动的、咨询式的 “参与”转变为积

极互动的、自我动员的“参与”。（４）宣传教育。在艾滋病日开

展以图片展板、发放宣传册、健康教育处方等形式的教育活动，

同时举办以防治艾滋病为主题的宣传晚会。２０１２年对经过２

年健康教育后的大学生再次进行问卷调查，与基线调查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比较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

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２人平

行录入有效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
２ 检

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健康教育前后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健康

教育前，大学生对艾滋病基本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在 ＨＩＶ感染

者与艾滋病患者的区别、不会传播艾滋病的体液、会感染 ＨＩＶ

的行为、母婴传播、共餐不会传播艾滋病、共用牙刷剃须刀等会

感染艾滋病、预防艾滋病的错误方法等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的

回答正确率均在９０．０％以上。但部分问题的正确回答率很

低，如 ＨＩＶ离开人体存活时间（正确率４６．９％）、最著名的疗

法（正确率２５．９％）、蚊虫叮咬不会传播ＨＩＶ（正确率５５．１％）、

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能预防艾滋病（正确率１７．６％）、医

疗时使用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及医疗器械能预防艾滋病（正确

率５．７％）、输血时使用 ＨＩＶ抗体检验合格的血液能预防艾滋

病（正确率１６．３％）、术前进行 ＨＩＶ检查能预防艾滋病（正确

率２４．４％）。经过２年的健康教育后，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问

题的回答正确率均有提高，健康教育前回答正确率越低的问题

在健康教育后回答正确率提高得越多，见表１。

表１　　健康教育前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及得分比较

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
回答正确［狀（％）］

教育前 教育后

得分（狓±狊，分）

教育前（狀＝３４６１）教育后（狀＝３４６１） 狋 犘

艾滋病的准确命名 ２８１２（８１．１） ３２５７（９４．１） ４．５１±２．１８ ５．２３±１．３１ １６．５３３ ０．０００ａ

ＨＩＶ离开人体能存活多久 １６２６（４６．９） １７９３（５１．８） ２．６０±２．７８ ２．８８±２．７８ ４．０９２ ０．０００ａ

ＨＩＶ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的区别 ３１２９（９０．３） ３１９９（９２．４） ５．０１±１．６５ ５．１４±１．４７ ３．１６０ ０．００２ａ

艾滋病最著名的疗法 ８９７（２５．９） １４１２（４０．８） １．４４±２．４４ ２．２７±２．７３ １３．３９２ ０．０００ａ

不会传播 ＨＩＶ的体液 ３３４５（９６．５） ３３５１（９６．８） ５．３６±１．０２ ５．３８±０．９８ ０．７３０ ０．４６５

会感染 ＨＩＶ的行为 ３２５１（９３．８） ３２１３（９２．８） ５．２１±１．３４ ５．１６±１．４３ １．５８３ ０．１１４

保持一个未感染 ＨＩＶ的性伴能不能降低艾

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
２２５０（６４．９） ２５１５（７２．７） ３．６１±２．６５ ４．０４±２．４８ ７．０１１ ０．０００ａ

ＨＩＶ阳性的孕妇能否将 ＨＩＶ传染给孩子 ３２６９（９４．３） ３３０５（９５．５） ５．２４±１．２９ ５．３１±１．１５ ２．３２８ ０．０２０ｂ

与 ＨＩＶ感染者或患者共餐会不会感染 ３１７９（９１．７） ３２１３（９２．８） ５．１０±１．５３ ５．１６±１．４３ １．７９４ ０．０７３

蚊虫叮咬能否传播 ＨＩＶ １９０９（５５．１） ２４５４（７０．９） ３．０６±２．７７ ３．９４±２．５３ １３．９８４ ０．０００ａ

能避孕又能预防 ＨＩＶ和性病传播的措施 ３００７（８６．７） ３１５３（９１．１） ４．８２±１．８９ ５．０７±１．５８ ５．８２２ ０．０００ａ

共用牙刷剃须刀等会感染艾滋病吗 ３１３４（９４．４） ３１３２（９０．５） ５．０２±１．６４ ５．０３±１．６３ ０．１６６ ０．８６８

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必要措施吗 ２９３８（８４．５） ３０９３（８９．４） ４．７０±２．０１ ４．９７±１．７１ ６．０１８ ０．０００ａ

洁身自爱，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是否能

预防艾滋病
６０９（１７．６） ３２８５（９４．９） ０．９８±２．１２ ５．２８±１．２２ １０４．１６ ０．０００ａ

医疗时使用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及医疗器械

是否能预防艾滋病
１９７（５．７） ３２８０（９４．８） ０．３２±１．２９ ５．２７±１．２４ １６３．２１ ０．０００ａ

输血时使用 ＨＩＶ抗体检验合格的血液是否

能预防艾滋病
５６６（１６．３） ３１１６（９０．０） ０．９１±２．０６ ５．０１±１．６７ ９０．７０５ ０．００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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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健康教育前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及得分比较

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
回答正确［狀（％）］

教育前 教育后

得分（狓±狊，分）

教育前（狀＝３４６１）教育后（狀＝３４６１） 狋 犘

术前进行 ＨＩＶ检查是否能预防艾滋病 ８４５（２４．４） ２８５４（８２．５） １．３６±２．３９ ４．５８±２．１１ ５８．８５５ ０．０００ａ

预防艾滋病的错误方法 ３２４３（９３．７） ３２４７（９３．８） ５．２３±１．３０ ５．２２±１．３４ ０．５０２ ０．６１５

合计 － － ６４．５０±１０．２２ ８４．９３±１２．６８ ７３．７６０ ０．０００ｂ

　　ａ：犘＜０．０１，ｂ：犘＜０．０５，健康教育前后比较；－：此项无数据。

２．２　健康教育前后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本次研究中关于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共１８题，总分为１００分，

每题选择正确得５．５６分，选择错误得０分。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

软件包中，通过变量重新赋值及加权评分后得出总分，≥６０分

为知晓。健康教育前，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人数为２６１９名，

不知晓人数为８７２名，得分１６．６８～９８．５２分，平均（６４．５０±

１０．２２）分，总知晓率为７５．６７％。健康教育后，对艾滋病相关

知识知晓人数为３３２３名，不知晓人数为１３８名，得分１６．６８～

１００．００分，平均（８４．９４±１２．６８）分，总知晓率为９６．０１％。健

康教育后各问题得分与健康教育前比较均有提高，总分显著提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３　讨　　论

基线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对艾滋病基本知识有一定的了

解，对艾滋病预防措施、传播途径等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均

在９０％以上。但对其他更专业的问题的正确回答率很低，提

示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艾滋病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前大学生艾滋病总知晓率为７５．６７％，与郑惠

东［５］报道的７５．４０％接近，高于辜伟伟等
［６］报道的６７．３８％，低

于严邁等［７］报道的９５．００％，说明大理地区大学生艾滋病相关

知识知晓程度处于一般水平，同时也说明这些年我国开展的健

康教育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需要学校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大学生

的艾滋病健康教育。

经过为期２年的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后，大学生对艾滋病

相关知识总知晓率为９６．０１％，与干预前的总知晓率７５．６７％

比较有明显的提高，基本达到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

（试行）［８］中提出的到２０１０年校内青少年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

率达到９５．００％以上的要求，说明通过干预活动，大学生对艾

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明显提高，健康教育显著有效。

其中，对艾滋病的准确命名、艾滋病离开人体后的存活时

间、艾滋病患者与 ＨＩＶ感染者的区别、艾滋病最著名的疗法等

艾滋病基本知识、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艾滋病的正确方法的

知晓率在健康教育后有明显的提高（犘＜０．０５）。梁淑英等
［９］

对我国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

健康教育后，大学生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与艾滋病患者的日常

生活接触是否传播艾滋病的知晓率分别提高了１７．００％和

２５．００％。说明大学生对于艾滋病的一些专业知识需要进行专

业、全面、系统的学习才能准确地掌握。所以大学生艾滋病健

康教育应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结合多种途径持续、深入地开

展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１０］。

本次研究中，除了开设理论课学习、专题讲座等主要方式

的健康教育外，还开展了艾滋病日上街宣传、培养骨干进行同

伴教育等健康的方式，强调学生主动参与的过程，改被动接受

为主动参与，参与式综合干预可以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建立起

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１１］。总

之，多种方式施教，才能提高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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