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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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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重庆市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更有效地开展高校艾滋病防控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2

所高校进行调查!采用
6

I

;aG<D<'-$

进行数据转化!所得数据用

./.."3-$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重庆市大学生艾滋病基础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
3"-'+

$不同年级%年龄%性别%专业%来源

地%婚姻状态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师范类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综合类%理工类"

$

%

$-$%

#!但与医学类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途径依次为网络"

#&-&+

#%电视广播杂志"

#2-&+

#%学校课程

"

'0-$+

#$希望获得的艾滋病教育知识排在前
'

位的依次为如何识别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8c

#的高危行为"

0'-&+

#%预防

艾滋病和性病的方法措施"

0'-"+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3&-0+

#$希望接受教育的方式依次为选修课程"

##-!+

#%专题讲座

"

#%-&+

#%参观展览"

%%-0+

#%社会实践"

%2-'+

#$结论
$

重庆市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高!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的了解认

识明显不足!对从学校课堂获取艾滋病防控知识态度积极!学校防控艾滋病健康教育亟待加强$

%关键词&

$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知识&调查&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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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0%

年报道首例艾滋病以来"疫情呈逐渐蔓延趋

势%青年学生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8c

!人数日渐增加"

!$"2

年我国
"%

!

!2

岁青年感染者和患者
"-%

万例"比
!$"'

年

同期增加
!$-"+

"其中学生病例
!%%!

例"较
!$"'

年同期增长

%0-0+

%

!$"2

年全国已有
"'

个省份报道学生
[8c

感染者超

过百例)

"

*

%每年新发现
[8c

感染者数量从
!$$0

年至
!$"2

年

上升了
"-0

倍"其中职业为学生的感染者数量上升了
'-'

倍"

这些感染者中因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的占近
0$+

)

!

*

%由此可

见"我国艾滋病防控面临新的挑战"青年学生的艾滋病防控是

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中之重%

!$"2

年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科委

3!%'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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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沙坪坝区软科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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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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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临床医疗和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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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支持下"作者开展了重庆

市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与需求调查"旨在了解重庆市大学生

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的认识情况'艾滋

病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更有效地开展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选择重庆市
2

所高校"医学类'师范类'综合类'理

工类各
"

所"每所高校在本科各年级分别选取
"

个班#

'$

人左

右!学生%

!-#

$

方法

!-#-!

$

调查方式及内容
$

参考既往艾滋病防控相关调查研究

报道"并结合本次调查主要目的设计调查问卷%向研究对象发

放问卷进行基线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基本信

息"艾滋病相关基本知识"艾滋病高危行为"艾滋病防控知识获

得途径"希望接受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内容'途径及方法等情况%

!-#-#

$

质量控制
$

问卷发放前对本次调查项目工作人员进行

问卷填写培训"统一明确要求%问卷回收后由专人负责对填写

内容做全面的检查"剔除不合格问卷%在原始数据录入时采取

双录入"统一录入的方法'标准'步骤和要求%

!-$

$

统计学处理
$

问卷原始数据录入
>

I

;G<D<'-$

进行数据转

化"所得数据用
./.."3-$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

! 和
L;H:>J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2

所高校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份"有效率
&$-0'+

%调查对象中男
!%%

人#

2#-3&+

!"女

!&$

人 #

%'-!"+

!"年 龄
"3

!

!%

岁%年 级&大 一
"%"

人

#

!3-3"+

!"大二
"2&

人#

!3-'2+

!"大三
"2!

人#

!#-$#+

!"大

四
"$'

人#

"0-&$+

!$专业&文科
0!

人#

"%-$%+

!"理科#非医学!

!''

人#

2!-3%+

!"理科#医学!

"#0

人#

'$-0'+

!$婚恋状况&未

婚有恋人
"0"

人#

''-!"+

!"未婚无恋人
'#2

人#

##-3&+

!$来

源地&省会市
&0

人#

"3-&0+

!"地级市
""$

人#

!$-"0+

!"县城(

县级市
"&%

人#

'%-30+

!"农村
"!&

人#

!'-#3+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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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群基本特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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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综合类 理工类 师范类 医学类 合计

性别 女
#&

#

"!-##

!

#'

#

""-%#

!

0%

#

"%-#$

!

3'

#

"'-'&

!

!&$

#

%'-!"

!

男
#!

#

""-'3

!

#"

#

""-"&

!

%'

#

&-3!

!

3&

#

"2-%$

!

!%%

#

2#-3&

!

年级 大一
!3

#

2-&%

!

'"

#

%-#&

!

'!

#

%-03

!

#"

#

""-"&

!

"%"

#

!3-3"

!

大二
!#

#

2-33

!

'"

#

%-#&

!

2$

#

3-'2

!

%!

#

&-%2

!

"2&

#

!3-'2

!

大三
'&

#

3-"#

!

'!

#

%-03

!

'!

#

%-03

!

'&

#

3-"#

!

"2!

#

!#-$#

!

大四
'&

#

3-"#

!

'$

#

%-%$

!

'2

#

#-!2

!

$ "$'

#

"0-&$

!

专业 文科
0

#

"-23

!

%$

#

&-"3

!

!'

#

2-!!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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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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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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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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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

2!-3%

!

理科#医学!

%

#

$-&!

!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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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2

!

"#0

#

'$-0'

!

艺术体育
%

#

$-&!

!

!0

#

%-"2

!

$ "

#

$-"0

!

'2

#

#-!2

!

其他
!$

#

'-#3

!

2

#

$-3'

!

2

#

$-3'

!

$ !0

#

%-"2

!

婚恋状况 未婚有恋人
2#

#

0-22

!

2%

#

0-!#

!

2$

#

3-'2

!

%$

#

&-"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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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无恋人
0%

#

"%-%&

!

3&

#

"2-%$

!

&0

#

"3-&0

!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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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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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 省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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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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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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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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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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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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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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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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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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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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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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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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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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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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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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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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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3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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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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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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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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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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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

#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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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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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2

!

!%

#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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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23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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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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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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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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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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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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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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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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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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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0-3!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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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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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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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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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

&-&"

!

!2 '

#

$-%%

!

!

#

$-'3

!

'

#

$-%%

!

$ 0

#

"-23

!

!% "

#

$-"0

!

!

#

$-'3

!

"

#

$-"0

!

$ 2

#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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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

+

$&

项目 是 否 不清楚 未填写

[8c

感染者能从外表看出来
%2

#

&-#

!

'3!

#

##-!

!

"!&

#

!'-$

!

3

#

"-!

!

蚊虫叮咬会传播
[8c "33

#

'"-%

!

!03

#

%"-"

!

&"

#

"#-!

!

3

#

"-!

!

与
[8c

感染者或者患者共餐会感染
[8c #$

#

"$-3

!

2''

#

33-$

!

#$

#

"$-3

!

&

#

"-#

!

输入带有
[8c

的血液会得艾滋病
%$'

#

0&-%

!

"#

#

!-0

!

'#

#

#-2

!

3

#

"-!

!

与
[8c

感染者共用注射器吸毒有可能得艾滋病
%$!

#

0&-'

!

!!

#

'-&

!

'"

#

%-%

!

3

#

"-!

!

感染
[8c

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
20'

#

0%-&

!

'!

#

%-3

!

2$

#

3-"

!

3

#

"-!

!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
[8c

传播的风险
22#

#

3&-2

!

2'

#

3-3

!

##

#

""-3

!

3

#

"-!

!

单性伴可以降低
[8c

传播的风险
2"'

#

3'-%

!

#2

#

""-2

!

3&

#

"2-"

!

#

#

"-"

!

不使用安全套的男男性行为可以增加感染
[8c

的风险
2"#

#

32-$

!

'#

#

#-2

!

"$'

#

"0-'

!

3

#

"-!

!

性病患者可以增加感染
[8c

的风险
'"%

#

%#-$

!

0'

#

"2-0

!

"%2

#

!3-2

!

"$

#

"-0

!

通过注射艾滋病疫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
"%0

#

!0-"

!

!2$

#

2!-3

!

"%#

#

!3-0

!

0

#

"-2

!

#-#

$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接受调查者中只有
##-!+

的学生否认
[8c

感染者能从外表看出来"

&-#+

的学生选择

+是,"

!'-$+

表示不清楚%

'"-%+

的学生知晓蚊虫叮咬不会传

播艾滋病%

"$-3+

的学生认为与
[8c

感染者或者患者共餐会

感染
[8c

"另有
"$-3+

表示不清楚%而对于艾滋病输血传播'

共用注射器吸毒传播'母婴传播的知晓率较高"分别为
0&-

%+

"

0&-'+

"

0%-&+

%

3&-2+

的学生认为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

降低
[8c

传播的风险"

3'-%+

认为单性伴可以降低艾滋病传

播的风险%仅有
%#-$+

的学生认为性病患者可增加感染
[8c

的风险%此外"有
!0-"+

认为可以通过注射疫苗预防艾滋病"

!3-0+

表示不清楚%艾滋病基础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
3"-'+

"

见表
!

%统计学分析显示"在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方面"不

同年级'年龄'性别'专业'来源地'婚恋状态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师范类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综合类'

理工类#

$

%

$-$%

!"但与医学类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2

%

表
'

$$

不同影响因素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影响因素
%

知晓率#

+

!

!

!

(

L;H:>J $

婚恋状态 未婚有恋人
"0" 3%-" $-$$" $-&3!

未婚无恋人
'#2 3%-'

专业 文科
0! 3#-0 #-$23 $-"&#

理科#非医学!

!'' 3#-$

理科#医学!

"#0 30-$

艺术体育类
'2 #2-3

其他
!0 #$-3

年级 大一
"%" 32-0 3-3!$ $-$%!

大二
"2& 32-%

大三
"2! 0!-2

大四
"$' #3-$

性别 女
!&$ 30-# '-0!% $-$%$

男
!%% 3"-2

学校 理工类
"'" 3"-0 "$-3#$ $-$"'

综合类
"!2 ##-&

续表
'

$$

不同影响因素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影响因素
%

知晓率#

+

!

!

!

(

L;H:>J $

师范类
"'0 0'-'

医学类
"%! 33-#

来源地 省会市
&0 3"-2 '-#"# $-%0#

地级市
""$ 3"-0

县城(县级市
"&% 33-2

农村
"!& 33-%

其他
! %$-$

未填写
"" 0"-0

表
2

$$

不同高校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项目 知晓)

%

#

+

!* 知晓)

%

#

+

!*

!

!

$

理工类
"'"

#

3"-0

! 综合类
"!2

#

##-&

!

$-#&3 $-2$2

师范类
"'0

#

0'-'

!

%-"&0 $-$!'

医学类
"%!

#

33-#

!

"-!&' $-!%#

综合类
"!2

#

##-&

! 师范类
"'0

#

0'-'

!

&-%"' $-$$!

医学类
"%!

#

33-#

!

'-&20 $-$23

师范类
"'0

#

0'-'

! 医学类
"%!

#

33-#

!

"-20& $-!!!

#-$

$

对感染
[8c

高危行为的认识情况
$

调查对象对感染

[8c

高危行为的认识方面男男性行为'多性伴'吸毒知晓率分

别为
%&-"+

'

30-%+

'

3'-"+

%见表
%

%

表
%

$$

对感染
[8c

高危行为的认识%

%

"

+

$&

项目
非常不

认同
不认同 无所谓 认同 非常认同 未填写

男男性行为
'!

#

%-3

!

3!

#

"!-0

!

"!2

#

!!-"

!

!2&

#

22-'

!

0'

#

"2-0

!

!

#

$-2

!

多性伴
!3

#

2-0

!

'#

#

#-2

!

%#

#

"$-$

!

'"2

#

%%-&

!

"!3

#

!!-#

!

!

#

$-2

!

吸毒
'$

#

%-'

!

%0

#

"$-'

!

#"

#

"$-&

!

!3&

#

2&-#

!

"'!

#

!'-%

!

!

#

$-2

!

#-"

$

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
$

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途径

依次为网络#

#&-&+

!'电视广播杂志#

#2-&+

!'学校课程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0-$+

!%见表
#

%

#-B

$

艾滋病教育内容及方式需求状况
$

调查对象希望获得的

艾滋病教育知识排在前
'

位的依次为如何识别感染
[8c

的高

危行为#

0'-&+

!'预防
[8c

和性病感染的方法措施#

0'-"+

!'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3&-0+

!%希望接受教育的方式依次为选

修课程#

##-!+

!'专题讲座#

#%-&+

!'参观展览#

%%-0+

!'社会

实践#

%2-'+

!等%见表
3

%

表
#

$$

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

%

"

+

$&

项目 非常多 较多 较少 基本没有 未填写

父母
&

#

"-3

!

2"

#

3-%

!

!!'

#

2$-&

!

!#'

#

20-'

!

&

#

"-3

!

亲戚朋友
3

#

"-'

!

0$

#

"2-3

!

!''

#

2!-0

!

!"%

#

'&-2

!

"$

#

"-0

!

医生
!$

#

'-3

!

"2%

#

!#-#

!

!"2

#

'&-'

!

"%&

#

!&-!

!

3

#

"-'

!

网络
#3

#

"!-'

!

'"2

#

%3-#

!

"!#

#

!'-"

!

'%

#

#-2

!

'

#

$-%

!

电视广播杂志
%!

#

&-%

!

'$!

#

%%-2

!

"20

#

!3-!

!

'3

#

#-0

!

#

#

"-"

!

学校课程
'3

#

#-0

!

"3$

#

'"-!

!

!2$

#

22-$

!

&$

#

"#-%

!

0

#

"-%

!

表
3

$$

艾滋病健康教育内容及方式需求状况%

%

"

+

$&

项目 是 否 未填写

自愿咨询检测#

c7M

!相关内容
'#$

#

##-"

!

"0'

#

''-#

!

!

#

$-2

!

预防性病和
[8c

感染的方法措施
2%'

#

0'-"

!

&$

#

"#-%

!

!

#

$-2

!

如何识别感染
[8c

高危行为
2%3

#

0'-&

!

03

#

"#-$

!

"

#

$-!

!

如何知道哪些人应该接受性病#包括

[8c

!检测
2!'

#

33-#

!

"!"

#

!!-!

!

"

#

$-!

!

如何与性伙伴谈论预防性病'艾滋病
'2&

#

#2-$

!

"&%

#

'%-0

!

"

#

$-!

!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2'%

#

3&-0

!

""$

#

!$-!

!

$

如何使用安全套
'#'

#

##-#

!

"0$

#

''-$

!

!

#

$-2

!

专题讲座
'%&

#

#%-&

!

"0%

#

''-&

!

"

#

$-!

!

必修课程
"00

#

'2-%

!

'%3

#

#%-%

!

$

选修课程
'#"

#

##-!

!

"0'

#

''-#

!

"

#

$-!

!

社会实践
!&#

#

%2-'

!

!2&

#

2%-3

!

$

同伴教育
!33

#

%$-0

!

!#0

#

2&-!

!

$

参观展览
'$2

#

%%-0

!

!2$

#

22-$

!

"

#

$-!

!

热线咨询
!23

#

2%-'

!

!&3

#

%2-%

!

"

#

$-!

!

微信(
gg

群
!3!

#

2&-&

!

!3!

#

2&-&

!

"

#

$-!

!

$

$

讨
$$

论

$-!

$

重庆市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
$

本次调查中"重

庆市大学生艾滋病基础知识总体知晓率仅为
3"-'+

"与/中国

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0提出"青少年达到
&$+

以上的目标要求有很大差距)

'

*

%杨中荣等)

'

*针对
"$

项研究的

Q>D<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大'中学生中男男性行为合并的

[8c

感染率#

2-#+

!低于全国男男性行为的平均感染率

#

%-$+

!"但 是 远 高 于 国 内 全 人 群 的
[8c

感 染 率 #

!&

(

"$$$$$

!%目前我国基本上没有西方发达国家从幼儿园到小

学'中学和大学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大学

生普遍缺乏性生殖健康知识"不具备协商'交流'拒绝及自我保

护等能力)

2

*

%大多数处于性活跃的青少年不使用保护措施"从

而面临意外妊娠'人工流产和性病(艾滋病的威胁)

%

*

%因此加

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工作"帮助大学生群体系

统全面认识艾滋病"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统计分析显示"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在不同学校之间有

差异"师范类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综合类及理工类

#

$

%

$-$%

!"但与医学类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这一现象可能归功于参加调研的师范院校对艾滋病防控教育

的重视"如&学校有专门的防艾经费"长期开设艾滋病教育'性

教育公选课%同时"该校是参与调查高校中惟一一所与疾控中

心有疫情反馈机制的学校"学校医院参与了学生感染者随访管

理"这也有别于其他高校的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学生

对艾滋病防控宣传教育的重视%学校的重视在艾滋病宣传教

育中起重要作用"学校和疾控中心联动是做好学校艾滋病防控

宣传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利于促进教育效果的提升%本次

调查"医学与非医学专业学生在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与其他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3

*

"可能与

此次调查对象样本量少有关%

另外"在不同性别之间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是女生的知晓情况得分高于男生%有研究提

示)

0@&

*

"女大学生艾滋病知识得分高于男生"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

!%本研究除了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外"还由

于采取总体知晓率比较而未就各题知晓情况进一步比较有关%

$-#

$

重庆市大学生对于感染
[8c

高危行为的认识情况
$

男

男性行为'多性伴'吸毒
'

个高危行为的知晓率分别仅为

%&-"+

'

30-%+

'

3'-"+

"提示重庆市大学生对感染
[8c

高危

行为的认识明显不足%目前"我国艾滋病经性传播为主要传播

途径"男性同性性传播增加明显"在职业为学生的
[8c

感染者

中"经同性传播比例上升很快"从
!$$#

年的
0+

上升为
!$""

年
"

!

&

月的
%%-%+

"而在整个人群中"同性传播比例只从

!$$#

年的
!-%+

上升到
!$""

年
"

!

&

月的
"'+

%本次调查有

2$-&+

的学生不知道+男男性行为是感染
[8c

的高危行为,"

!"-%+

的学生不知道+拥有多个性伙伴是感染
[8c

的高危行

为,"

!#-&+

的学生不知道+吸毒是感染
[8c

的高危行为,"大

学生对感染
[8c

高危行为的认识水平令人担忧"提示相关部

门在开展艾滋病知识教育时"将这些信息纳入教育重点非常有

必要%

$-$

$

重庆市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
$

重庆市大学

生希望获得的艾滋病知识排在前
'

位的依次为如何识别感染

艾滋病的高危行为#

0'-&+

!'预防艾滋病和性病感染的方法措

施#

0'-"+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3&-0+

!"提示大学生希望增

加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的认识"获得预防艾滋病的途径及能力"

教育部门应以学生的需求为基础"积极因势利导"开展预防艾

滋病(性健康教育%

本次调查提示学生现有艾滋病知识主要来自课堂外的大

众媒体"但学生们更希望学校课堂是他们获取艾滋病知识的主

要途径%这与马迎华等)

"$

*全国高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内容

与方式需求调查中的结论一致%教育部早在
!$$"

年就对将艾

滋病预防知识纳入我国中学和高等学校教学计划提出了明确

要求"/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0/教育部'卫生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0等均对学

校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部署"提#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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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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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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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结核病诊治的支助"提高医保在结核病患儿诊疗过程中

的利用率%文献)

"!

*报道大多数成人结核病患者参加了医保"

但多达
&$-%+

的患者在诊疗期间未享受任何医保报销待遇"

需进一步调查了解结核病患儿参保现况以及医保利用是否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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