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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京市有性行为的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以及高危性行为的影响因素ꎬ为校园艾滋病防控工

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南京市 １８ 所高校 ５ ７１８ 名有过性行为的男大学生ꎬ
线上自助填写问卷ꎬ对艾滋病知识和行为进行调查ꎬ并分析高危性行为的相关因素ꎮ 结果 　 男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

８７.８％ꎬ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为 ６１.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男大学生中性取向为双性恋(ＯＲ ＝ １.６１)、不确定(ＯＲ ＝ ２.４１)
以及异性恋(ＯＲ＝ １.４７)高危性行为比例高于同性恋ꎻ首次性行为年龄≤１４ 岁(ＯＲ＝ ２.７１)、１５~ １７ 岁(ＯＲ ＝ １.８７)、１８ ~ ２０ 岁

(ＯＲ＝ １.３５)高危性行为比例高于首次性行为年龄>２０ 岁的年龄组ꎻ最近 １ 年发生商业性性行为(ＯＲ ＝ １.８０)、吸过毒(ＯＲ ＝
４.２８)、最近 １ 年诊断过性病(ＯＲ＝ ３.３４)者发生高危性行为比例较高ꎮ 最近 １ 年有固定配偶和同居朋友(ＯＲ＝ ０.２５)、最近 １
年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的宣传(ＯＲ＝ ０.８１)、艾滋病知识知晓(ＯＲ＝ ０.６５)者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偏低ꎮ 结论　 南京市

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ꎬ高危性行为比例高ꎮ 需要在高校学生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ꎬ提高艾滋病的知晓率和安全性

行为的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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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显示ꎬ青年学生尤其是男大

学生病例逐年增多ꎬ其中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

径[１] ꎮ 男大学生由于生殖系统逐渐发育和成熟ꎬ好奇

心强以及性观念逐渐开放ꎬ存在多性伴、无保护性性

行为等特点ꎬ同时部分男大学生对艾滋病认识不足ꎬ
已发展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２－３]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对南京市部分男大学生进行调查ꎬ了解该群

体中有性行为史者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及高危性

行为情况ꎬ为更好地在男大学生中开展健康教育和行

为干预提供依据ꎬ现报道如下ꎮ

７４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８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ꎬ按照年级分层ꎬ
选择南京 １８ 所高校的男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由于部

分学校大三和大四已离校实习ꎬ因此本研究对象以大

一大二为主ꎬ大三和大四学生偏少ꎮ 现场调查员(经

培训的老师或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先

跟学生强调自愿、匿名、保密以及进行该项调查的意

义ꎬ后向被调查者提供问卷二维码ꎬ利用微信扫码进

行线上问卷调查ꎮ 共完成问卷 ２９ ８３２ 份ꎬ剔除有明显

的逻辑和不完整问卷 ３３６ 份ꎬ收到有效问卷 ２９ ４９６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８.８％ꎬ其中回答有过性行为史的研

究对象 ５ ７１８ 名为男大学生ꎬ年龄 １７ ~ ２５ 岁ꎬ平均

(２０.４６±１.２２)岁ꎮ 其中大一学生 ２ １９１ 名ꎬ大二 １ ９７８
名ꎬ大三 １ １８８ 名ꎬ大四及以上 ３６１ 名ꎮ 来自江苏省的

３ ５３６ 名ꎬ外省 ２ １１８ 名ꎬ外籍 ６４ 名ꎮ 汉族 ５ ３８２ 名ꎬ其
他 ３３６ 名ꎮ 性取向为异性恋 ５ ０４６ 名ꎬ同性恋 ２９３ 名ꎬ
双性恋 １９６ 名ꎬ不确定的 １８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参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青年学生艾滋

病哨点调查问卷» [４] 设计ꎬ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人

口学信息及性取向ꎻ(２) 艾滋病相关知识“国八条”ꎻ
(３)性行为情况包括首次性行为以及最近 １ 年性行为

情况和安全套使用情况ꎻ(４)艾滋病宣传教育以及检

测情况ꎮ 问卷调查结束后ꎬ工作人员进行认真复核ꎬ
删除逻辑错误或不完整的问卷ꎮ 本项目已经通过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ꎮ
１.３　 相关指标[５] 　 最近 １ 年每次性行为时均使用安

全套为“保护性行为”ꎬ最近 １ 年性行为时未坚持百分

百使用安全套为“高危性行为”ꎮ 艾滋病知识知晓:本
问卷涉及艾滋病知识共 ８ 道题目ꎬ正确回答≥６ 题为

知晓(总知晓率为回答问题≥６ 题的学生数 / 有效样本

总数ꎬ单项知识知晓率为该条目回答正确学生数 / 有
效样本总数)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建立数据库ꎬ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以高危性行为为因变量ꎬ人
口学、行为学等作为自变量ꎬ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有过性行为史的

５ ７１８名男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８７. ８％
(５ ０５２名)ꎬ不同户籍、性取向、性行为特征的男大学

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高危性行为相关特征及单因素分析　 调查对象

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有 ３ ５１８ 人(６１.５％)ꎮ 单因素分析

显示ꎬ不同民族、不同性取向、首次性行为不同年龄、
最近 １ 年有无固定配偶或同居朋友、最近 １ 年有无发

生商业性性行为、最近 １ 年跟同性有无肛交性行为、是
否吸过毒、有无接受过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最近 １ 年不

同性伴数、最近 １ 年是否患过性病、艾滋病知识是否知

晓的男大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不同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最近 １ 年发生过商业性

行为、最近 １ 年有男男性行为、吸过毒、患过性病、性伴

数>２ 以及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者发生高危性行为的

比例较高ꎮ 性取向为双性恋、不确定以及异性恋发生

高危性行为的比例较性取向为同性恋的高ꎬ首次性行

为年纪越小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越大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高危性行为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发

生高危性行为为因变量(高危性行为 ＝ １ꎬ保护性行为
＝ ０)ꎬ以单因素分析 Ｐ<０.０１ 的因素为自变量ꎬ进行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取向为双性恋

(ＯＲ ＝ １.６１)、不确定( ＯＲ ＝ ２.４１) 以及异性恋( ＯＲ ＝
１.４７)者高危性行为比例高于同性恋ꎻ首次性行为年龄

≤１４ 岁(ＯＲ ＝ ２.７１)、１５ ~ １７ 岁(ＯＲ ＝ １.８７)、１８ ~ ２０ 岁

(ＯＲ ＝ １.３５)者高危性行为比例高于首次性行为年龄>
２０ 岁的年龄组ꎻ最近 １ 年发生商业性性行为( ＯＲ ＝
１.８０)、吸过毒(ＯＲ ＝ ４.２８)、最近 １ 年诊断过性病(ＯＲ
＝ ３.３４)者发生高危性行为比例较高ꎻ最近 １ 年有固定

配偶和同居朋友(ＯＲ ＝ ０.２５)、最近 １ 年接受过有关预

防艾滋病的宣传(ＯＲ ＝ ０.８１)、艾滋病知识知晓(ＯＲ ＝
０.６５)者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偏低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南京市不同组别男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知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大一 ２ １９１ １ ９３６(８８.４) ３.５７ ０.３１
　 大二 １ ９７８ １ ７１５(８６.７)
　 大三 １ １８８ １ ０４９(８８.３)
　 大四及以上 ３６１ ３２１(８８.９)
学校
　 大专或高职 ２ ６６５ ２ ３４０(８７.８) ０.４７ ０.７９
　 普通本科 ２ ５２５ ２ ２２２(８８.０)
　 重点本科 ５２８ ４５９(８６.９)
户籍
　 外省 ２ １１８ １ ８５５(８７.６) １０.３６ ０.０１
　 本省 ３ ５３６ ３ １１８(８８.３)
　 外籍 ６４ ４８(７５.０)
民族
　 汉族 ５ ３８２ ４ ７３６(８８.０) ２.９８ ０.０８
　 其他民族 ３３６ ２８５(８４.８)
性取向
　 同性恋 ２９３ ２６２(８９.４) ６１.２１ <０.０１
　 双性恋 １９６ １５６(７９.６)
　 不确定 １８３ １３１(７１.６)
　 异性恋 ５ ０４６ ４ ４７２(８８.６)
行为
　 高危性行为 ３ ５１８ ３ ０１０(８５.６) ４３.２６ <０.０１
　 安全性行为 ２ ２００ ２ ０１１(９１.４)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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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南京市不同组别有性行为史男大学生高危性行为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高危性行为 χ２ 值 Ｐ 值 组别 人数 高危性行为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最近 １ 年有固定配偶或同居朋友
　 一 ２ １９１ １ ３７７(６２.８) ７.４８ ０.０６ 　 是 ３ ０４０ １ ４６６(４８.２) ４８５.１４ <０.０１
　 二 １ ９７８ １ ２３１(６２.２) 　 否 ２ ６７８ ２ ０５２(７６.６)
　 三 １ １８８ ７０３(５９.２) 最近 １ 年发生过商业性性行为
　 四 ３６１ ２０７(５７.３) 　 是 ５１９ ３９８(７６.７) ５５.４３ <０.０１
学校 　 否 ５ １９９ ３ １２０(６０.０)
　 大专或高职 ２ ６６５ １ ６７７(６２.９) ４.５４ ０.１０ 最近 １ 年有男男性行为
　 普通本科 ２ ５２５ １ ５２９(６０.６) 　 是 ４３６ ３００(６８.８) １０.５７ ０.００
　 重点本科 ５２８ ３１２(５９.１) 　 否 ５ ２８２ ３ ２１８(６０.９)
户籍 吸过毒
　 本省 ３ ５３６ ２ １５４(６０.９) １.７２ ０.４２ 　 是 １３６ １２５(９１.９) ５４.３４ <０.０１
　 外省 ２ １１８ １ ３２２(６２.４) 　 否 ５ ５８２ ３ ３９３(６０.８)
　 外籍 ６４ ４２(６５.６) 最近 １ 年接受过预防艾滋病的宣传
民族 　 是 ４ ４７１ ２ ６９７(６０.３) １２.５３ <０.０１
　 汉族 ５ ３８２ ３ ２９２(６１.２) ４.９６ ０.０３ 　 否 １ ２４７ ８２１(６５.８)
　 其他 ３３６ ２２６(６７.３) 最近 １ 年做过艾滋病检测
性取向 　 是 ５２７ ３４５(６５.５) ３.８１ ０.０５
　 同性恋 ２９３ １６８(５７.３) ３１.８１ <０.０１ 　 否 ５ １９１ ３ １７３(６１.１)
　 双性恋 １９６ １３７(６９.９) 最近 １ 年性伴数
　 不确定 １８３ １４４(７８.７) 　 ≤２ ５ ０９３ ３ ０８８(６０.６) １５.６９ <０.０１
　 异性恋 ５ ０４６ ３ ０６９(６０.８) 　 >２ ６２５ ４３０(６８.８)
首次性行为年龄 / 岁 最近 １ 年是否诊断过性病
　 ≤１４ １７０ １３３(７８.２) ４８.８５ <０.０１ 　 否 ５ ５７６ ３ ３９１(６０.８) ４７.９２ <０.０１
　 １５ ~ １７ ９４７ ６３２(６６.７) 　 是 １４２ １２７(８９.４)
　 １８ ~ ２０ ４ １７９ ２ ５３４(６０.６) 艾滋病知识知晓
　 >２０ ４２２ ２１９(５１.９) 　 是 ５ ０２１ ３ ０１０(５９.９) ４３.２６ <０.０１

　 否 ６９７ ５０８(７２.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南京市有性行为史男大学生高危性行为影响因素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５ ７１８)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取向
　 同性恋 　 １.００
　 双性恋 ０.４８ ０.２２ ４.８５ ０.０３ 　 １.６１(１.０５ ~ ２.４７)
　 不确定 ０.８８ ０.２４ １３.２３ ０.００ 　 ２.４１(１.５０ ~ ３.８７)
　 异性恋 ０.３９ ０.１６ ６.０１ ０.０１ 　 １.４７(１.０８ ~ ２.００)
首次性行为年龄 / 岁
　 >２０ 　 １.００
　 １８ ~ ２０ １.００ ０.２３ １８.２４ ０.００ 　 ２.７１(１.７１ ~ ４.２８)
　 １５ ~ １７ ０.６２ ０.１４ ２１.１８ ０.００ 　 １.８７(１.４３ ~ ２.４３)
　 ≤１４ ０.３０ ０.１２ ６.７５ ０.０１ 　 １.３５(１.０８ ~ １.６９)
最近 １ 年有固定配偶和同居朋友
　 否 　 １.００
　 是 －１.４０ ０.０６ ５３１.５１ ０.００ 　 ０.２５(０.２２ ~ ０.２８)
最近 １ 年发生过商业性性行为
　 否 　 １.００
　 是 ０.５９ ０.１３ ２０.５１ ０.００ 　 １.８０(１.４０ ~ ２.３２)
吸过毒
　 否 　 １.００
　 是 １.４５ ０.３４ １８.０７ ０.００ 　 ４.２８(２.１９ ~ ８.３７)
最近 １ 年接受过预防艾滋病的宣传
　 否 　 １.００
　 是 －０.２２ ０.０７ ８.３９ ０.００ 　 ０.８１(０.７０ ~ ０.９３)
最近 １ 年是否诊断患过性病
　 否 　 １.００
　 是 １.２１ ０.３０ １６.０２ ０.００ 　 ３.３４(１.８５ ~ ６.０２)
艾滋病知识知晓
　 否 　 １.００
　 是 －０.４３ ０.１０ １９.３８ ０.００ 　 ０.６５(０.５４ ~ ０.７９)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有性行为的男大学生的艾滋病

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８７. ８％ꎬ低于上海青年学生的调

查[２] ꎬ高于北京在男大学生中的调查结果[３] ꎬ也高于

刘轶等[６－８] 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结果ꎬ但未达到 ２０１７
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工作

目标中青少年人群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

到 ９０％以上的要求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有性行为的男

大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超过 ６０％ꎬ发生高危性

行为的男大学生艾滋病知晓比例低于发生保护性性

行为者ꎮ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会导致高危性行为

的比例增加ꎬ而高危性行为又会导致性病艾滋病[９] 以

及意外妊娠[１０]的发生ꎬ因此有高危性行为的男大学生

是高校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ꎮ
多因素分析显示ꎬ性取向为双性恋、不确定和异

性恋的男大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同性恋

者ꎬ可能与近几年南京市在同性恋群体中持续开展健

康宣传和教育有关ꎮ 近年来南京新发的艾滋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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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病人主要通过同性传播[１１] ꎬ为了控制当地艾滋病

疫情的发展ꎬ主要通过同伴教育员在同志社区开展了

各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宣传和检测活动ꎬ提高了“同志

人群”的健康意识ꎬ有效降低了该人群的高危性行为ꎮ
本研究调查发现ꎬ首次性行为越小ꎬ发生高危性行为

的比例越大ꎬ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２－１３] ꎬ青少

年首次性行为发生越早ꎬ心理和生理越不成熟ꎬ以后

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ꎮ 提示需要将男生

青春期性教育的关口前移至初中甚至小学高年级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最近 １ 年发生商业性性行为、吸

过毒男大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大ꎬ随着社

会的发展ꎬ观念的开放ꎬ部分男大学生道德感薄弱、生
活放纵ꎬ发生了商业性性行为、吸毒等行为[１４] ꎬ大学生

自我保护意识淡漠ꎬ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１５] ꎮ 最近 １
年诊断患过性病的人发生高危行为比例的人较多ꎬ验
证了高危性行为容易导致性病的发生ꎮ 提示除做好

高校学生基本的艾滋病性病等宣传干预工作ꎬ还需要

加强医院和性病门诊医生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宣传

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指导ꎮ
综上所述ꎬ各高校需要在男大学生中通过各种形

式进行广泛健康宣传教育[１６] ꎬ强调百分百使用安全套

的重要性ꎮ 同时应该加强该群体思想品德教育ꎬ树立

正确的性观念和道德意识[１５] ꎬ才能有效降低高危性行

为在男大学生中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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