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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籍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对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影响ꎬ为针对性开展青少年学生预防

艾滋病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多阶段分层随机抽取江苏省 ２０ 所高校的 ８ ６３３ 名江苏籍大一新生ꎬ通过艾滋病知识

“国八条”问卷在线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和性态度、性行为状况ꎮ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知识知晓情况的

影响因素ꎬ校正知识对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影响ꎮ 结果　 江苏籍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８７.６％ꎬ８ 个条目的知晓

率为 ５９.８％ ~ ９８.３％ꎮ 学校类型、民族、母亲文化程度和是否独生子女是影响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独立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对学生的性态度及性行为具有影响ꎬ知识知晓者比不知晓者更倾向于赞成婚前性行为

(ＯＲ＝ １.３１ꎬ９５％ＣＩ＝ １.１１~ １.６３)ꎬ更愿意坚持使用安全套(ＯＲ ＝ １.６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４３ ~ １.９２)和接受艾滋病毒抗体检测(ＯＲ ＝
４.５４ꎬ９５％ＣＩ＝ ３.１３~ ６.５２)ꎻ知识不知晓者已发生性行为比例更高(ＯＲ ＝ １.８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４２ ~ ２.４９)ꎻ发生过性行为的新生中

知识知晓者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更高(ＯＲ ＝ ２.１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２ ~ ３.７８)ꎮ 结论　 江苏籍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的比例

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青年学生达 ９０％的标准ꎮ 艾滋病知识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性观念ꎬ养成健康的性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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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重点资助项目( Ｔ － ａ２０
１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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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起ꎬ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
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 ＨＩＶ)感染者较以往出现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报告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学生 ＨＩＶ 新感染者

近 １２ ５００ 例ꎬ每年达 ３ ０００ 例左右[１－２] ꎬ呈高位维持趋

势ꎬ其中男性占 ９７.７％[３] ꎮ ２０１８ 年ꎬ全国报告新诊断

ＨＩＶ 学生感染者人数达 ３ １０５ 例ꎬ超过 １０ 年前的 １０
倍[４] ꎬ青年学生已成为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点人

群之一[５－６] ꎮ 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６９.２２％ ~
８１.２４％)普遍低于国家«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
行动计划»规定的 ９０％标准[６] ꎮ 近年ꎬ江苏省大力开

１６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１



展青少年学生艾滋病防控综合干预措施ꎬ青少年学生

防艾知识有所提高ꎬ防艾意识不断增强[７－９] ꎮ 本次研

究通过调查 ２０ 所高校的 ８ ６３３ 名江苏籍大一新生ꎬ旨
在了解该群体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和性态度、性行为

现况ꎬ为进一步针对性开展青少年学生防艾教育提供

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在江苏省 １４２ 所普通高校

和 ２５ 所独立学院中随机抽取 ２０ 所高校(其中本科院

校 １１ 所、高职院校 ５ 所、独立学院 ４ 所)ꎬ再从大一新

生名单中每校随机抽取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来源的男、
女学生各 １５ ~ １８ 名为研究对象ꎬ共抽取 ８ ８４０ 名ꎮ 共

调查 ８ ６４４ 名大一新生ꎬ获取有效问卷８ ６３３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９.９％ꎮ 其中男生 ４ ３００ 名ꎬ女生 ４ ３３３ 名ꎻ汉族

学生 ８ ５３８ 名ꎬ少数民族学生 ９５ 名ꎮ 年龄(１８.３±０.６)
岁ꎬ范围 １６ ~ ２５ 岁ꎮ 本研究通过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 临 床 研 究 伦 理 委 员 会 的 审 查 和 批 准

(２０１７ＺＤＫＹＳＢ０４５)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了口头知

情同意ꎮ
１.２　 调查工具　 自制结构性问卷ꎬ内容包括人口学信

息、艾滋病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现况ꎮ 人口学信息

包括生源地、性别、年龄、民族、家庭居住地、父母亲文

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独生子女及高中阶段

的居住方式等ꎮ 艾滋病知识调查使用我国青年学生

预防艾滋病的八条基本知识(“国八条”)ꎬ正确回答 ６
个及以上为知晓[１０－１１] ꎮ 各条目的知晓率为回答正确

人数 / 应答总人数×１００％ꎮ 性态度及性行为情况包括

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安全套使用意愿、艾滋病检测

意愿、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情况等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０ꎮ
１.３　 调查方法　 制作标准化电子调查问卷ꎬ对条目缺

项、填写范围设置自动质量控制ꎬ通过江苏省高校大

一新生健康数据管理系统开展在线调查ꎮ 由各高校

卫生机构专业人员担任现场调查质控员ꎬ调查前对质

控员进行培训ꎮ 调查时ꎬ由年级辅导员将被抽取到的

学生集中到机房ꎬ现场填写网络问卷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使用(ｘ±ｓ)表示ꎬ两组间比较使用

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使用百分率或构成比表

示ꎬ两组间或多组间比较使用 χ２ 检验ꎮ 对单因素分析

Ｐ<０.０５ 的因素ꎬ进一步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分析影响艾滋病知晓情况的因素ꎬ并对艾滋病知识掌

握情况对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影响进行校正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

较　 ８ ６３３ 名调查对象ꎬ总体知晓率为 ８７.６％ (７ ５６２
名)ꎬ不同性别、民族、学校类型、家庭居住地、父母文

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独生子女、高中阶段居住方

式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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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知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 ３００ ３ ７９８(８８.３) ４.２２ ０.０４

女 ４ ３３３ ３ ７６４(８６.９)
年龄 / 岁 ≤１８ ５ ７５７ ５ ０７０(８８.１) ３.５５ ０.０６

>１８ ２ ８７６ ２ ４９２(８６.７)
民族 汉族 ８ ５３８ ７ ４８９(８７.７) １０.２２ <０.０１

少数民族 ９５ ７３(７６.８)
学校类型 本科 ４ ９６７ ４ ５５５(９１.７) ２１２.０３ <０.０１

高职 / 高专 １ ９４９ １ ５４４(７９.２)
独立学院 １ ７１７ １ ４６３(８５.２)

地区 苏南 ３ ２６７ ２ ８６０(８７.５) ４.９２ ０.０９
苏中 ２ ０２９ １ ７５２(８６.４)
苏北 ３ ３３７ ２ ９５０(８８.４)

家庭居住地 市区 ３ ９８１ ３ ５５９(８９.４) ２６.０２ <０.０１
乡镇 ２ ８００ ２ ４３１(８６.８)
农村 １ ８５２ １ ５７２(８４.９)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 ５８６ ３ ０７４(８５.７) ３２.１０ <０.０１
高中 / 职高 / 中专 ２ ４８２ ２ １６６(８７.３)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２ ５６５ ２ ３２２(９０.５)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 ３３９ ３ ７１９(８５.７) ４３.１９ <０.０１
高中 / 职高 / 中专 ２ ３５９ ２ ０７０(８７.８)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１ ９３５ １ ７７３(９１.６)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５ ０００ ３ ７３７ ３ ２３７(８６.６) １０.７３ ０.０１
　 / 元 ５ ０００~ ６ ９９９ ２ ２２６ １ ９５４(８７.４)

７ ０００~ ８ ９９９ １ ２４８ １ １０２(８８.３)
≥９ ０００ １ ４２２ １ ２７８(８９.９)

独生子女 是 ５ ４８５ ４ ８７６(８８.９) ２３.５０ <０.０１
否 ３ １４８ ２ ６８６(８５.３)

高中阶段居住 与父亲居住 ２２２ １９５(８７.８) ２３.３０ <０.０１
　 方式 与母亲居住 ９９６ ８７９(８８.３)

与父母居住 ４ ２９５ ３ ８２５(８９.１)
其他 ３ １２０ ２ ６６３(８５.４)

　 注:苏南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ꎬ苏中包括南通、泰州和扬

州ꎬ苏北包括盐城、淮安、连云港、徐州和宿迁[１２] ꎻ( ) 内数字为知晓

率 / ％ꎮ

２.２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８ ６３３ 名调查对象 ８ 个条

目的知晓率为 ５９.８％ ~ ９８.３％ꎬ“发生高危行为后ꎬ应主

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的知晓率最高(９８.３％)ꎻ
“青年学生中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ꎬ其次

为异性性行为”的知晓率最低(５９.８％)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各条目知晓率(ｎ ＝ ８ ６３３)

知识题 知晓人数 知晓率 / ％
艾滋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传染病吗 ６ ６２５ ７６.７
青年学生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ꎬ其次为异性性行为 ５ １６１ ５９.８
通过外表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吗 ７ ７１０ ８９.３
日常生活和学习接触会感染艾滋病吗 ７ ６９９ ８９.２
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吗 ７ ９１７ ９１.７
使用新型毒品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吗 ７ ５６７ ８７.７
发生高危行为后ꎬ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吗 ８ ４８８ ９８.３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结婚 / 就业 / 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吗 ７ ４１４ ８５.９

２.３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　 以艾滋病知

识知晓率情况(知晓＝ １ꎬ不知晓＝ ０)为因变量ꎬ以单因

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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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学校类型、民族、母亲文化

程度和是否独生子女是影响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

况的独立因素(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８ ６３３)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校类型
　 高职 / 高专 １.００
　 独立学院 －０.１１ ０.０５ ４.２６ ０.０４ １.４２(１.２１~ １.７４)
　 本科 ０.５５ ０.０５ １４３.９８ <０.０１ ２.６７(２.３３~ ３.１３)
民族
　 少数民族 １.００
　 汉族 ０.４３ ０.１３ １１.７４ <０.０１ ２.４３(１.３７~ ３.８６)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００
　 高中 / 职高 / 中专 －０.０８ ０.０５ ２.２５ ０.１３ １.００(０.９２~ １.２１)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０.２０ ０.０６ １０.６３ <０.０１ １.４４(１.１３~ １.７２)
独生子女
　 否 １.００
　 是 ０.１０ ０.０３ ８.５５ <０.０１ １.１７(１.１１~ １.４３)

２.４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对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影响

经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校正ꎬ艾滋病知识知晓者

赞成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是不知晓者的 １.３１ 倍(９５％ＣＩ
＝ １.１１ ~ １.６３)ꎬ也更愿意坚持使用安全套(ＯＲ ＝ １.６７ꎬ
９５％ＣＩ ＝ １.４３ ~ １.９２)和接受艾滋病毒抗体检测(ＯＲ ＝
４.５４ꎬ９５％ＣＩ ＝ ３.１３ ~ ６.５２)ꎮ 知识不知晓者发生性行为

比例更高(ＯＲ ＝ １.８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４３ ~ ２.４９)ꎬ知识知晓

者较不知晓者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更高 ( ＯＲ ＝
２.１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２ ~ ３.７８)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对性态度及性行为的影响(ｎ ＝ ８ ６３３)

因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赞成婚前性行为 ０.２７ ０.０９ ９.９３ <０.０１ １.３１(１.１１~ １.６３)
发生性行为时愿意坚持使用 ０.７５ ０.３０ ６.３７ ０.０１ ２.１３(１.２２~ ３.７８)
　 安全套
愿意立即做 ＨＩＶ 抗体检测 １.５０ ０.１９ ６５.４５ <０.０１ ４.５４(３.１３~ ６.５２)
愿意坚持使用安全套 ０.５１ ０.０７ ５４.８８ <０.０１ １.６７(１.４３~ １.９２)

３　 讨论

近年来江苏省大力开展青少年学生艾滋病防控

综合干预措施ꎬ 促进 了 学 生 对 艾 滋 病 知 识 的 了

解[１３－１４] ꎮ 本次研究显示ꎬ江苏籍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

知晓率为 ８７. ６％ꎬ 高于廖姜文等[１０] 对广州市高校

(７８.９８％)、刘轶等[１１] 对天津市高校(７５.８％) 和魏士

雄等[１５]对我国大学生“国八条”的知晓率(８０.５９％)情

况的报道ꎮ 但江苏籍大一新生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

情况尚未达到国家«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

计划» 规定的青年学生知晓比例为 ９０％ 以上的标

准[６] ꎬ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需要进一步加

强ꎮ 青少年学生对无保护男性同性性行为的高危性

认识不够以及对艾滋病致死危害性的低估易导致发

生高危性行为而感染 ＨＩＶ[１６] ꎮ 调查显示ꎬ大一新生对

“青年学生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ꎬ其次为

异性性行为”条目知晓率最低ꎬ反映了青年学生对当

前校园艾滋病疫情的认知不足ꎮ 这不仅提示在高校

强化开展艾滋病风险警示教育的重要性ꎬ也从侧面反

映出防艾知识的普及不应仅局限于部分核心知识ꎬ更
应重视知识传播的全面性和教育策略的综合性ꎬ使学

生更清楚地认识到艾滋病的严峻危害ꎮ 艾滋病知识

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表明ꎬ本科院校学生知晓较好ꎬ
而高职高专学生知晓较差ꎬ可能反映了学习成绩对艾

滋病知识了解的影响ꎮ
此次调查的对象是刚入校的大一新生ꎬ对婚前性

行为的态度和性行为均相对保守[１７] ꎬ赞成婚前性行为

的比例低于马明霞等[１８] 对桂林市低年级大学生的调

查(４２.５％)ꎬ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低于孙朝珍等[１９]

( １４. ２％)ꎬ 许玉军等[２０] ( １１. ６５％) 和陈云霞等[２１]

(９.４％)报道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ꎮ 此次

研究发现ꎬ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较好的学生具有较为

开放的婚前性行为态度ꎬ但已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却较

低ꎬ发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意愿更高ꎮ 反映

出艾滋病知识的掌握有助于青年学生形成健康的性

行为态度ꎬ更能慎重地对待性行为ꎮ 已发生过性行为

的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较好者更能坚持使用安

全套ꎬ说明艾滋病知识有助于学生人群重视安全套在

预防艾滋病性病中的重要作用ꎬ养成健康的性行为ꎮ
ＨＩＶ 检测是保护青年学生人群ꎬ遏制 ＨＩＶ 在该群体中

继续蔓延的重要手段ꎬ而检测意愿是检测行为的重要

预测因子[２２] ꎮ 绝大多数的江苏籍大一新生表示当怀

疑感染 ＨＩＶ 病毒时ꎬ愿意立即做抗体检测ꎬ表明该群

体具有较好的检测意向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多个研究

报道表明ꎬ青年学生发生高危行为后实际主动检测的

比例并不高[１６ꎬ２２] ꎮ 因此ꎬ要注重针对性地开展防艾教

育ꎬ促进高危行为学生检测意愿向行为的转化ꎬ切实

提高检测的覆盖率和及时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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