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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认知情况，为高校艾滋病健康教育与防控提供基础依据。方法　自行
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匿名方式，随机对延安大学３００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被调查
大学生的艾滋病相关基础知识知晓率为８３８％；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方面知识的知晓率为８３９％；对艾滋病高危行
为的知晓率为７４７％，从艾滋病知识总体认知率上看，男性高于女性，理工类学生的知晓率高于文史类；低年级学
生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知晓率低于高年级。调查对象中２８６％有过性行为，但避孕套使用率较低。结论　该校大
学生对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高危行为知识的掌握存在不足，尤其是性行为存在隐患。高校应采取各项针对性措施来

加强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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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ＩＤＳ），至今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最
严峻的传染病挑战之一。自１９８５年发现首例艾滋
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以来，截至２０１４－０８－３１，我
国现报告存活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共４９０５２１例，在新发病
例中，性传播途径已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

式［１－２］，而青年学生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感染的情况

已不容小视。近５年我国大中学生 ＨＩＶ感染者年
增３５％，截至２０１５－１０底，报告现存活１５～２４岁的
青年学生 ＨＩＶ／ＡＩＤＳ９１５２例［３］，以性传播为主，尤

其是通过男男同性恋的方式。现报道超过 １００例
ＨＩＶ感染的大学生的省份已有１０个［４］。另外，调查

显示，２０１４年云南１５～２４岁的青年学生感染者和
病人７３例，较２０１３年同期增加２８例［５］。湖南省长

期跟踪治疗的３５０多名 ＨＩＶ患者中，５０％为男男同
性恋传播，其中在校大学生患占４０％，年龄最小的
仅１９岁［２］。当代大学生生理处于活跃时期 ，心理

发展还未完全成熟，知识尚不完整，性观念又趋于开

放，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着较为广泛的交际圈，将

出现难以预料的“放大效应”，缺乏相关的经验和知

识来抗击艾滋病［６］。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率的上升，

不仅危害大学生健康发展，而且间接影响我国人口

结构和整体素质［７］。因此，在大学生中开展艾滋病

相关知识教育宣传，让学生掌握慈病防治知识已成

当务之急。本研究以延安大学学生入手，调查大学

生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探寻其在大学生中的快速

增长的原因，为制定预防艾滋病在大学生中传播的

策略提供基础。

１　调查对象及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０４随机对延安大学３００名在校大学生

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发出问卷３００份，回收２７３份，
回收率９１０％。调查对象的性别等基本信息分布
见表１。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法，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艾滋病基础知识、艾滋病传播途径、艾

滋病高危行为相关知识以及艾滋病预防宣传途径

等，共３３道有效题目。在校园内、图书馆、教室、食
堂、操场、公园随机选择调查者，自愿填写调查问卷，

时间充裕，调查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１２２　统计方法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
库，用ＳＰＳＳｌ９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表１　随机抽取调查对象结构分布

性别

男 女

专业

文史 理工

民族

汉族 其他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例数（ｎ）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４０ １３２ ２７２ １ ４４ ４０ ７８ １０９ ２

构成比（％） ４８０ ５２０ ５１３ ４８７ ９９６ ０４ １６１ １４７ ２８６ ３９９ ０７

２　结果

２１　基础知识知晓情况
艾滋病基础知识的知晓率为 ３６３％ ～１００％，

总体知晓率为 ８０４７％。调查对象均知道艾滋病
（１００％）。不过，对艾滋病英文缩写以及引起艾滋

病的病原体知晓率分别只有６６７％和３６３％，也有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２６４％）认为目前已经有预防
艾滋病的疫苗。经χ２分析：在不同性别中对艾滋病
是否可以被治愈以及是否有疫苗预防的知晓率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表２）。

表２　艾滋病基础知识知晓率比较［ｎ（％）］

项　目 合计
性别

男 女
Ｐ

１您以前知道艾滋病吗 ２７３（１００） １３１（１００） １４２（１００） ＞００５
２中国是否有艾滋病患者 ２６９（９８５） １２９（９８５） １４０（９８６） ＞００５
３从外表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患艾滋病 ２５１（９１９） １２５（９５４） １２６（８８７） ＞００５
４艾滋病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１８２（６６７） ８９（６７９） ９３（６５５） ＞００５
５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是 ９９（３６３） ４１（３１３） ５８（４０８） ＞００５
６目前艾滋病可以被治愈吗 ２５３（９２７） １２９（９８５） １２４（８７３） ＜００５
７目前艾滋病有疫苗预防吗 ２０１（７３６） １１０（８４０） ９１（６４１）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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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传播途径知晓情况
艾滋病传播途径方面知识的知晓率为５１６％

～９８５％，总体知晓率为８４４３％。对于蚊虫叮咬
能否传染艾滋和男男同性恋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的认

知情况偏低，分别为５１６％、５６８％。虽然男生对
蚊虫叮咬不能传染艾滋的认知显著高于女生（Ｐ＜
００５），但仍有４２８％的男生和５３５％的女生存在

错误认识；对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哺乳婴儿能否把艾

滋病传染给婴儿、艾滋病人打喷嚏、咳嗽能否传播艾

滋病认知度不高（６９６％，７４４％）；在孕妇能否把
她的艾滋病传染给胎儿、其哺乳婴儿能否把艾滋病

传染给婴儿方面知晓率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知晓

率明显高于男生（Ｐ＜００５（表３）。

表３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方面知识的调查结果［ｎ（％）］

项　目 合计
性别

男 女
Ｐ

１输入艾滋病人的血液会传染艾滋病 ２６２（９６０） １２５（９５４） １３７（９６５） ＞００５
２与艾滋病人共用注射器能否感染艾滋病 ２２２（８１３） １１０（８４０） １１２（７８９） ＞００５
３艾滋病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吗 ２６６（９７４） １２８（９７７） １３８（９７４） ＞００５
４孕妇会把她的艾滋病传染给胎儿吗 ２５９（９４９） １１７（８９３） １４２（１００） ＜００５
５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哺乳婴儿会把艾滋病传染给婴儿吗 １９０（６９６） ７５（５７２） １１５（８１０） ＜００５
６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吗 １４１（５１６） ７５（５７２） ６６（４６５） ＜００５
７艾滋病人打喷嚏、咳嗽能否传播艾滋病 ２０３（７４４） ９８（７４８） １０５（７３９） ＞００５
８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共餐会感染艾滋病吗 ２４６（９０１） １１８（９０１） １２８（９０１） ＞００５
９使用艾滋病人用过的牙刷，剃须刀会传染艾滋病吗 ２３６（８６４） １１３（８６３） １２３（８６６） ＞００５
１０到消毒不严格的地方采血、拔牙、打针可能会传染艾滋病吗 ２６６（９７４） １２８（９７７） １３８（９７４） ＞００５
１１您觉得男男同性恋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吗 １５５（５６８） ７８（５９５） ７７（５４２） ＞００５
１２多个性伴侣是否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 ２６６（９７４） １２８（９７７） １３８（９７４） ＞００５
１３吸毒人员是否增加了艾滋病的感染几率 ２６９（９８５） １２９（９８５） １４０（９８６） ＞００５

　　在调查艾滋病的易感人群方面，对于吸毒者、多
个性伴侣人群、同性恋人群、多次输血者易感艾滋病

的知晓率依次为 ９９３％、９３０％、７２９％、６９２％，
仅有３３％人答案中出现精神病患者，这说明大学
生对艾滋病易感人群知晓情况较好。另外，对调查

对象的性行为进行调查显示，有 ３８１％的男生和
１９７％的女生有过性行为，并且８５３％的被调查者
知晓使用安全套可以很大程度上预防艾滋病，但却

仅有３８５％有过性行为的被调查者在发生性行为
时经常使用安全套或者每次都使用安全套。

２３　个人态度情况
９８２％的学生对艾滋病病人态度正确，愿意和

艾滋病病人握手、拥抱。然而，存在３０５％的男生，
２２５％的女生认为艾滋病离我们很远无需关心；有
１５３％的男生和９９％的女生认为艾滋病的预防与

自己无关，并且男、女生的认知还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９９６％调查者都认为洁身自好、固定性伴
侣和避免滥交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法。

２４　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对艾滋病认知情况
从总体上来看，不同年级对艾滋病知识认知上

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艾滋病基础知识上存在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大一学生认知率最高，大三学生认
知率最低；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类型知识认知情况与

之类似，存在年级差异（Ｐ＜００５）。但与其不同的
是，大四学生知晓率最高（９４９％），而大一学生知
晓率最低，仅７７７％（表４）。对来自文史类和理工
类的学生对艾滋病知识整体认知情况进行比较，发

现理工类学生的知晓率明显高于文史类的（８６１％
ｖｓ７９１％，Ｐ＜００５）。

表４　不同年级的被调查者对四个类型艾滋病知识认知情况分析结果（％）

项目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Ｐ

艾滋病基础知识类型题目 ８６２ ８０５ ７９１ ８３０ ＜００５
艾滋病传播途径类型题目 ８４４ ８３１ ８２９ ８３６ ＞００５
艾滋病高危行为类型题目 ７７７ ８９１ ９２０ ９４９ ＜００５

总体 ８４０ ８５４ ８６１ ８７７ ＞００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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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大学生中艾滋病的感染现象已不容忽视，做好

大学生艾滋病的预防尤为重要［８］。本研究首次对

延安大学学生进行艾滋病知识调查，明确学生的知

晓情况，从而为实施健康教育，疾病预防提供信息导

向。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情况较

好。但在个别问题上存在认知盲区或错误，并且存

在性别、年级以及专业上的差异。比如，３３３％，
６０１％的学生不知道艾滋病的英文缩写和引起艾滋
病的病原体等基础知识。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上

４８４％的大学生对蚊虫叮咬能否传染艾滋存在错误
的判断。并且，年级比较发现大一学生对于艾滋病

高危行为认知较低，这表明需要在这方面对低年级

学生进行更多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对其认知。

男男同性恋是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人群，

然而这次调查显示仅５６８％的学生对男男同性恋
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认知正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大学生中男男同性恋感染率高的原因。另

外，对学生的性行为进行调查，发现仅３８５％有过
性行为的大学生经常或者每次都使用安全套。这与

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现在大学生中性行为现象普

遍，然而其自我保护意识差，安全套使用率低，更为

严重的是其认为使用安全套主要是为了防止怀孕而

不是预防疾病；多性伴现象严重，同性性行为和卖

淫嫖娼也客观存在，这为艾滋病在大学生中传播埋

下了隐患［９－１０］。

在艾滋病预防和宣传方面，大多数的被调查者

在艾滋病知识的宣传途径上选择最喜欢的宣传途径

为互联网宣传以及专题讲座，近１００％的被调查者
都愿意获得更多的艾滋病知识，并希望获得艾滋病

预防方法方面的知识。这表明了学生对艾滋病知识

的需求。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对于艾滋病的基础知识需

要加强宣传，并且不可忽视对于大学生的性行为教

育。因此，希望校方能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大学生艾

滋病的健康教育，如利用互联网宣传艾滋病的预防

方法和策略；组织同学观看健康教育视频、电影、专

家讲座，进行同伴教育，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对艾滋病

的认知，根据大学生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等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并且可以在校园内成立

由教师、管理人员以及学生组成的健康咨询小组，让

学生真正全面认识艾滋病，系统、完整的了解预防艾

滋病知识，坚定信念，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艾

滋病［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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