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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对艾滋病仍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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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3日《中国妇女报》报道，6月初，武汉某高校外语系22岁女大学生朱力亚，在其巴哈马籍男朋

友离开武汉回国治疗艾滋病之后，发现自己不幸被传染上艾滋病。这是“中国艾滋病群体中，目前唯一

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这名“活泼快乐、有着优异成绩”的女大学生，“被HIV病毒迅

速地推向了她生命的深渊”。目前，大学生性观念的开放与艾滋病防范知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比。中南

大学医学院艾滋病防治实验室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表明：过度开放的性观念有可能成为大学生群体中艾

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媒体调查显示，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识情况不容乐观，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缺乏

了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需求和获

得途径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同学们纷纷反映，自己有限的艾滋病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成才”，

学校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的知识讲座，也没有组织大家学习了解相关知识。大学生对艾滋病人的态度比较

宽容，但是，大学生对艾滋病人同情、关爱心理的另一面是恐惧、排斥,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对艾滋病感

到担忧和恐惧,不难发现，虽然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能够给予同情和关怀，但前提是“患者要离我很

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郭兰教授认为，“朱力亚事件”至少给予了高校学

生健康教育工作者两个方面的启示：首先，强化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的理念非常重要。对恋爱、性和艾滋

病这些话题，高校不应回避，要充分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我们很多大学生的安全性行为意识非常淡

薄。高校应强调大学生恋爱中的安全性行为和责任意识，我选择，我负责，注意对双方的保护。其次，

要加大对高校同性恋群体的健康教育力度。高校同性恋群体往往容易成为高校健康教育工作者忽略的对

象。事实上，同性恋者也是容易感染上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大学生同性恋中男性占

3%-4%，女性占1%-2%，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作为一个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大学生对艾滋病

的认识了解程度可以从侧面反映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了解程度。研究表明，艾滋病主要的侵害对象为

20-40岁的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在我国，20-29岁年龄组感染艾滋病的人占到了全国艾滋病患者

的51.9%），而这些人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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