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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的现状及性知识需求7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大学生

性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绍兴市某大学二至四年级学生 8"9# 人开展匿

名自答式问卷调查$ 结果 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 知道艾滋病 : 种传播途径的比例在

$:3$"!;$<3#:!!大学生性安全知识较低!有 !:3$=!;>"3">!的学生接触过黄色性信息!有 8>3=9?
学生已发生过性行为!性行为起始年龄平均 8<3"> 岁!平均性伴数 83=< 岁!学生在性行为中%从不使

用&很少使用&有时使用’安全套的占 #!3:<!$ 结论 对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不仅要重视知

识的传播!更要强调行为改变和安全行为的建立和维持7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应并重进行$
关键词! 性知识(态度(行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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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青 少年中文化 层次较高! 思 想观 念

最具开放性!又正处于性成熟阶段的特殊群体!但

又 缺乏相关性 知识!是当前 预 防 控 制 性 病E艾 滋 病

的重点人群 F8G# 为了解大学 生对性病E艾 滋病知识

态度和行为状态!以制定切实可行的防制对策!帮

助大学生远离艾滋病# 于 !""9 年 < 月对绍兴市部

分大学生开展本调查#

F 对象与方法

"#" 对象 !""9 年 < 月在 绍 兴 某 高 校 对 大 二&大

三&大四学生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学生 8"9#
人!有效问卷 8":8 份!有效应答率 <#39>!)对漏答

和填写不明问卷未作统计*!其中男生占 =<3=>!!女

生占 :"3:=!$大二占 <83$"!"大三占 =3:8!"大四占

83<"!$
"#! 方法 调查表依照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设计

+大学生性病E艾滋病关联教育问卷调查表,!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性病E艾滋病有关知识"性行为"危险意

识"性态度等方面$
"#$ 统 计 分 析 调 查 表 回 收 后 进 行 审 核 ! 采 用

作者单位H83浙江省 绍 兴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浙 江 绍 兴 :8!":"(
!3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作者简介H黄鉴I8<=:BD!男!浙江省绍兴县人!主管医师!主要从事传

染病防治工作

通讯作者H黄鉴!J(.H "9#9"9!###==!KL)&.H MN&)/##==O’&/)305L
收稿日期H!""=B"<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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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学生有关避孕!性病"艾滋病知识问答情况

#$%&’ ! #(’ )’*’+$& ,-./$.-0* 01 .(’ 2/’,.-0**$-+’ ,/+3’4 01 .(’ 50&&’)’ ,./6’*., 0* 50*.+$5’7.-0* $*6 8#9 " :;98 <*0=&’6)’

问 题
男 生 女 生 总 计

答对数 比例":$ 答对数 比例%:$ 答对数 比例":$

避孕知识

避孕药能避孕 ;$7 <#3;< 7$; =937< <<= <;3="
体外射精能避孕 !9" ;"3#9 <" 7938= 8=" 8839=
安全期不会怀孕 !89 883<< #8 !83$< 8!7 87378

安全套知识

使用安全套能避孕 ="# #73;7 7$< <"379 <98 <#3!7
使用安全套能防止感染性病 ;"< =#37$ 77< 8#37$ =!! ="3<8
使用安全套能防止感染艾滋病 8=9 ="3<8 7"= 883#< ;<; ;=3"7

性病知识

性病如不得到及时治疗!有可能导致不孕 ;!7 =9378 7$! =$39" <"8 =$3;9
一旦得了性病!就更容易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 ;!; =93$" 7#$ =#3<7 <"! =$389

一些性病可导致妇女得子宫颈癌 8$$ =;3$" 7#! ==3<< =<" =;38!
性病若不及时治疗!一旦怀孕!有可能导致宫外孕 !!; 873== 7"! 873<9 8!< 873<!
乙肝也可通过性行为传播 !$= ;"3!" 787 ;!389 ;7< ;"38=
性病可以通过口交传播 ;78 =$3!= !"$ <<3$$ <!7 <"3!8
性病可以通过肛交传播 8<$ =739" 79$ <;3"$ =<< =;39"
一旦人得了性病!肯定会出现症状 =!7 #83;$ !;# #93;! #<$ #;3;9

艾滋病知识

艾滋病不可以治愈 878 ;;3#7 779 8$389 ;8! ;739"
一旦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一定会出现症状 ;98 <93;; !;= #$3#$ #8$ #73=$

近几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上升很快 9; 783!< 8$ 7!3!! 78! 7!3$"
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正在上升 7== !73$" 99 873#8 !=; !;3<;

>?& @)A( 837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B* $3! 统计分析&

> 结果

"#$ 艾滋病感染途径知识 艾滋病感染途径知识

问题共 $ 题!其中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说话’输入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共用注射器针头’母婴传播

等 ; 个问题回答正确率在 #93<#!"973#9:之间!而

一起吃饭’一起工作C学习’共用公厕C马桶’游泳池

等 8 个问题回答正确率只有 7#3=":";$3#9!&
"#" 避孕!性病%艾滋病知识 避孕’性病C艾滋病知

识问题共 7$ 题! 各问题正确回答百分比构成见表 7&
大 学 生 平 均 知 晓 率 =!3$"! ! 其 中 男 生 知 晓 率

=;3="!!女生 知晓率为 =73="!!经 !! 检验!性别间

不同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 性态度 调查 中 分 别 有 =<3;"!"<#3;#!的 学

生同意大学生发生性行为和婚前性行为!有 =;3<7:
学生认为只要男女彼此同意!他们就可以有性行为!
有 !73"7!学生同意已结婚的人和别人发生性关系!
分别有 #38;!’$39"!的学生同意为了钱和别人发生

性关系和为发生性关系而付钱给对方! 有 <3=;!学

生同意初中生发生性行为!有 7#3##!学生同意高中

生发生性行为&
"#’ 性信息接触途径 调查过去三个月性信息接

触 途 径( 有 8;3<<!学 生 看 过 黄 色 杂 志 或 小 说!有

;"3";!学生看过黄色录像带或碟片!有 !83$<!学生

浏览过黄色网站&
"#( 性行为 有 7;3<=:学生已发生过性行为!其中

男生 7#3;":!女生 $3<=:& 第一次发生性行为平均

年龄为 793"; 岁!平均性伴侣 73<9 个!有 !839#!学生

性行为中从不使用安全套!!<3"8!很少使用!有时使用

!!3<"!!经常使用 !73!8!!每次使用仅 <37<:&
"#) 危险意识 有 7839=!学生认为通过性行为感

染艾滋病的可能性较高!有 ;73$<:学生认为不可能

感染!有 $37;!学生认为不知道&
对)不想有性 行为时说*不+的 情 况,!93"=:的

学生回答)我不能说*不+,!有 =3$<:学生回答)我肯

定 不 能 说 *不 +,!873!7!学 生 回 答 )我 肯 定 能 说

*不+,!!#3#8!回答我不知道& 8=37$!学生对)性生

活前是否要求使用安全套, 回答肯定!!=3="!回答

不知道&

? 讨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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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表明!有半数以上大学生对艾滋病相

关知识有不同程度了解!与吴杨对广东商学院学生

调查结果基本一致789" 对体外射精#安全期性行为不

能保证避孕!调查对象正确回答率较低$对安全套作

用的理解主要还局限于避孕方面!其预防艾滋病的

功能没有被充分认识$对性病若不及时治疗!有可能

导致宫外孕#性病可通过口交传播等危险性认识不

足" 说明学生对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缺乏全面#系

统了解!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存在一定差距!有必要

针对大学生加强艾滋病性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3! 本次调查有 8;3<"=大学生发生性行为! 与李

爱兰等 8>>$ 年报道首都 < 所高校总计 8;3<"=有过

性 经 历 # 何 景 琳 等 8>>$ 年 报 告 云 南 : 所 大 学

8;3:"=大学生有性交体验# 余飞颖等 !""< 年报道

宁波 ! 所 高 校 8:38"=大 学 生 有 过 性 行 为 的 调 查

结 果 相 一 致 7!!:9" 大学生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为

8>3";!比%大学生性教育研究&课题组大学生发生性

行为年龄提前7;9" 表明对学生的性教育严重缺乏!学

校应在开展各种性教育的同时?完善各项管理机制!
培养学生正确的性道德观念!增强大学生抵制过早

性行为压力的能力@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正确

地引导大学生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的健康发展"
调查性行为时经常使用安全套比例为 !83!:=!每次

使用 A38A=! 提示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方面不仅要

重视知识的传播!更要强调行为改变和安全性行为

的建立和维持!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并重进行"
"%" 调查有 !:3$A!";"3";!的学 生 接 触 过 黄 色 性

信息! 大众媒体广泛传播性信息使学生性意识日趋

开放!是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直接原因!因此建议!
建立和发展文明健康的网上文化! 促进互联网和广

大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
大学生十分渴求获得更多有关艾滋病的知识 @

但其需求与学校的供给脱节!提示学校在艾滋病的

健康教育中起到主导作 7<!A9用!应开设必要的课时!
开展全面#系统的的健康教育!提高他们保护自我和

他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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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调查研究7B93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C;DE<"F<83

准确性 !""A 年较 !""< 年有所下降" 报告卡中时间

逻辑错误的发生有可能是填卡医生填报的纸质报告

卡有误! 也可能是网络直报人员录入时操作失误所

致" 但填报要求中规定789!责任报告单位的网络直报

人员在网络直报前! 需对本单位填报的传染病报告

卡进行核对" 因此!网络上报告卡出现逻辑错误!是

由于网络直报人员未认真与填卡医生核对或者本身

操作有误" 说明直报单位的网络直报人员工作责任

心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从报告完整性来看! 太原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的

完整性 !""A 年好于 !""< 年"报告卡中除必填项外!
工作单位及儿童家长姓名等信息均有利于对患者的

流行病学调查! 从而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起到积极

作用"因此!选取了几项必填项之外的指标进行完整

性评价" 由于多种传染病的发病易在学校和幼儿园

中呈现聚集性!所以!要求将学生’托幼儿童(所在

的学校’托幼机构(作为%工作单位&填入报告卡中789!
并作为质量评价的一项内容" !""A 年好于 !""< 年!
说明直报单位的责任报告人和网络直报人员对传染

病报告卡各项填报内容的意义的认识有所提高!填

报的完整性也随之提高"但是 !""A 年的填报完整性

仍然不能令 人满意!空缺 率’不符 合 率(在 :3<>="
<"3>>=之间" 尤其是学生’托幼儿童(的%工作单位&
空缺或者填写为%无&!往往会给及时发现传染病在

学校和托幼机构的流行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上级部门应加强对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疫情报告 管理人员的 技术指导与 培

训@特别是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情管理人

员和医疗卫生机构疫情报告人员的培训" 这是疫情

报告工作的基础! 也是提高报告质量的重要前提之

一7!9"只有责任报告人认真及时填报报告卡和疫情管

理人员及时审核两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切实提高传

染病网络直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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