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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某高校毕业班男生口交性行为特征
及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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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高校毕业班男生发生口交性行为的特征及相关因素。方法 以杭州市某高

校的毕业班男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发生过性行为且告知性行为类型，最终纳入 490名研究对

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生口交性行为的相关因素。

结果 490名研究对象中，年龄为 20~22、23、24～27岁分别占 38.8%（190名）、37.8%（185名）、23.3%
（114名），发生口交性行为者99名（20.2%），每次均使用口交安全套者14名（14.1%）。调整意外怀孕、

发生性行为阶段、感染性病可能性、性取向后，家庭关系一般/不和谐、性伴数量≥2个、具有非固定性

伴、性伴来源于外校、性伴来源于社会、过去1年有性行为与发生口交性行为呈正相关，OR（95%CI）值

分别为 2.77（1.40～5.50）、2.29（1.27～4.15）、2.68（1.23～5.88）、2.45（1.34～4.48）、2.47（1.15～5.33）、

2.04（1.05～3.96）；阴道性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与发生口交性行为呈负相关，OR（95%CI）值为 0.20
(0.09～0.42)。结论 发生口交性行为与家庭关系一般/不和谐、性伴数≥2个、具有非固定性伴、性伴

来源于外校、性伴来源于社会、过去1年有性行为、每次使用阴道安全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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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ral sexual behavior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male students.
Methods The male students from college graduation in Hangzhou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having had sex and informed the type of behavior. A total of 490 subjec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Results Among 490 male students, the 20-22 years old, 23 years old and 24-27 years old
age groups accounted for 38.8% (n=190), 37.8% (n=185) and 23.3% (n=114)，respectively. A total of 99
(20.2%) cases had oral sexual behavior, of which only 14 (2.9%) cases used condom. After adjusting for
unplanned pregnancy, stage of sexual behavio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fection possibility, sexual
orientation factors, normal/unnormal family relationship, more than 2 sexual partners, casual sexual partners,
sexual partners from other college, sexual partners from society, sexual behavior in past 1 year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oral sexual behavior. The corresponding OR (95%CI) values were 2.77 (1.40-
5.50), 2.29 (1.27-4.15), 2.68 (1.23-5.88), 2.45 (1.34-4.48), 2.47 (1.15-5.33) and 2.04 (1.05-3.96),
respectively. Use of condoms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oral sexual behavior, the OR (95%CI) value was
0.20 (0.09-0.42). Conclusion Normal/unnormal family relationship, more than two sexual partners, casual
sexual partners, sexual partners from other college, sexual partners from society, sexual behavior in last one
year and condom use in each vaginal sexual behavior were associated with oral sexu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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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交性行为可以传播性传播疾病，包括单纯疱

疹病毒感染、人类乳头状类病毒感染、梅毒、淋病、

衣原体感染、软下疳等[1⁃4]。口腔性病的症状不典型

或无症状，可能被认为疱疹或溃疡，从而不能获得

及时治疗，导致性病继续传播。口腔性病可能导致

口腔黏膜溃烂，从而增加通过口交传播HIV的风

险[1⁃2,4⁃5]。虽然口交传播HIV的风险较肛交和阴道

交的传播风险低，但口腔暴露是HIV感染的独立因

素[6⁃8]。近年来，我国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造

成感染的最主要途径是经性传播[9]。目前国内关于

大学生口交及其相关性行为特征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对杭州市某高校发生过性行为毕业班男生的

口交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因素进行探讨,为制定针对

大学生人群健康教育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14年，对杭州市某高校大四毕业班

2 087名男生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发生过性行为

且告知性行为类型，最终纳入490名研究对象。本

研究经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

通过（批号是 2012ZX10001001⁃011）。研究对象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2.调查内容与方法：与校医院合作，在毕业生

体检时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社会

学特征、艾滋病性病知识、性行为发生情况、接受干

预情况等。调查问卷在阅读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团队讨论及在学生中开展预调查后制订。

3.质量控制：调查人员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专业人员组成，先经过统一的培训，再采用统

一问卷开展匿名调查。调查前对研究对象进行调

查目的、意义、调查方法、隐私保护政策的讲解。研

究对象被告知，调查目的是为了制定学生艾滋病性

病预防策略，调查是匿名的，学校当局和老师不会

接触问卷、不会知道每个学生的具体回答，调查只

分析群体数据，不分析个人数据。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3.1进行问卷双录

入，并建立数据库，利用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年龄、专业学科、家乡、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

系、性行为特征等均采用构成比或率表示，不同性行

为特征男生发生口交性行为情况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是否发生口交性行为为因变量，以意外怀孕、

发生性行为阶段、感染性病可能性、性取向、家庭关

系、性伴数、性伴类型、性伴来源、阴道性行为安全

套使用、过去1年性行为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基本情况：490名研究对象中，年龄为 20~
22、23、24～27岁分别占38.8%（190名）、37.8%（185
名）、23.3%（114名）；工程类学生占55.5%（272名）；

家乡来自农村、城市分别占 45.7%（224名）、21.6%
（106名）；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占 85.3%（418名）；家

庭关系和谐占88.0%（431名）。具体见表1。

2.性行为方式及口交安全套使用情况：490名
研究对象中，发生口交性行为者 99名（20.2%），其

中 仅 口 交 12 名（12.1%），口 交 + 阴 道 交 77 名

（15.7%），口交+肛交 1名（1.0%），口交+阴道交+肛
交 9 名（9.1%）；从 不 使 用 口 交 安 全 套 66 名

（66.7%），每次均使用口交安全套仅有 14 名

（14.1%）。

3. 不同性行为特征男生发生口交性行为情况

的比较：在高中之前发生性行为、性伴数≥2个、具

有非固定性伴、性伴来源于社会、性伴有意外怀孕

史、过去 1年发生性行为、从不/有时使用阴道性安

表1 杭州市某高校毕业班发生性行为男生的基本情况

类别

年龄（岁）a

20～22
23
24～27

专业学科

工程类

科技与信息

经济

设计与艺术

家乡 a

农村

乡镇

城市

家庭经济状况

贫穷

一般

富有

家庭关系 a

和谐

一般/不和谐

合计

调查人数

190
185
114

272
97
65
56

224
158
106

59
418
13

431
59

490

构成比（%）

38.8
37.8
23.4

55.5
19.8
13.3
11.4

45.7
32.2
21.6

12.0
85.3
2.7

88.0
12.0

100.0
注：a调查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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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过去 1年性伴数≥2个、具有商业性伴、每月

性行为频度高、通过网络寻找性伴者的口交性行为

发生率较高（P<0.05），发生口交行为者更易于感染

性病（P<0.05）。详见表2。

4.发生口交性行为的多因素 logistic模型分析：

调整意外怀孕、发生性行为阶段、感染性病可能性、

性取向后，家庭关系一般/不和谐、性伴数量≥2个、

具有非固定性伴、性伴来源于外校、性伴来源于社

会、过去一年有性行为、阴道性行为时每次使用安

全套与发生口交性行为有关（P<0.05）（表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有20.2%的研究对象发生过口交

性行为，远高于浙江省男性性病诊所就诊者 8.3%
的比例[10]。发生口交性行为的研究对象中，只有12
名仅发生口交，大多数研究对象同时发生阴道交，

有一部分发生肛交或三者皆有，这说明在发生口交

性行为时，也有通过阴道交、肛交感染性病的危险。

虽然口交与肛交、阴道性交相比，传播艾滋病的危

险性小很多，但是口交可以传播梅毒、尖锐湿疣等

性传播疾病[10⁃12]。发生口交性行为时，只有 14.1%
（14/99）的研究对象使用口交安全套，增加了感染

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发生口交性行为的研究对象更可

能有多性伴，性行为更为活跃，更愿意通过互联网

表2 杭州市某高校毕业班不同性行为特征男生发生

口交性行为情况

特征

发生性行为时间 a

高中以前

高中

大学

性伴数量 a

1
≥2

性伴类型 a

仅固定性伴

非固定性伴

商业性伴

性伴来源 a

仅仅校内

外校

社会

阴道安全套使用 a

从不/有时

经常

每次

意外怀孕历史 a

否

是

性取向 a

异性恋

同性恋/双性恋

感染性病可能性 a

可能

不可能/不知道

过去1年性行为 a

没有

有

过去1年性伴数 a

1
≥2

过去1年性伴类型 a

仅仅固定性伴

非固定性伴

商业性伴

过去1年性行为频度（次/月)a
≤1
2~5
≥6

过去1年网络寻找性伴 a

不是

是

合计

调查
人数

21
85

372

313
159

375
58
37

225
179
72

139
183
151

338
37

368
16

33
355

127
349

293
41

289
24
11

125
122
82

293
27

490

发生口交
性行为[n(%)]

8(38.1)
28(32.9)
63(16.9)

39(12.5)
56(35.2)

55(14.7)
25(43.1)
15(40.5)

27(12.0)
41(22.9)
28(38.9)

41(29.5)
36(19.7)
14(9.3)

82(24.3)
17(46.0)

90(24.5)
7 (43.8)

12(36.4)
86(24.2)

18 (14.2)
80 (22.9)

55(18.8)
21(51.2)

57(19.7)
11(45.8)
7(63.6)

22(17.6)
26(21.3)
30(36.6)

68(23.2)
11(40.7)
99 (20.2)

χ2值

14.84

33.98

35.48

25.83

19.09

15.33

4.84

5.85

4.36

21.55

18.99

10.48

4.56

P值

<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5

<0.05

<0.05

<0.001

<0.001

<0.05

<0.05

注：a调查数据有缺失

表3 杭州市某高校毕业班男生发生口交性行为的

多因素 logistic模型分析

因素

家庭关系

和谐

一般/不和谐

性伴数

1
≥2

性伴类型

仅仅固定性伴

非固定性伴

商业性伴

性伴来源

仅仅校内

外校

社会

阴道安全套使用

从不/有时

经常

每次

过去1年性行为

没有

有

OR(95%CI）值

1.00
2.77(1.40～5.50)

1.00
2.29(1.27～4.15)

1.00
2.68(1.23～5.88)
1.98(0.83～4.71)

1.00
2.45(1.34～4.48)
2.47(1.15～5.33)

1.00
0.58(0.32～1.05)
0.20(0.09～0.42)

1.00
2.04(1.05～3.96)

P值

0.004

0.006

0.014
0.122

0.004
0.021

0.072
<0.001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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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性伴，也更可能与来自外校和社会上的非固定

性伴发生性行为。如果性行为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多性伴、非固定性伴和活跃性行为无疑是艾滋病和

性病感染的危险因素，同时也将自己的女性性伴置

于艾滋病性病感染风险之中。另外，发生口交性行

为的研究对象在发生阴道性行为时，较少使用安全

套，且其女伴的意外怀孕率较高，两者都说明发生

口交性行为的研究对象在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目前，国内大学生的性教育仍然

不足、性健康不容乐观[13⁃14]，因此，在学生中加强艾

滋病性病危险意识教育，特别是提高有危险性行为

学生的危险感知，促进其实施安全性行为显得尤为

重要。

国内有研究表明发生口交性行为者更可能感

染淋病、梅毒、尖锐湿疣等性病[11,15]。本研究却没有

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考虑到发生口交性行为的研

究对象在口交和阴道交中均较少使用安全套，且本

研究感染性病的相关信息通过研究对象自述获得，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以揭示发生口交

性行为与感染性病之间的相关性。

有研究证实父母离异或单亲家庭容易引发学

生发生性行为，也与较早发生性行为、多性伴、感染

性病及意外妊娠有关[16⁃18]。本研究发现，成长于不

和谐家庭的研究对象更易发生口交性行为，与既往

研究结果一致，针对大学生艾滋病性病预防教育应

关注该人群。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

究，结论需进一步论证；性行为依然是一个敏感的

话题，可能会影响调查数据的真实性；研究对象只

涉及1所高校毕业班男生，研究结果外推时需谨慎。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国内某高校毕业男生发生

口交性行为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为

制定针对大学生人群健康教育干预策略提供了科

学依据。鉴于在性行为过程中男生对使用安全套

有一定的主动权,多形式的性交行为会增加HIV感

染的风险[9,19⁃21]，在以后针对大学生的性病艾滋病预

防教育中，应强调口交性行为也能传播性病和艾滋

病，发生各类性行为时应坚持使用安全套。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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