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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聚类分析识别青年学生群组，探索不同群组的特征和需求差异，为预防艾滋

病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广东省教育部门组织的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性健康教育需

求调研，对使用方便抽样法获得 3 884份网络调查的有效数据进行两步聚类分析，结合专业领域认识

判断确定纳入分析的变量和群组数，比较群组间的性健康、人口学特征、性教育内容与形式需求的差

异。结果 经聚类分析确定聚类变量共 6个，分别包括自慰行为认知和发生率、性行为发生率、性资

讯获取频率、接纳性伴开放程度、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根据以上性健康知信行特征、HIV感染风险将

学生分为 3个群组，其中高风险组 1 810人（46.6%）、中风险组 1 549人（39.9%）、低风险组 525人
（13.5%）。人口学特征，高风险组中位年龄19岁，男生（65.9%）、性取向为非异性恋（15.2%）、来自城镇

（58.2%）、独生子女（30.8%）和在读本科（54.7%）的比例最高；中风险组中位年龄 19岁，女生（82.7%）、

在读高职（34.0%）的比例最高；低风险组中位年龄18岁，来自农村（52.4%）、非独生子女（80.6%）、在读

高中（41.3%）、非寄宿（17.5%）、无实习/打工经验（43.2%）的比例最高。在教育内容需求方面，高风险

组对自我认同、性安全、性决定、避孕流产和 STD/AIDS防治的需求高，中风险组则更关注婚恋观、性侵

害，低风险组更需要了解青春期生理知识。与低风险组相比，高风险组对同伴教育、互联网/多媒体、

匿名咨询等性教育形式需求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不同群组的青年学生自身特点、性知

识、性态度、性行为和教育需求存在区别，应分类开发教材和方法，针对不同学生群组特点施教，增强

学生的接受度和积极性，以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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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sexu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s in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targeted sexual health eduction
for AIDS prevention in young students.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bout sexual health and AIDS prevention in young students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 two-step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survey data obtain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the variables and number of clusters included were
determined by combination of analysis result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needed were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groups. Results Survey data of 3 884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and six variables were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cognition or occurrence masturbation, sexual behavior, frequency of sexu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number of acceptable sex partners and AIDS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By
these variables, the stud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levels of risk groups: high risk group (46.6%),
medium risk group (39.9%) and low risk group (13.5%). As fo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igh
risk group, with a median age of 19 years,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boys (65.9%), students
with non-heterosexuality orientation (15.2%), urban residents (58.2%), only children (30.8%) and
undergraduates (54.7%). Medium risk group, with a median age of 19 years,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girls (82.7%) and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34.0%). Low risk group, with a median
age of 18 years,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52.4%), non-only child (80.6%),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41.3%), non-boarding students (17.5%) and students without
internship and part-time job experience (43.2%). In terms of health education demands, high risk
group had a higher demand of information about self-identity, sexual safety, sexual decision making,
contraception, abortion,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or AIDS prevention. Medium risk group
paid more attention to value on love and marriage, sexual assault. Low risk group showed a higher
demand of adolescent physiology knowledge. Compared with low risk group, high risk group had a
higher demand of peer education, Internet/multimedia, anonymous counseling and other forms of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sexual
knowledge awareness, attitude and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demands of you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are different, so health educ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should b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to enhance the acceptance and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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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中青年学生

例数逐年上升，其中 98%为性接触传播，有效遏制

艾滋病在青年学生中的蔓延趋势对全国疫情控制

至关重要［1］。青年学生处于性发育、性活跃的阶

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青年学生的性态度和性行

为等趋于开放［2］。适时适当的性教育能够使学生

获得科学的性健康与艾滋病知识，培养正确的性观

念和健康的性行为［3］。青年学生自身处于生理、心

理迅速变化的阶段，且由于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

不同，具有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本研究通过聚类

分析方法对广东省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性健康教

育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综合知识、性态度、性行

为等特征和HIV感染风险，对青年学生予以分类群

组，探索不同群组间的性健康特征以及教育需求的

差异，为开展契合青年学生心理行为特点的预防艾

滋病性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招募标准为 10~24岁广东省在校

大、中学生（本科及以下文化程度）。

2. 调查方法：利用 2014年 11月 12-27日广东

省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性健康教育需求调研项目，

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广东省教育部门在 21个城

市各类学校（大学、中学、高职、中专学校）动员，同

时利用学校官方微信和微博进行动员和推广。研

究对象知情同意后单独匿名填写电子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和教育部门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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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库，经艾滋病和性教育专家讨论确定，内容包

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健康知识知晓、艾滋病知识

知晓、性态度、相关性行为情况等问题。

3.调查内容：根据聚类分析的二分类/多分类、

连续变量情况，数据整理共有 32个变量：①社会人

口学特征：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居住地类型、

是否独生子女、月均可支配收入、目前在读学校类

型、寄宿经历、自报考试成绩水平、校外实习/打工

经验、是否来自单亲家庭；②艾滋病知识知晓［4］：回

答 8个知识题正确≥6个；③对性行为的态度：认同

性与爱可以分离、自慰的认识、接纳性伴开放程度；

④相关性行为问题：自慰经验、发生性行为、首次性

行为年龄、获取与性相关信息的频率、最早获取与

性相关信息的渠道；⑤其他：是否为学生同伴教育

员、是否愿意成为同伴教育员、是否愿意参加匿名

式一对一访谈。电子问卷的问题与选项以准确、易

懂又兼顾趣味的语言呈现，并根据剔除标准对问卷

进行质量控制。

4.聚类分析：考虑到数据有连续和分类变量，

选择使用两步聚类分析方法。采用 SPSS 22.0软件

进行，先将所有 32个变量纳入建立两步的聚类分

析模型，聚类准则为施瓦兹-贝叶斯准则（BIC）法，

选择自动聚类模式以根据不同群组数的 BIC值和

距离测量比率得到系统推荐的聚类群组数。根据

初步结果确定纳入变量和群组数：结合专业领域认

识、剔除初次模型中预测重要性低于 0.1的变量，拟

纳入聚类变量 6项（对自慰的认识、有过自慰经验、

接纳性伴开放程度、发生性行为类型、获取性资讯

的频率、艾滋病知识知晓），聚类群组数确定为

3类。将 6个聚类变量、聚类群组数固定为 3类，再

次建立进行两步聚类分析模型获得青年学生的分

组结果。

5.统计学分析：根据聚类分析群组结果，采用

χ2检验、单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及秩和检验分析不

同分组间的聚类变量、人口学特征、性教育内容与

教育形式需求的差异。双侧检验，以 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基本情况：3 884名在校青年学生中，女生

2 284人（58.8%），男生 1 574人（40.5%），跨性别者

26人（0.7%）；年龄M（P25，P75）为 19（17，20）岁，年龄

范围 11~24岁；文化程度为本科、高职、高中、初中/

中职的分别为 43.4%、27.0%、25.2%、4.4%；汉族占

99.0%；性取向为异性恋、双性恋、同性恋、不确定分

别为 87.6%、4.9%、2.7%、4.8%。青年学生的自慰发

生率为44.8%（1 738/3 884）。

2.聚类分析：聚类变量主要反映青年学生的性

知识、态度与行为，根据其知信行、HIV感染风险程

度分为高、中和低风险组，从高风险组至低风险组，

对自慰行为的认识和经验、接纳性伴开放程度、性

行为发生比例、获取性资讯频率和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均逐渐降低（P<0.05）。见表1。
3.不同群组青年学生人口学特征：低、中、高风

险组，在年龄、成长环境为城镇比例、独生子女比

例、文化程度、有寄宿经历的比例和有实习打工/经
历的比例均逐渐增加。性别方面，男生在高风险组

比例最高（65.9%），女生在中风险组的比例最高

（82.7%）。性取向方面，非异性恋在高风险组的比

例最高（15.2%）（均P<0.05）。见表2。
4.不同群组青年学生性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

需求比较：与低风险组相比，高、中风险组对多项性

教育内容需求高，其中高风险组对“性别/性取向的

自我认同”“性伴的选择与决定”“性的愉悦与安全”

需求高，“青春期生理卫生”需求低，中风险组对“性

伴关系/择偶观/婚恋观”“性骚扰与性侵害”需求高。

在教育形式方面，高、中风险组对包括讲座、同伴教

育培训、互联网/多媒体材料等教育需求高于低风

险组，高风险组对匿名咨询、手册读物需求高于低

风险组（均P<0.05）。见表3。

讨 论

聚类分析可以获取数据的分布情况和特点，是

一种重要的数据挖掘方法，已在大学生学术表现、

心理健康和体质评价等领域中获得应用［5-7］，但尚

未在艾滋病、性健康教育领域应用。本研究分析广

东省大、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及艾滋病教育需求调

研问卷数据，通过使用聚类分析识别出 3组特征群

体，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青年学生特征和性教育需求

差异，为今后开发针对性的干预工具提供依据。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低、中和高风险组，青年学

生对自慰行为接纳认识和发生比例、性行为态度开

放程度、性行为发生比例、获取性资讯频率和国八

条知晓率逐渐增加：低风险组大多不了解或无自慰

行为，多数认为结婚对象才能发生性行为，性行为

发生率、获取性资讯频率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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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风险组部分接纳、未发生自慰行为，接受的性

行为对象较低风险组开放，性行为发生率、获取性

资讯频率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升高；高风险组多数

接纳和发生自慰行为，接受的性行为对象最开放，

性行为发生率、获取性资讯频率和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最高。基于低、中和高风险组的性健康知信行与

HIV感染风险程度，结合应用德尔菲法构建的指标

体系［8］，研究团队后期开发了青年学生性健康艾滋

病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工具［9］，将青年学生用户相应

划分为“傻白甜”“好奇宝宝”“老司机”3组进行针

对性HIV风险评估和干预。

本研究发现，青年学生自慰发生率（44.7%）略

低于昆明市 1 019名高一学生相关调查的男生结果

（48.5%）［10］，其异性或同性性行为发生率（14.9%）
与广州市高年级大学生异性性行为调查结果接近

（16.92%）［11］，但高于广东省初中、高中和大学生的

性行为发生率（3.0%、5.6%和 9.4%）［2］。3组青年学

生的性行为发生率存在差异，高风险组的性态度较

为开放，自慰和性行为发生率较高。性行为发生率

较高的青年学生中，可能也有多性伴、不使用安全

套、使用助兴剂或成瘾性物质等高危行为，需要重

点关注，加强高危行为干预。

本研究中，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

（65.8%），国 家“ 十 三 五 ”防 治 目 标 未 达 标

（90.0%）［12］，低风险组知晓率仅 47.0%，提示可能与

调查对象中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不足有关［2］，在

今后工作中需考虑扩大覆盖面、时间节点前移。高

风险组知晓率更高可能是由于本科文化程度占比

较高，也可能与发生性行为有关［2，13］。本研究采用

的是旧“国八条”艾滋病知识题，有研究发现广州市

青年学生新“国八条”艾滋病知识题知晓率下降。

还需要加强青年学生对学生艾滋病疫情、新型毒品

表1 青年学生性健康特征与教育需求调查的聚类分析变量及分组

变 量

对自慰的认识

正常了解自己身体和取悦自己的方式，适度就好

开始性行为之前的替代选择

接受不了/没兴趣

不知道自慰

有过自慰经验

是

否

无认知或其他

接纳性伴开放程度

结婚对象

恋爱对象

暧昧对象

欣赏长相/身材

其他

发生性行为类型

异性或同性性行为

均无

获取性资讯频率

≥1次/d
≥1次/周
≥1次/月
极少

从来没有

艾滋病知识知晓

是

否

合计
（n=3 884）

2 345（60.4）
471（12.1）
568（14.6）
500（12.9）

1 738（44.8）
1 621（41.7）
525（13.5）

1 723（44.3）
1 215（31.3）
519（13.4）
267（6.9）
160（4.1）

578（14.9）
3 306（85.1）

191（4.9）
694（17.9）
739（19.0）
1 905（49.1）
355（9.1）

2 555（65.8）
1 329（34.2）

高风险组
（n=1 810）

1 502（83.0）
264（14.6）
32（1.8）
12（0.6）

1 711（94.5）
72（4.0）
7（1.5）

414（22.9）
728（40.2）
317（17.5）
240（13.3）
111（6.1）

497（27.5）
1 313（72.5）

140（7.7）
535（29.6）
467（25.8）
622（34.4）
46（2.5）

1 367（75.5）
443（24.5）

中风险组
（n=1 549）

743（48.0）
195（12.6）
495（32.0）
116（7.4）

0（0.0）
1 549（100.0）

0（0.0）

925（59.7）
416（26.9）
159（10.3）
22（1.4）
27（1.7）

71（4.6）
1 478（95.4）

43（2.8）
149（9.6）
231（14.9）
956（61.7）
170（11.0）

941（60.7）
608（39.3）

低风险组
（n=525）

100（19.0）
12（2.3）
41（7.8）
372（70.9）

7（1.3）
0（0.0）

518（98.7）

384（73.1）
71（13.5）
43（8.2）
5（1.0）
22（4.2）

10（1.9）
515（98.1）

8（1.5）
10（1.9）
41（7.8）
327（62.3）
139（26.5）

247（47.0）
278（53.0）

χ2值

2 547.6

7 136.4

762.8

425.5

834.0

175.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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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男男性传播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艾滋热点知识

的了解，提高其对HIV感染潜在风险的认识。

3组青年学生的人口学特征比较，高风险组的

较大年龄、男性、性取向为非异性恋、成长环境为城

镇、独生子女和本科在读的比例较高，结果与相关

文献相似［2，14-15］，较大年龄、男性、同性/双性恋取向、

城市学生、在校生被认为是发生性行为的影响因

素。高风险组的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原因有待探

索，可能与城镇的成长环境有关。低风险组的寄

宿、实习/打工经历的比例较少，可能是年龄较小，

或是接受性知识及性交流机会较多，也可能发展为

中、高风险组。

3组青年学生的性教育内容需求呈现不同特

征，与低风险组相比，高、中风险组对多项性教育内

容需求高，可能与对性认识和行为发生有关。其

中，中风险组关注婚恋观、性侵害，高风险组还需要

自我认同、性决定、性愉悦与安全的教育，低风险组

需要了解青春期生理知识。性教育对于改善青年

学生性知识、态度、行为具有重要作用［16］，本研究提

示在进行性教育时，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知识需求进

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以提高干预质量、增强学生

的接受度和积极性。

在教育形式方面，高、中风险组也展现出比低

风险组更高的需求，如讲座、同伴教育、互联网/多
媒体材料等，高风险组对匿名咨询的需求值得关

注，可能是由于对性行为安全的考虑。结合已有研

究提示可通过同伴教育提升高、中风险组性健康教

育效果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接受意愿［17-19］。

除了学校教育和同伴教育外［20］，基于互联网干预成

为近年研究热点［21］。有研究指出通过微信开展健

康教育可有效提升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和认知改

变［22］，结合本研究结果，有必要基于网站/微信平台

开发针对不同组学生的相关干预工具和多媒体材

料，尤其是需求更高且性行为最活跃的高风险组

学生。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使用方便抽样的网

表2 不同群组青年学生人口学特征

变量

年龄［岁，M（P25，P75）］

秩次

性别 e

男

女

性取向 e

异性恋

非异性恋

成长环境 e

农村

城镇

独生子女 e

是

否

文化程度 e

初中/中职

高中

高职

本科

有寄宿经历 e

是

否

有校外实习/打工经验 e

是

否

合计

19（17，20）

1 574（40.8）
2 284（59.2）

3 402（87.6）
482（12.4）

1 761（45.3）
2 123（54.7）

1 025（26.4）
2 859（73.6）

170（4.4）
977（25.2）
1 050（27.0）
1 687（43.4）

3 416（88.0）
468（12.0）

2 463（63.4）
1 421（36.6）

高风险组

19（18，20）
2 151.7a

1 183（65.9）a
613（34.1）a

1 534（84.8）a
276（15.2）a

757（41.8）a
1 053（58.2）a

558（30.8）a
1 252（69.2）a

60（3.3）a
377（20.8）a
383（21.2）a
990（54.7）a

1 619（89.4）a

191（10.6）a

1 188（65.6）a

622（34.4）a

中风险组

19（17，20）
1 851.5b

266（17.3）b
1 276（82.7）b

1 401（90.4）b
148（9.6）b

729（47.1）b
820（52.9）b

365（23.6）b
1 184（76.4）b

72（4.7）a，b
383（24.7）b
527（34.0）b
567（36.6）b

1 364（88.1）a
185（11.9）a

977（63.1）a
572（36.9）a

低风险组

18（16，19）
1 489.7c

125（24.0）c
395（76.0）c

467（89.0）b
58（11.0）b

275（52.4）b
250（47.6）b

102（19.4）b
423（80.6）b

38（7.2）b
217（41.3）c
140（26.7）c
130（24.8）c

433（82.5）b
92（17.5）b

298（56.8）b
227（43.2）b

Z/χ2值
163.4d

881.8

25.9

21.4

37.8

245.7

18.7

13.9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a，b，c如相同则P>0.05；d Z值，其他为χ2值；e剔除跨性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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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问卷调查方式，样本不能外推代表本地总体青年

学生；其次，研究中艾滋病旧国八条无法与新国八

条知晓情况进行直接比较；最后，本研究使用聚类

分析对调查数据进行挖掘，选择纳入聚类分析的指

标、聚类方法的不同对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影响，进

行分析的因素也受到现有调查问卷问题的限制。

综上所述，聚类分析不同群组的青年学生自身

特点、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和性教育需求存在区

别，应分类开发教材和方法，针对不同学生群组特

点施教，增强学生的接受度和积极性，以提高性健

康教育质量。应根据不同群组特点，考虑基于网

站/微信平台开发相关干预工具和材料，以提高干

预质量，增强青年学生的接受度和积极性，促进性

健康、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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