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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青年学生对自身 HIV 感染相关行为的风险感知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2021 年 9-11 月根据国家统一方案，采用方便抽样在广州市 5 所不同类型高校中，按照每个年

级至少抽取 1 个班级，每所学校完成不少于 600 名青年学生的方法，开展横断面调查。无序多分类

logitsic 回归用于构建风险感知模型，分析不同风险感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青年学生

7 346 名，自评 HIV 感染风险较低者占 90.58%（6 654/7 346）。风险感知与行为相符者占 89.10%
（6 545/7 346）。风险感知与行为不符者占 10.90%（801/7 346），其中低估风险者占 19.10%（153/801），

高估风险者占 80.90%（648/801）。无序多分类 logits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后，相比于未

发生过性行为组，有性经历且首次性行为年龄<18 岁是低估风险的危险因素（OR=129.39，95%CI：

73.28~228.48），同时也是高估风险的危险因素（OR=1.76，95%CI：1.04~2.99）；有性经历且首次性行为

年龄≥18 岁是低估风险的危险因素（OR=70.56，95%CI：42.72~116.53），但与高估风险无关；女性、其他

学校类型、非异性恋取向、自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为一般或不了解是高估风险的危险因素，但

与低估风险无关。结论　广州市高校青年学生总体风险感知情况良好。个体因素、教育因素和性行

为经历均是 HIV 感染相关行为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提高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推迟首次性行为的

年龄，有利于提高青年学生风险感知能力，进而主动寻求健康服务措施。

【关键词】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风险感知；　青年学生；　影响因素；　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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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perception for risky behavior of HIV/AIDS 
infection among young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5 different types of Guangzhou colleges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21, in which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a minimum number of classes per grade and 
600 samples per school were us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unity program. Disor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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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risk perception model and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risk perception levels. Results　A total of 7 346 young students were 
surveyed, and most rated themselves at low risk of HIV/AIDS infections (90.58%, 6 654/7 346). A 
total of 89.10% (6 545/7 346) of subjects' perception of their HIV/AIDS infection risk was consistent 
with their risk behavior, while 10.90% (801/7 346) was inconsistent. Among those inconsistent 
subjects, 19.10% (153/801) showed underestimating their risk , while 80.90% (648/801) seen 
overestimating their risk. Disordered multi-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compared with the non-sexual group, respondents whose first sex 
age under 18 had a higher rate of underestimating their risk of infection (OR=129.39, 95%CI: 
73.28-228.48), as well as a higher rate of overestimated their risk of infection (OR=1.76, 95%CI: 
1.04-2.99). First sexual intercourse at age 18 or older was a risk factor for underestimating risk (OR=
70.56, 95%CI: 42.72-116.53), but was not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overestimating risk. Being 
female, other school type, non-heterosexual orientation, and self-rated HIV-related knowledge as fair 
or no knowledge were risk factors for overestimating risk bu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underestimating risk. Conclusions　 Overall, young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of Guangzhou have a 
good risk perception of HIV/AIDS infection. Individual factors, education factors and sexual 
experience will influence students' risk perception of HIV/AIDS infection. Raising the awareness rate 
of HIV/AIDS knowledge and delaying the age of first sexual intercourse will improve the risk 
perception ability of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 HIV/AIDS; Risk perception; Young students; Influencing factors; 
Awareness rate

青 年 学 生 是 受 HIV 流 行 影 响 的 重 点 人 群 之

一［1-2］，虽然近 5 年整体疫情上升趋势有所减缓，但

青年学生感染 HIV 的脆弱性仍在增加［3-5］。国内外

研究结果均显示［6-8］，青年学生 HIV 风险感知是其

对 HIV 感染风险的主观态度和信念的综合指标，是

众多健康行为理论模型的重要维度，与高危行为呈

负相关。尽管感知风险本身不足以激励态度或行

为的改变，但被视为行为改变的必要条件，提高风

险感知的准确性，对青年学生减少风险行为具有重

要意义［8］。本研究分析广州市青年学生 HIV 感染

相关行为的风险感知情况及影响因素，为提高青年

学生 HIV 感染风险意识，开展 HIV 风险预警、预防

与早期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广州市 5 所高校在校

大学生；无严重躯体疾病，能够独立完成问卷调查；

无严重精神疾患和认知功能障碍，能正确理解问题

并作答；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2. 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2021 年 9-11 月，根据中国性病

艾滋病防治协会信息交流与数字化防控工作委员

会《大学生抗艾防艾宣传教育项目》统一方案［9］，选

取广州市 5 所不同类型高校，按照每个年级至少抽

取 1 个班级，每所学校完成不少于 600 名进行方便

抽样。数据收集工具为问卷星软件，研究对象通过

扫描微信二维码或访问问卷链接进行自填式调查，

调查过程严格遵循自愿、保密、匿名的原则。调查

变量包括：个体因素（性别、民族、年龄、性取向）、家

庭因素（家庭完整、是否独生子女、月均生活费）、教

育因素（学校类型、专业、年级、住校、艾滋病相关知

识知晓、开始接受 HIV 防治教育时间）、自评 HIV 感

染风险、性行为、毒品使用、HIV 感染风险感知等。

（2）相关定义：①自评 HIV 感染风险：较低者：

回答“非常低”或“比较低”；中高者：回答“一般”或

“比较高”或“非常高”。较低者需进一步回答“您认

为自己感染艾滋病风险非常低或比较低的最主要

原因是？”。②近 1 年 HIV 感染相关行为：存在其中

一种行为（与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商业性伴或同性

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未做到每次使用安全套，或存在

多性伴、吸毒、发生性行为时吸毒。③HIV 感染风

险感知：（A）风险感知与行为不相符：低估风险：近

1 年发生 HIV 感染相关行为者中认为自己感染风险

较低者；高估风险：近 1 年未发生 HIV 感染相关行

为者中认为自己感染风险较高者。（B）风险感知与

行为相符：近 1 年发生 HIV 感染相关行为者中认为

自己感染风险较高者和近 1 年未发生 HIV 感染相

关行为者中认为自己感染风险较低者。④艾滋病相

关知识：在全国艾滋病监测问卷艾滋病防治基本知

识 8 个问题基础上，增加另外 2 个知识题共 10 个问

题，回答正确≥8 个问题，定义为知晓，否则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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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

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AS 9.4 软件整理数据库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频数、率和构成比（%）描

述研究对象基本特征。采用 χ2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

研究对象 HIV 感染风险感知情况。构建无序多分

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0=风险感知与行为相符，1=低

估风险，2=高估风险），分析青年学生 HIV 感染相关

行为的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

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双侧检

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调查青年学生 7 346 名，年龄

（19.12±1.36）岁，女性占 63.04%，来自本科（第一批

次）（67.71%）、人文社科类（60.45%）为主；自报性

取 向 为 异 性 恋 占 大 多 数（83.83%），同 性 恋 占

1.59%，其 他 占 14.58%；自 报 曾 有 性 经 历 者 占

9.08%，其 中 首 次 性 行 为 对 象 大 多 数 为 异 性

（89.51%），首 次 性 行 为 年 龄（18.30±1.88）岁 ；

48.37% 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近 1 年有过 HIV 感染

相关行为者 197 例（2.68%）。见表 1。

2. 自评 HIV 感染风险情况：自评 HIV 感染风险

较 低 者 占 大 多 数（90.58%，6 654/7 346），其 中

71.16%（4 735/6 654）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生过性行

为”，其次是基于对自身风险行为可控性的判断（认

为自己“采取防范措施”），占 17.70%（1 178/6 654）。

不同性别、学校类型、性取向、性经历、自评艾滋病

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不同的研究对象自评感染风险

程度不同。见表 1。

3. 青年学生 HIV 感染相关行为的风险感知及

影响因素分析：

（1）感染风险感知情况：自评 HIV 感染风险与

行为相符者和不符者分别占 89.10%（6 545/7 346）
和占 10.90%（801/7 346），在风险感知与行为不符者

中，低估风险者和高估风险者分别占19.10%（153/801）
和占 80.90%（648/801）。低 估 风 险 者 中 ，39.87%

（61/153）是基于自身风险行为可控性的判断（认为

自己“采取防范措施”），45.10%（69/153）是基于自

身掌握 HIV 信息的判断或凭感觉盲目相信自己或

伴 侣 等 ，15.03%（23/153）是 因 为 没 有 发 生 过 性

行为。

（2）单因素分析：不同年龄、性别、民族、学校类

型、年级、是否住校、家庭成员情况、月均生活费、自

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性取向、性经历、首次

性行为对象以及年龄的研究对象在 HIV 感染风险

感知情况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表 2。

（3）HIV 感染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无序多分

类 logits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终模型中留下 5 个

变量（其中性经历在两个模型中均显示为影响因

素），似然比检验 χ2=650.42，P<0.001，提示该回归

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相比于未

发生过性行为组，首次性行为年龄<18 岁是低估风

险的危险因素（OR=129.39，95%CI：73.28~228.48），

同时也是高估风险的危险因素（OR=1.76，95%CI：
1.04~2.99）；有性经历且首次性行为年龄≥18 岁是

低 估 风 险 的 危 险 因 素（OR=70.56，95%CI：42.72~
116.53），但与高估风险无关；女性、其他学校类型、

非异性恋取向、自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为一

般或不了解是高估风险的危险因素，但与低估风险

无关。见表 3。

讨 论

风 险 感 知 是 影 响 风 险 行 为 的 重 要 认 知 因

素［8，10］，疾病传播风险感知首先表现为对于自身处

于风险中的程度判断也即个体面临疾病传播风险

的直观感知［11］。本研究中 90.58% 青年学生自评

HIV 感染风险较低，与既往研究结果接近［12-13］，其中

71.16% 是 基 于 对 自 身 风 险 行 为 的 判 断（无 性 行

为），17.70% 是基于自身风险行为可控性的判断

（认为自己“采取防范措施”），其余则基于自身掌握

HIV 信息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该人群用于判断

风险的 HIV 信息掌握并不正确（如盲目相信伴侣、

通过外观判断等），而认为自己“采取防范措施”的

1 178 名研究对象者中，61 名（5.20%）实际上低估自

身风险（存在无保护行为），即存在判断失真，根据

风险感知理论模型［7-8，10］，如果无法准确认知到自身

的脆弱感，将显著增加 HIV 感染的风险。知识与风

险感知的相关性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研究结

论不同［14-15］，有研究认为个人对疾病的知识水平并

不一定与风险感知水平呈相关关系，也有研究结论

相反［16-19］。本研究中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与风险

感知无统计学关联，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总

体知晓率偏低，基本知识回答正确率超过 90% 者仅

占 51.63%；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对自身知晓程度评

估偏高，自评对艾滋病相关知识非常了解者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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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州市青年学生自评 HIV 感染风险相关因素分析

变    量
年龄组（岁）

15~
≥20

性别
男
女

民族
汉
其他

性取向
同性恋
异性恋
双性恋
不确定

家庭成员情况
父母均健在
其他

月均生活费（元）
≤999
1 000~
2 000~
≥3 000

大学类型
本科（第一批次）
其他

就读年级
大一/大二
大三及以上

专业类型
人文社科类
自然科学类

住校
是
否

开始接受 HIV 防治教育时间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从未接受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
否
是

自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较了解
一般
不了解

性经历
有
无

首次性行为对象 a

同性
异性

首次性行为年龄组（岁）a

<18
≥18

近 1 年发生 HIV 感染相关行为
是
否

人数（%）

5 259（71.59）
2 087（28.41）
2 715（36.96）
4 631（63.04）
7 116（96.87）

230（3.13）
117（1.59）

6 158（83.83）
535（7.28）
526（7.30）

6 807（92.66）
539（7.34）
548（7.46）

5 293（72.05）
1 276（17.37）

229（3.12）
4 974（67.71）
2 372（32.29）
6 046（82.30）
1 300（17.70）
4 441（60.45）
2 905（39.55）
7 284（99.16）

62（0.84）
2 337（31.81）
3 474（47.29）
1 191（16.21）

280（3.81）
64（0.88）

3 793（51.63）
3 553（48.37）

955（13.00）
6 070（82.63）

321（4.37）
667（9.08）

6 679（90.92）
70（10.49）

597（89.51）
167（25.04）
500（74.96）
197（2.68）

7 149（97.32）

自评 HIV 感染风险（%）
较低

4 765（90.61）
1 889（90.51）
2 514（92.60）
4 140（89.40）
6 448（90.61）

206（89.57）
95（81.20）

5 626（91.36）
476（88.97）
457（85.26）

6 174（90.70）
480（89.05）
494（90.15）

4 775（90.21）
1 173（91.93）

212（92.58）
4 577（92.02）
2 077（87.56）
4 350（90.64）
2 304（90.46）
4 016（90.43）
2 638（90.81）
6 599（90.60）

55（88.71）
2 153（92.13）
3 126（89.98）
1 066（89.50）

254（90.71）
55（85.94）

3 414（90.01）
3 240（91.19）

904（94.66）
5 466（90.05）

284（88.47）
561（84.11）

6 093（91.20）
48（68.57）

513（85.93）
135（80.84）
426（85.20）
154（77.78）

6 500（90.93）

中高

494（9.39）
198（9.49）
201（7.40）
491（10.60）
668（9.39）

24（10.43）
22（18.80）

532（8.64）
59（11.03）
79（14.74）

633（9.30）
59（10.95）
54（9.85）

518（9.79）
103（8.07）

17（7.42）
397（7.98）
295（12.44）
449（9.36）
243（9.54）
425（9.57）
267（9.19）
685（9.40）

7（11.29）
184（7.87）
348（10.02）
125（10.50）

26（9.29）
9（14.06）

379（9.99）
313（8.81）

51（5.34）
604（9.95）

37（11.53）
106（15.89）
586（8.77）

22（31.43）
84（14.07）
32（19.16）
74（14.80）
44（22.22）

648（9.07）

χ2值

0.02

20.53

0.29

35.87

1.59

4.74

37.36

0.07

0.30

0.26

11.24

3.01

22.30

36.01

14.12

1.78

39.08

P 值

0.901

<0.001

0.593

<0.001

0.208

0.190

<0.001

0.797

0.590

0.613

0.024

0.080

<0.001

<0.001

<0.001

0.182

<0.001

注：a 数据存在无应答或缺失

·· 1959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3 年 12 月第 44 卷第 12 期　Chin J Epidemiol, December 2023, Vol. 44, No. 12

表 2 广州市青年学生 HIV 感染相关行为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    量

年龄组（岁）

15~
≥20

性别

男

女

民族

汉

其他

大学类型

本科（第一批次）

其他

就读年级

大一/大二

大三及以上

住校

是

否

家庭成员情况

父母均健在

其他

月均生活费（元）

≤999
1 000~
2 000~
≥3 000

性取向

异性恋

其他

性经历

有

无

首次性行为对象（n=667）
同性

异性

首次性行为年龄组（岁）

未发生

<18
≥18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

否

是

自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较了解

一般

不了解

自评风险与
行为相符

4 705（89.47）
1 840（88.17）

2 458（90.54）
4 087（88.25）

6 350（89.24）
195（84.78）

4 503（90.53）
2 042（86.09）

4 291（89.41）
2 254（88.50）

6 490（89.10）
55（88.71）

6 076（89.26）
469（87.01）

491（89.60）
4 706（88.91）
1 149（90.05）

199（86.90）

5 535（89.88）
1 010（85.02）

469（70.31）
6 076（90.97）

37（52.86）
432（72.36）

6 076（90.97）
102（61.08）
367（73.40）

3 360（88.58）
3 185（89.64）

875（91.62）
5 386（88.73）

284（88.47）

低估风险

82（1.56）
71（3.40）

78（2.87）
75（1.62）

142（1.99）
11（4.78）

95（1.91）
58（2.44）

78（1.63）
75（2.94）

149（2.05）
4（6.45）

131（1.93）
22（4.08）

7（1.28）
99（1.87）
32（2.51）
15（6.55）

117（1.90）
36（3.03）

133（19.94）
20（0.30）

24（34.28）
109（18.26）

20（0.30）
48（28.74）
85（17.00）

75（1.98）
78（2.20）

33（3.46）
114（1.88）

6（1.87）

高估风险

472（8.97）
176（8.43）

179（6.59）
469（10.13）

624（8.77）
24（10.44）

376（7.56）
272（11.47）

430（8.96）
218（8.56）

645（8.85）
3（4.84）

600（8.81）
48（8.91）

50（9.12）
488（9.22）

95（7.44）
15（6.55）

506（8.22）
142（11.95）

65（9.75）
583（8.73）

9（12.86）
56（9.38）

583（8.73）
17（10.18）
48（9.60）

358（9.44）
290（8.16）

47（4.92）
570（9.39）

31（9.66）

单因素分析

χ2值

25.14

38.15

9.51

33.57

14.37

6.86

11.47

31.28

24.51

1 152.95

11.43

1 238.01

4.04

29.67

P 值

<0.001

<0.001

0.008

<0.001

<0.001

0.03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133

<0.001

多因素分析

低估风险

aOR 值（95%CI）

1.00
0.72（0.50~1.04）

1.00
0.94（0.65~1.36）

1.00
1.50（0.97~2.33）

1.00
129.39（73.28~228.48）

70.56（42.72~116.53）

1.00
0.96（0.61~1.51）
0.90（0.34~2.38）

P 值

0.082

0.733

0.069

<0.001
<0.001

0.855
0.829

高估风险

aOR 值（95%CI）

1.00
1.33（1.10~1.60）

1.00
1.50（1.27~1.77）

1.00
1.48（1.21~1.82）

1.00
1.76（1.04~2.99）
1.34（0.98~1.83）

1.00
1.84（1.35~2.50）
1.86（1.15~3.0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40
0.072

<0.001
0.01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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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能做到 10 个问题均回答正确，因错误的认知

影响了风险感知的准确性，提示研究对象虽对艾滋

病有一定认识但认知宽度和深度有待拓展。

有研究发现，青少年及青年如果缺乏对 HIV 感

染可能性的正确认识，易于主动暴露于 HIV 易感环

境中［20-21］。本研究发现，在自评 HIV 感染风险与行

为 不 符 者 中 ，低 估 风 险 者 和 高 估 风 险 者 分 别 占

2.08% 和 8.82%。国内外研究显示，与风险感知有

关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和风险行为因素［6，8，11］。本

研究中，对于低估风险而言，既往性经历是重要的

一类因素，尤其是首次性行为年龄越小，低估风险

的可能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小时，思想、认

知、知识储备等各方面尚未成熟，发生高危行为后

识别和感知风险能力较弱，如果高风险个体认为自

己过去的行为不具有风险性，无法借助风险感知来

激励自身的预防行为，从而无法达到风险减低的效

果［22-23］；此外有研究认为风险行为可能引起个体警

示从而提高风险感知，但这种感知会随着时间的延

长降低［6］。因此，推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在宣教

过程中持续强化 HIV 安全性行为与 HIV 感染风险

间关系的认知，有利于提升并维持青年学生的感染

风险认知。对于高估风险而言，个体因素（性别、性

取向）和教育因素（学校类型、自评艾滋病相关知识

知晓情况）均是影响因素。高估风险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高风险感知，多是由于对风险的程度和后果

可能缺乏正确客观的认识导致；另一种则是因为本

研究为自我报告的数据，会出现“不鼓励的行为”

（即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漏报，或过去事件可能

存在的回忆偏倚引起感染相关行为的低报导致的

感知“虚高”。低估感染风险时可能无法充分注意

预防，相反，高估风险则会加重焦虑和使用不必要

的医疗服务等［24］，因此 HIV 防治工作者可通过提供

风险咨询，评估其身心健康等，引导学生正确应对

风险并解决风险。

综上所述，广州市高校青年学生总体风险感知

情况良好，但自评 HIV 感染风险与行为不符者仍有

一定比例。个体因素、教育因素和性行为经历均是

HIV 感染相关行为的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提高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推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

不断强化不安全性行为与 HIV 感染风险间关系的

认知等，有利于提高青年学生风险感知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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